
今年1月至7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04.2亿元——

钢铁业浴火重生谋转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先行者，钢铁业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化

解过剩产能为突破口，经受了浴火重

生的考验，实现了行业整体复苏向好

太钢集团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辉绵：

笔尖钢用上“中国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钢铁业主动认识新常态，着
力适应引领新常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壮士断腕去产能，转型升级谋发展，经受了浴火重
生的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行业整
体复苏向好。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钢铁业融入了时
代发展，担负着前行责任。回顾这5年，是钢铁行业
供给形势变化、新旧动能转换的5年，是产能严重过
剩矛盾化解的5年，是提质增效、扭亏增盈的5年，是
结构调整加快、有效供给提升的5年，是竞争力、影响
力提高的5年。

去产能打响当头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大任务，去产能居首。作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者，钢铁业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化解过剩产能为突破口。
2016年我国退出钢铁产能超过6500万吨，超额完成
年初确定的4500万吨目标。2017年，国家确定的去
产能任务为5000万吨，截至5月底，全国已压减粗钢
产能4239万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84.8%；6月底
彻底清除了“地条钢”，涉及730多家企业，熔化粗钢
总能力估算约1.4亿吨至1.6亿吨。

随着去产能政策效应显现，钢材价格合理回
归，钢铁企业生产经营效益明显回升。中国钢材
价格指数由 2016 年初的 56.37 点上涨到目前的
117.79点，涨幅超过100%。今年1月至7月，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04.2亿

元，销售利润率为3.4%。
“钢铁业公认，这5年是国家政策最落实、执行最

坚决、成效最显著的5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
迟京东表示，正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下定
决心，各级政府统一思想、担当作为，各方多措并举、
真抓实干，才打开了局面。
“无论是从力度、举措和效果来看，中国化解钢铁

过剩产能都堪称解决世界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的成功
典范。”迟京东强调，中国以自身的艰苦努力为全球钢
铁去产能作出贡献，彰显了大国担当。

调结构连出大手笔

化解过剩产能，为钢铁业脱困发展、转型升级奠
定了坚实基础。广大钢铁企业紧抓机遇，加快结构调
整，行业正向着规范、有序、创新驱动方向迈进。
“落后小微企业的市场出清、违法企业的取缔叠

加兼并重组，使得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迟京东表
示，这有利于形成优强企业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规
范市场竞争。

兼并重组是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内容。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钢铁行业重组
处置“僵尸企业”工作方案》，通过加大市场化兼并重
组的政策支持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做优做强，进一步
减少低效产能，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2016年，宝钢和武钢进行重组，打造世界级钢铁
航母，为推动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起到破局性的引领作
用。合并后的宝武集团年钢产量将超过6000万吨，

由此，我国排名前十位的钢企产量占总产量比例由
2015年的34.2%提高至35.9%。中信泰富与青岛特
钢重组构建了全球最大的专业化特钢龙头企业集团，
为跨区域、跨所有制企业主动兼并重组发挥了示范
作用。

与此同时，钢铁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沿海布局
捷报频传，山钢日照精品基地一期工程建设全面展
开、武钢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2030毫米冷轧生产
线试车成功、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项目2016年一
期投产,今年已盈利。城市钢厂搬迁取得突破，
杭钢于2015年年初全面启动转型升级工作，
半山生产基地于 2016年年底全部关停；
1958年建厂的济南钢铁顺利停产退出；青
钢环保搬迁项目实现全流程贯通试生产。

提质拓展新空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要落实
到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上。而
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恰恰是钢铁业实现由大到强
转变的关键所在。
“在改革政策推动与市场倒逼的双

重作用下，企业追求质量效益型发展已
变为切实行动。”迟京东举例说明，业内亏
损大户鞍钢是老国企，去年亏损29.9亿元，
但今年上半年盈利8.25亿元。鞍钢实现扭亏
为盈，有市场好转的因素，更得益于自身的提质
增效。目前，鞍钢吨钢销售收入已接近行业的平
均水平，而在过去几近于垫底。

当前，广大钢铁企业已从追求数量、规模的粗放
发展转向注重创新驱动、品质提升，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可持续发展。

我国拥有全球产业链最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
随着技术创新体系逐步完善，创新和管理能力持续增
强，钢材产品质量档次逐步提高，品种结构不断优化，
保障了国民经济发展所需和国家重大工程、重点建设
项目的顺利实施。

目前，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400兆帕(Ⅲ级)及以
上高强钢筋生产比例超过95%；高强船板生产约占船
板产量的一半。电工钢板、冷轧板、镀锌板等产品逐
步替代进口，国内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一批自主开
发的关键钢材品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批高质量钢
铁产品成功研制和生产。油船用耐蚀钢实船建设3
年试验获得成功就是这当中突出的成果。
“钢铁业必须实现与城市、社会、环境生态融合

共存。”迟京东表示，随着公众对环保的日益关注，
国家环保督查趋于常态化、日常化，钢铁企业尤其
是身处大都市或者省会城市的钢铁企业，能不能走
上低碳绿色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事关生死存亡的重
要命题。

今年年初，笔尖钢正式投放市

场，中国笔开始用上“中国钢”。作

为一名太钢人，我为之自豪。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圆珠笔生

产国，制笔用不锈钢材料长期依赖

进口，每年以每吨12万元的价格进

口1000多吨。小小笔尖钢，难倒了

中国钢铁业？一时引发全国上下

议论。

业内都知道，笔尖钢的研发难

度很大。钢材要制造笔头，必须用

很多特殊的微量元素把钢材调整到

最佳性能。微量元素配比的细微变

化，都会直接影响笔尖钢质量，而国

外厂商对配比技术一直保密。这种

情况下，我们只能自己摸索，不断地

积累数据，调整参数，设计工艺方

法。作为太钢笔尖钢课题负责人，我

深感责任重大。

经过5年近百次的试验，我们

先后在材料的易切削性、性能稳定

性、耐锈蚀性等7大类技术难题上

取得突破，掌握了贵重金属合金均

匀化、夹杂物无害化处理等多项关

键技术，攻克了笔尖钢的技术难关。

2016年9月，太钢成功生产出第

一批切削性好的直径2.3毫米的不锈

钢钢丝材料。经过严格测试，用太钢

原料生产出来的笔芯实现了不同角

度下的连续不断地书写800米不断

线，产品质量与国外产品相当。

我从事科研工作已20多年了，

这几年明显感觉到，各方面对于创新

发展高度重视。2017年5月份，我还

得到了公司10万元奖励，这是对创

新的肯定，是奖励，更是鞭策。接下

来，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做到沉

下心来、心无旁骛、坚持创新、打造

精品。 (本报记者 周 雷整理)

图①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钢卷存

放库区内巡视。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图② 太钢一位质检人员在检验一批“笔尖钢”

钢丝。 曹 阳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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