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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脊梁 惊艳世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海 外 筑 梦 结 硕 果
宋嗣海

钢铁是支撑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工业
脊梁，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
志。历经 70 年发展，我国钢产量在全球的
占比已由新中国成立时不足世界钢产量的千
分 之 一 ， 发 展 到 占 据 世 界 钢 产 量 的
50%，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钢筋铁
骨,也改写了全球钢铁版图。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强国兴衰交替，
钢铁作用巨大。”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
李新创说，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曾占
据或一直保持世界钢铁强国地位。中国钢铁
的发展，与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巨大飞跃紧密相连。70 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中国钢铁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创
造新的纪录、迈上新的台阶。

从缺钢少铁到世界第一

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了盛大的开
工典礼。党中央来信祝贺并赠送锦旗——

“为工业中国而斗争”。
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百废待兴，

全国年粗钢产量不过 15.8万吨，远远难以满
足国家建设、国防安全、社会发展的需要。缺
钢少铁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党和国家对此高度重视，把钢铁工业作为实
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支撑。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把近一半苏
联援建项目投资放在了钢铁上。”李新创介
绍，我国前8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均将钢铁
工业的发展放在了突出重要位置。

1957 年 8 月，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
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
(草案)》中，提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
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三大”是继续建设
鞍钢、武钢和包钢3个大型钢铁基地；“五中”
是建成 5 个中型钢铁厂，包括扩建太钢、重
钢、马钢、石景山钢铁厂，新建湘潭钢铁厂；

“十八小”是在 18 个省份新建 18 个小型钢
厂。1964 年开始“三线”建设，攀钢应运而
生。“五五”计划时期，国家决定建设宝钢……
一步一个脚印，中国钢铁工业在发展中不断
完善、优化、调整。

在计划经济时期，钢铁业成为新中国最
早建成的完整工业体系。但“三打两千六”的
往事，也表明做大中国钢铁仍要进行艰辛的
探索。1974 年至 1976 年，国家每年都计划
产钢 2600 万吨，各钢厂挑灯夜战，但却没有
一年能完成这一指标。1974 年钢产量下降
到 2112 万吨，1975 年钢产量达到 2390 万
吨，1976 年再下降到 2016 万吨。直到 1978
年，我国粗钢产量才超过 3000 万吨，占世界
钢产量的比重为4%，位居世界第5位。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
释 放 ， 钢 铁 业 迎 来 了 发 展 的 黄 金 时 期 。
1996 年钢产量突破 1 亿吨，成为世界第一
钢铁大国。从 2003 年起，又相继跨越了若
干个亿吨台阶，2018 年突破了 9 亿吨，占
世界钢产量的 51.3%，连续 23 年粗钢产量
世界第一。到 2018 年底，我国已经累计生
产121.8亿吨钢。

量上来了，质也不能落下。自 2015 年
以来,我国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
能严重过剩的钢铁业首当其冲，3年压减粗
钢产能逾 1.5亿吨。从缺钢少铁，到供过于
求，从大干快上，到减量发展，钢铁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强筋壮骨震撼全球

“70年来，中国钢铁业满足了国民经济
发展对钢铁材料的需求。航母下海、飞船上
天、高铁奔驰，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越来
越幸福，这是对新中国钢铁工业最高的褒
奖。”中钢协党委书记何文波说，从依靠进
口到迈向中高端，中国钢铁产品品种不断扩
大，质量不断提升，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现

代化所需钢材的自给自足，促进了民生改善
和社会发展。

大国重器壮国威。航母飞行甲板不但要
承受重达二三十吨的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过
程中产生的强烈冲击和高摩擦力，还要承受
喷气式飞机高达几千摄氏度的尾焰灼烧。面
对极高的要求，全世界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可
以生产用于建造航母的甲板用钢。而早在
2013 年 8 月份，鞍钢就完成了建造首艘国
产航母所需的甲板钢、球扁钢等关键型号钢
材的生产工作。不光是航母，从“长征七
号”探空到“蛟龙”探海，从中国标准动车
组“复兴号”到开采可燃冰的海上钻井平台

“蓝鲸 1 号”……中国钢铁业为各类“大国
重器”提供了高品质材料支撑。

超级工程显身手。新启用的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被誉为钢铁凤凰，拥有世界规模最大
的单体机场航站楼，其巨型穹顶用钢总量相
当于半个鸟巢。作为机场高层建筑用钢最高
等级钢板的唯一供应商，河钢的5万余吨高
层建筑用钢，被用于C型柱以及屋顶、支承
结构的建设。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总体跨度最
长、钢结构桥体最长、海底沉管隧道最长的
跨海大桥，仅主梁钢板用量便达 42 万吨，
相当于 60 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其所用钢
材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尖端产品放异彩。全球独家的宽幅“手
撕钢”、首卷 2000MPa 级别热成型汽车、
世界上损耗最低的取向硅钢……我国首创的
新产品、新技术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坚实的原
材料基础。

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只能
冶炼100多个钢种，轧制400多个品种规格
的钢材。2018 年，我国钢材自给率已达到
106.7%，国产钢材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98.7%，22 大类钢材产品中，有 17 类钢材
产品自给率超过 100%。与此同时，高强度
高性能钢材生产和应用比例不断提高，满足
了下游用钢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换代的
发展要求。以百万千瓦级核电用钢、超超临
界火电机组用钢等为代表的高端装备用钢已
实现产业化；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Ⅲ级

（400 兆帕） 及以上高强钢筋生产比例超过
95%；高强船板产量大幅提高，约占船板产
量的一半；电工钢板、冷轧卷板、镀锌板等
高端产品逐步替代进口。

“中国高端钢材国际竞争力和技术支撑

力明显增强。”李新创介绍说，自 2009 年
起，单价高于 1000 美元的钢材出口量大于
进口量；自 2010 年起，单价高于 2000 美
元的钢材出口量大于进口量。

由大到强加速蝶变

在中国钢铁惊艳全球的表现背后，有着
强大的实力支撑。从引进、吸收、创新，到
集成创新、自主创新，中国钢铁技术装备总
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跻身世界钢铁工业设
计和设备制造、施工建设综合能力最强国家
行列。

1949 年，我国修复后勉强能够进行生
产的 7 座高炉、12 座平炉、22 座小电炉，
如今已被 256 家规范企业的 425 座 1000 立
方米及以上高炉，403 座 100 吨及以上转
炉，995 台连铸机，619 套棒线材轧机，71
套热轧宽带钢轧机所取代。我国大高炉、转
炉技术实现了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几十个
国家的出口，自主设计和建设的鞍钢鲅鱼
圈、首钢京唐、宝武湛江和山钢日照钢铁基
地拔地而起，标志着我国钢铁工业自主设
计、制造、工程建设和掌握运用新技术达到
了一个新高度。

“今日钢铁已非昨日钢铁，中国宝武位
列《财富》世界500强第149位，绝不是靠

‘傻大黑粗’就能达成的。”中国宝武党委书
记、董事长陈德荣表示，如今的钢铁制造已
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汗流浃背、烟熏火燎。

今年7月份召开的中国宝武智慧制造现
场 会 上 ， 陈 德 荣 按 下 iPad 屏 上 的 按 键 ，
3000 米外的宝山基地内，3 号转炉的氧枪
缓缓降下，转炉炉内的钢水开始翻滚……出
钢后，碳、硅、锰、磷、硫等钢水成分指标
全都在控制标准内。不仅如此，通过新技
术，宝武还实现了距离 3000 公里的“一键
炼钢”，工人在上海点点鼠标，就能在湛江
基地炼出钢。

在坚持智慧制造的同时，钢铁企业正越
来越重视绿色发展。“目前，钢铁业已经进
入减量发展阶段，绿色发展成为钢铁行业未
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行业转型升级的关
键所在。”李新创表示，早期的钢铁业发展
较为粗放，对节能环保重视程度不够。但
是，随着环境、能源等外部条件的约束性增

强，钢铁业开始重视和加强能源节约和环境
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钢铁业
持续推进清洁生产，不断加快绿色工厂建
设，钢铁环保技术设施、排放绩效与管理水
平均得到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重点钢企吨钢二氧化硫排放
量由“十五”末的 2.83 千克下降至 2018 年
的 0.53 千克，吨钢烟粉尘排放量由 2.18 千
克降至 0.56 千克，吨钢废水排放量由 4.71
立方米降至 0.74 立方米，部分特别排放限
值地区与沿海钢铁企业实现了废水“近零排
放”。目前，全行业正在全面推进超低排放
改造，环保水平将得到进一步大幅提高。

走过 70 年辉煌历程，中国钢铁工业成

功解决了“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如
今关键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何文波表
示，实现钢铁强国目标，首要条件是要有能
力引领世界钢铁工业科技进步的发展潮流，
要有能力生产高性能、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
值的产品，要有能力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作
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国钢铁业将秉持
改革创新的精神，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努
力建成创新型、国际化、低碳绿色、可持续
运营的现代钢铁工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在全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中谱写更为壮美的篇章。

河钢塞钢是我国海外收购的第一个全流

程钢铁项目。目前，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这

家百年钢厂已重焕生机与活力，成为塞尔维

亚就业人数最多的企业和第一大出口企业。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曾因长期亏损

而濒临倒闭，2016 年 4 月份被河钢集团收购

后，我和同事组成 9 人管理团队来到这里。

面对重重考验，我们奋力拼搏，不断进取。在

集团不遗余力地支持下，河钢塞钢摆脱了困

境，得到了新的发展。

在全方位治理中，河钢先后派出 260 多

名专家赴塞钢开展工作。引入“世界最清洁

钢厂”精细化管理经验、绿色化制造经验，输

入河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20 多项行业领

先专有钢铁技术，从整体上提高了塞钢工艺

水平、自动化水平、循环利用水平、能源效率

和绿色制造水平。经过持续改造提升，塞钢

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能得到有效释放。

2018年，河钢塞钢全部经济指标创历史最好

水平。

立足集团整体优势，河钢从资金、原料、

市场3个方面为塞钢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累

计投入 1.58亿欧元进行设备升级改造，并协

调国内外金融机构组建银团提供低成本融资

2.9亿欧元。发挥集团全球原料采购优势，保

障塞钢多元化、低成本、稳定性的原料供应。

发挥集团全球市场网络优势，利用遍布 110

多个国家的4.4万个客户资源，让河钢塞钢由

一个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区域性企业，转变为

市场遍及西欧、东南欧、美国、土耳其等国家

和地区的全球性企业，企业效益明显提高。

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实现互利共赢，我们

始终坚持“三个本地化”。

在效益本地化上，企业收益主要用于技

术改造、规模提升和增加员工收入，促进企业

和员工共同发展。在用人本地化上，驻塞钢

的国内管理团队常年只保持 9 个人，其余

5000 多人全部为留用的原钢厂员工。在文

化本地化上，完全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及文化

习俗实施管理和经营，妥善保留原有体制和

管理模式，与当地员工和社会真正融为一体。

3 年来，河钢塞钢不仅员工时薪上涨近

10%，还为当地上下游企业2万多人带来了长

期稳定的收入，当地失业率由18%降至6%。

与此同时，河钢塞钢成功实现了从“走出

去”，到“走得稳”，再到“走得好”。目前，已成

为中国—中东欧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标

志性工程。能够用实际行动擦亮“世界的河

钢”品牌，能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建功立业，

我和我的团队深感荣幸，也十分自豪。

（作者系河钢塞钢执行董事）

图① 1960 年，负责

内蒙古包钢一号大平炉开

炉生产的炼钢工人在观察

炉温上升情况。

崔晓华摄

图② 2019 年 6 月 4

日，内蒙古包头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转炉总

工长刘铭在转炉炼钢现场

用对讲机指挥操作。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图③ 上世纪 50 年

代，鞍钢大型厂生产重轨

的场景。

（资料照片）

图④ 2019 年 7 月 5

日，工人在鞍钢集团鞍钢

股份大型厂百米重轨生产

线检查生产情况。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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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业界誉为“世界最清洁钢厂”的河钢唐钢厂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