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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铁 业 向 新 向 绿 转 型
——来自河北邯郸的调查

本报记者 王胜强 宋美倩

说起河北省邯郸市，钢铁是绕不开的话

题，铁矿石资源丰富，冶金历史悠久，“邯钢经

验”在全国推广，是全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

地。曾经的荣光难掩成长的烦恼。经过多年

发展，该市钢铁产业面临着产能过剩、创新不

足、利润走低、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传统路

径无以为继，创新驱动势在必行。

近年来，邯郸市陆续出台加快推进钢铁

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精品钢材产业发

展规划等文件，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品种结构优化和

质量提升为主线，以优化布局和兼并重组为

抓手，以打造绿色低碳钢铁为核心，大力延伸

产业链，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之路如何走？产业链条如何延？绿

色钢铁如何炼？经济日报记者走进邯郸，探

寻钢铁业转型之路。

创新为先

虽是寒冬时节，位于邯郸西部的河钢集

团邯钢公司车间内生产热度不减，巨大的轧

机稳定运行，一条条百米重轨呼啸而出。“这

批钢轨是公司专门为正在建设的沪苏湖高铁

生产的高速重轨。目前我们正加班加点生

产，确保按期供货。”邯钢大型轧钢厂技术室

主任焦建朋说。

作为全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之一，邯

郸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中也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粗放式发展带来的产能过剩、利润降低、

环境污染等弊端逐渐显现。

何以解困，惟有创新。近年来，邯钢坚持

自主创新，专注精品钢铁研发生产，建成投产

河北省首条、国内第 5 条重轨型钢生产线，开

发出低碳排放汽车用钢，具备年产超 1000 万

吨优质钢的生产能力。“邯钢紧抓产业结构调

整，汽车用钢实现‘整车造’，高速重轨生产走

在了全国前列。”邯钢技术中心汽车家电板研

发中心副主任于晓飞说。

不 仅 是 邯 钢 ，1992 年 建 厂 的 普 阳 钢 铁

公司是一家有着千万吨产能的民营钢铁企

业，在全面压减产能 30%的同时，每年投入

10 亿元以上，相当于营业收入 5%的资金用

于 技 术 创 新 ，先 后 建 成 国 家 级 博 士 后 创 新

实 践 基 地 、河 北 省 高 塑 韧 性 耐 磨 钢 板 技 术

创新中心和河北省高韧性风塔钢工程研究

中 心 ，多 项 产 品 荣 获 全 国 钢 铁 行 业“ 金 杯

奖”，产品出口日韩、欧美、东南亚等 7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位于邯郸武安市的河北龙凤山铸业有限

公司是高端铸造铁基新材料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相继研发生产出高纯生铁、超高纯生

铁、亚共晶生铁等产品，高纯铁主要技术指标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坚持科技创新，与

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 20 多家科研院所

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为产品研发升级提供

了技术支撑。”公司市场高质量发展部部长孙

学铭说。

切割、锻打、淬火⋯⋯在邯郸广平县经

济开发区的钢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10 多条自动化生产线依次排列，一

条条被炉火煅烧得通红的钢锭被切割成段、

锻打成球，最后淬火冷却形成一个个滚圆的

成品钢球。“公司研制的矿用球磨钢球是一

种研磨介质，广泛应用于矿山采选、水泥生

产、火力发电等粉磨行业。耐磨钢球看似简

单，其实科技含量很高。”公司董事长冯红喜

说，公司联合北京科技大学，采用高效锻轧

技术生产球磨钢球，让产品在研磨不同硬度

物体时的适应性更强。目前公司可年产球

磨钢球 30 万吨，是我国北方新型球磨钢球生

产基地。

创新是切入点，也是动力源。近年来，

邯 郸 市 推 动 钢 铁 业 创 新 发 展 ，鼓 励 钢 铁 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支持重点钢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支持企

业 发 展 高 品 质 特 殊 钢 、特 种 合 金 钢 、高 纯

铁、超纯铁等高端铁基新材料，鼓励钢铁企

业 联 合 科 研 院 所 、高 校 建 设 钢 铁 产 业 创 新

联盟。

在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的同时，邯郸还注

重 钢 铁 企 业 的 设 备 更 新 和 智 能 化 改 造 ，推

动数字产业与钢铁产业深度融合，推进 5G、

工 业 互 联 网 、人 工 智 能 等 技 术 在 钢 铁 行 业

应 用 。 支 持 企 业 实 施 技 术 改 造 示 范 项 目 ，

鼓励企业建设工业大数据集成平台和大数

据 中 心 ，提 升 数 字 管 理 水 平 和 智 能 制 造

水平。

数据显示，2023 年前三季度，邯郸钢铁行

业实现营业收入 2305.4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 48.9%。在国家统计

的 22 大类钢铁产品中，邯郸能够生产 20 类，

其中汽车用钢、家电用钢、重轨、球墨铸管、高

纯生铁等产品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延链为要

一个钢铁紧固件，小的仅有三五克，大的

不过几千克，这能消耗多少钢？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紧固件，邯郸永年区

的紧固件产业每年要消耗各类钢材原材料超

过千万吨，其中 70%由邯郸市的钢铁企业供

应。”面对记者的疑问，在钢后产业链条上深

耕多年的永年区紧固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赵现永给出答案。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共赢局面，紧固件

产业依托邯郸钢铁大市的优势，靠钢吃钢，既

降低物流成本，也稳定了原料供应链，而紧固

件产业的壮大也促进邯郸钢铁产业形成集聚

发展之势。”赵现永说。

永年区紧固件产业目前已成为河北省规

模最大的钢铁精深加工产业，共建成省级创

新平台 4 个，拥有 3.1 万余家经营主体，其中有

规上企业 200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2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54 家，带动从

业人员超 34 万人。2023 年，全产业共完成产

销量达 600 万吨，总产值 420 亿元。永年区紧

固件产业集群还被列入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名单。

在邯郸市，成形成势的钢后延链产业不

只紧固件一个。“发展以钢铁为基础的装备制

造产业，是推进产业链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的良方。我们依托钢铁产业核心优势，强化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通过链式集聚、

紧密配套，加快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打造

新的经济增长极。”邯郸市市长樊成华说。

邯郸鼓励支持钢铁企业整合上下游资

源，以多品种、精细化、高端化为方向，推进

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

附加值和竞争力。引导钢铁企业与汽车、家

电制造企业牵手，促进钢铁企业由生产商向

服务商转变。邯郸磁县和涉县的绿色钢构

建筑、武安市的球墨铸管、广平县的球磨钢

球、永年区的电力装备和抗震支架等都发展

成为耗钢（铁）数十万吨至上百万吨的接续

产业。

走进位于

邯 郸 市 经 开 区

的美的智能厨电生产车间，一卷卷家电专用

钢板堆满钣金备料区，一张张钢板经机器手

剪切、冲压后被加工成集成灶、热水器内胆

等。“美的智能厨电工业园是美的集团在邯郸

投资的第二个白色家电项目。美的集团选择

落户邯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钢铁资

源优势。”美的智能厨电工厂管理部部长李威

说，这些钢板全部从邯钢进料，就近采购保证

了供应链稳定。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

长冯书强介绍，截至 2022 年末，美的集成灶

和热水器年产能突破 250 万套，这些产品不

仅全部采用了“邯郸制造”的家电钢板，同时

还为邯郸打造千亿元级白色家电产业注入

了新动能。

近日，位于邯郸广平县经济开发区的河

北中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电动自

卸重型卡车陆续下线，该项目由山西大运集

团和河北中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合作建

设，主要生产厢式物流车、新能源牵引车、新

能源客车及氢能源重卡等，总投资 60 亿元。

“从 2023 年 3 月开工建设，到同年 5 月 1 日第

一辆渣土车下线，快速量产的实现离不开稳

定的钢铁原料供应和较低的物流成本。”公司

副总经理叶文民说，车厢、底盘、驾驶室等汽

车用钢全部来自邯钢，原料运输费用少，为企

业节约了大笔资金。

除了引进钢铁产业链项目，邯郸本土钢

铁企业也积极探索延钢之路。河北永洋特钢

集团是一家钢铁冶金企业，主要生产各类型

钢。过去型钢万能轧机装备长期依赖进口，

价格昂贵。“为了突破这一瓶颈，我们积极筹

谋将钢铁产业链条向装备产业链条延伸，开

展重轨生产线装备的国产化攻关。经过与多

家科研单位合作，2022 年 9 月，全部由国产模

式建成的万能轧机重轨自动化生产线正式投

产，年可轧制重轨 90 万吨。”公司轧钢工艺负

责人孙秉云说。

邯郸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高发

介绍，邯郸钢铁产业链的延伸形成了集聚效

应，白色家电、冶金装备、新能源装备、汽车及

农机具制造等产业体系正快速崛起。截至目

前，邯郸市装备制造业拥有规上工业企业 713

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12%以上，成为邯郸

市重要支柱型产业。

绿色为底

钢城煤都，污染严重，这曾是许多人印象

中的邯郸。“以前的邯郸，污染排放较严重，空

气质量长期居于全国城市后 10 位。”邯郸市发

改委钢铁处处长李晓涛说，邯郸市痛定思痛，

坚决落实钢铁产业结构的调整战略部署，坚

决去、主动调、加快转，走好钢铁

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冬日走在邯钢厂区，厂房及

道路整洁有序。近年来，邯钢坚

持 走 绿 色 发 展 之 路 ，主 动 淘 汰

1995 年以前建设的主体装备，目

前已实现“用矿不见矿、用煤不

见煤、运料不见料”，做到了清洁

生产全工序、二次能源全利用、

三废处理全回收，建成了总面积

约 1060 亩的“钢铁印记”主题花

园 ，成 为 河 北 省 工 业 旅 游 示 范

企业。

邯钢变绿是邯郸多措并举

推动整个钢铁产业绿色发展的

生动案例。

加快整合重组。邯郸通过

淘汰落后、兼并重组及城市钢厂

搬迁，大力化解过剩产能，实现

钢铁企业布局优化。截至 2022

年底，邯郸市炼铁炼钢产能分别

较 2012 年 下 降 31.9% 和 30.8% 。

企业总数由 2012 年的 35 家整合

为 目 前 的

9 家，实现了集约聚集发展。

提升装备水平。普阳钢铁、冀南钢铁、太

行钢铁等企业持续推进主体生产装备大型

化，新建高炉炉容均在 1200 立方米以上、转

炉容量 100 吨以上。“装备水平的提升带来

了工艺的进步和能耗的下降，新建、拟建

的产能置换项目建成投产后，所有炼铁、

炼钢装备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邯郸市

工信局原材料工业处处长赵峰说。

深化绿色改造。邯郸市积极推广烧

结 烟 气 循 环 、高 炉 煤 气 精 脱 硫 等 技 术 应

用，推动实施工业节能、节水改造以及资源

综合利用等项目，提升钢铁行业资源能源利

用效率和绿色化水平。“一企一策”推进钢铁

企业绿色化改造，推进新天铁热轧渣处理改

造及焦化脱硫制酸、华信特钢矿渣微粉综合

利用项目建设。实施清洁运输，大力推广新

能源汽车，加快推进行业运输“公转铁”“柴

转电”项目。

此外，邯郸还适度有序引导电炉炼钢发

展。对全废钢电炉炼钢项目执行差别化产能

置换、环保管理等政策。鼓励有条件的高炉

和转炉长流程企业就地改造转型，发展电炉

短流程炼钢。

由灰向绿的转型之路也并非坦途。“我们

在绿色转型的道路上遇到过诸多挫折。例如

在污染排放治理方面，最初从源头治理上尝

试煤气水解精脱硫，后因催化剂问题没有成

功。”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环保部部长李剑

春说，邯郸市生态环境局武安分局安排专业

人员主动上门，宣讲绿色发展创新理论，传递

关心关怀，提供技术指导。后来企业转变思

路，尝试末端治理减排，先后实施全厂废气收

集系统优化改造项目、全方位有组织治理升

级改造项目等。

目前，普阳钢铁粉状物料储存已全部实

现筒仓化，采取密闭罐车+气力的方式输送，

建设铁路专用线及工厂站用以解决长途运输

困难，购置近 300 辆电动运输车辆用以解决短

途运输能力不足的问题。先后建立无组织管

控治一体化平台、环保视频集中监控平台、清

洁运输监管平台等数字化管理平台。“目前各

生产装备、污染治理设施等运行的稳定性有

了显著提升，实现了环境减排与稳定生产的

双赢目标。”李剑春说。

河北太行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是邯郸首批

完成城市钢铁联合重组暨退城搬迁的钢铁企

业之一，2021 年从武安市市区搬迁到南洺河

工业园，是武安市有史以来一次性投资规模

最大的产业项目，钢焦项目总投资 238 亿元，

其中环保投资累计超 50 亿元。

“我们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

水平运行，自规划设计开始就按照超低排放

标 准 ，采 用 行 业 内 最 新 的 绿 色 环 保 治 理 技

术，紧抓源头减排、超净排放、精细化过程管

理。其中，清洁运输方面投资近 6 亿元完成

铁路专运线建设，2022 年新增采购电动载货

车 90 辆，配合火车运输实现 80%以上清洁运

输比例。”河北太行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姚菲说。

不仅如此，与该项目配套的焦电联产项

目主要建设智能型全能量回收焦炉，生产过

程中采用负压操作，解决了回收型炼焦存在

的荒煤气无组织逸散问题。烟气在炉内充分

燃烧，与传统焦化企业相比，不排放 VOC、苯

并芘、酚氰废水等污染物，从源头控制污染物

的产生和对地下水的污染。余热发电替代环

节产生的清洁能源用于钢铁生产工序，使太

行钢铁的自发电比例达到 95%以上。

经过多年治理，邯郸市钢铁产业能耗下

降 40%以上，污染排放下降 70%以上，全部钢

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邯郸市委书记李晋宇说：“我们要把绿色

低碳发展作为钢铁行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坚

持创新驱动、科技支撑，推动产业链条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持续增强产业核心

竞争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河北省邯郸市是全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随着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速度加

快，邯郸的钢铁产业面临着产能过剩压力大、产品竞争力不强、低碳发展水平待

提升等问题。如何摆脱“成长的阵痛”，让行业焕发全新活力？近年来，邯郸深化

钢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自主创新，大力延伸产业链，引导钢铁产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基础产业，是建设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支撑，是实现绿色低

碳发展的重要领域。近年来，

我国钢铁工业深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积极化解过剩产

能，产业结构更加合理，绿色发

展、智能制造取得积极进展。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对钢铁产业的规模结构、

品种质量、智能制造、低碳环保

等提出了全新要求。需要看

到，我国钢铁工业仍存在产能

过剩压力大、产业安全保障能

力不足、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有

待提升、产业集中度偏低等问

题。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

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区

和钢铁企业也在积极谋求转型

升级。

《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

到 2025 年，钢铁工业基本形成

布局结构合理、资源供应稳定、

技术装备先进、质量品牌突出、

智能化水平高、全球竞争力强、

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格局。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多措并

举，多方发力，发挥好企业和政

府的双重作用。要强化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营造产学研用一

体的协同创新生态，重点围绕

低碳冶金、洁净钢冶炼、薄带铸

轧、高效轧制、基于大数据的流

程管控、节能环保等关键共性

技术，以及先进电炉、特种冶

炼、高端检测等通用专用装备

和零部件，加大创新资源投入，

在市场竞争中培育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政府方面则应发挥引导引领作用，做好顶层设计，完

善实现路径。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法

律法规，持续做好去产能工作，健全防范产能过剩长效机

制，防止已化解的过剩产能复产。同时应优化产业布局，

推动延链补链强链，提升产业聚集度，协调建立健全关键

领域钢铁新材料上下游合作机制，搭建重点领域产业联

盟，培育龙头领军企业。加强标准技术体系建设，制定基

础通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培育发展一批先进适用的

高水平团体标准，满足市场和创新需求。

（作者系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党委委员、发展
研究处处长）

多方发力推动提质升级

史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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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河北新金钢

铁有限公司生态园。

陈亚洲摄

邯郸武安市

金鼎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型钢生产

线。曹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