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最大B型LNG燃料舱用上“河钢造”

近日，中国船舶大连造船装备公司建造的

单舱世界最大 13000立方米B型LNG燃料舱

完工交付。在该项目建设中，河钢集团舞钢公

司5000余吨高端宽厚板用于燃料舱制造。单

舱世界最大13000立方米B型LNG燃料舱，是

大连造船为地中海航运建造的LNG双燃料动

力16000TEU集装箱船核心设备，每船配套一

个独立B型舱，此次交付的是该系列船B型舱

的首舱。

黑龙江建龙一技改项目
降低能耗成效显著

近日，黑龙江建龙能源中心“喷煤氮气分

质供应技改项目”完成施工并一次试车成功投

运。该项目总投资 14.12万元，通过设备改造

实现了氮气分质供应，彻底解决了黑龙江建龙

低压氮气缺口一直由中压氮气减压补给的高

能耗现状，制氧系统可节约电量 588.816kwh/
时，全年预计可创效270余万元。

河钢-中国银行绿色转型金融联盟成立

日前，河钢-中国银行绿色转型金融联盟

成立。绿色转型金融联盟由河钢和中国银行

共同倡议成立，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中节

能衡准科技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参与，将

以各方的探索实践为基础，在河北省范围内统

一转型金融评价体系、开发转型金融产品、丰富

转型金融服务场景和模式，实现钢铁行业绿色

转型金融领域的银企互惠，通过助力“绿色河

钢”建设，带动河北省逐步建立起绿色转型金融

支持钢铁行业绿色转型的良性生态圈。

包钢股份成功研发耐低温管线钢
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应用

近日，包钢股份成功研发耐低温管线钢并

实现批量化生产应用，为进一步开拓严寒地区

管线钢市场奠定坚实基础，也进一步丰富了包

钢管线钢产品种类，推动了包钢股份管线钢用

钢领域生产技术再上新台阶。下一步，包钢股

份将持续跟踪产品应用情况，及时提供全方位

技术支持，同时固化生产工艺，增强包钢管线

钢市场竞争优势。

本钢北营公司首次实现硅钢大批量生产

日前，本钢北营公司 1780 生产线连续轧

制24卷共计600余吨硅钢，首次实现了硅钢产

品的大批量生产，标志着北营公司高附加值产

品生产迈上了新台阶。据了解，北营公司此次

轧制的硅钢产品多项质量指标较好，电磁性能

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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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钢铁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行业共识，转型亮点和成果
也不断涌现，然而不同企业之间水平差异较大，转型路径尚未形
成统一的方向，总体水平仍有提升空间。业内人士认为，钢铁行
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行业各方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
互相交流，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数字化转型道路。

钢铁行业多方合力探路数字化转型

新材料新技术

■据不锈钢及特种合金联盟 近期，多家钢企

对2023年度业绩进行说明，在国内投资增速放缓，

需求与预期延续弱势的背景下，钢企围绕先进钢铁

材料和出口销量等方面深耕细作，不断强化核心竞

争力、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稳健、可持续的发展。

南钢股份 2023年出口钢材同比增长 85%：

南钢股份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725.43亿元，同比

增长 2.65%，归母净利润 21.25 亿元，同比下降

1.67%，经营业绩稳健。

2023年，公司钢材销量 1032.64万吨，同比增

长5.91%。2023年，南钢股份抢抓海外市场，持续

扩大高附加值品种出口数量、出口品种及重点高

端客户再延伸，出口接单 125万吨，出口量 120万

吨，双创历史记录；出口钢材同比增长 85%，好于

我国钢材出口水平。

中信特钢2023年出口销量238万吨：2023年

中信特钢实现营业收入 1140.19 亿元，同比增长

15.94%。公司2024年主要生产经营目标为：销售

总量1920万吨，其中出口280万吨。

中信特钢加大能源用钢、汽车用钢的市场开

发，2023 年完成总销量 1889 万吨，同比增长

24.4%，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销量达到 238 万

吨，出口占比12.6%，同比增长50.1%，且出口产品

毛利高于内贸产品。成立了能源用钢公司，2023

年能源用钢同比增长 56%（追溯剔除天津钢管销

量数据，同比仍然增长 19%）；汽车用钢销量同比

增长20%。“两高一特”销量同比增长37%。

鞍钢股份未来力争出口占比7%-10%左右：

鞍钢股份 2023 年全年铁、钢、材产量分别完成

2545.64万吨、2662.74万吨、2460.05万吨，与上年

同比分别减少 2.97%、增加 0.15%、减少 1.93%，销

售钢材 2485.49 万吨，与上年同比减少 3.72%，实

现钢材产销率101.03%。

2023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28.52亿元，占营业

收入比例为2.51%。公司为适应未来的国际化发展，

一是依托鲅鱼圈沿海基地，打造公司出海口布局，不

断提升出海能力建设；二是持续加强出口渠道建设，

深化海外业务布局，提升海外销量规模，未来力争出

口占比7%-10%左右。三是强化国际化经营理念，思

考海外加工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抚顺特钢不锈钢收入同比增长9.83%：2023
年，抚顺特钢实现营业总收入 85.75亿元，同比增

长 9.72%；归母净利润 3.62亿元，同比增长 8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0亿元，同比

增长308.75%。

2023 年全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 3.57 亿

元，同比下降 6.77%；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4.16%，相比上年同期下降0.74个百分点。

出口钢材同比最高增85%

多家钢企对2023年度业绩进行说明

钢铁行业

■据信息资源网 JFE 制钢

株式会社和日立株式会社近日宣

布，双方已开始向日本和海外的

钢铁公司提供结合 JFE制钢的咨

询方案和日立的自动冷轧平整度

控制系统的解决方案（以下简称

“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结合

了日立的系统，该系统使用人工

智能（AI）自动控制轧机的钢板压

平过程，以及 JFE 钢铁的咨询计

划（关于系统引入和优化运营），

这是一项利用其高级运营专业知

识以满足客户需求的服务。

JFE集团一直致力于提高生

产效率和产量，并通过 DX 驱动

的新技术引进来大幅提高劳动生

产率。此外，集团还通过钢铁厂

的运营和管理，为从事制造业务

的广大客户提供生产高附加值产

品的方法，以及解决设施维护和

环境负荷降低相关问题的技术、

运营和研究专业知识，从而推进

解决方案业务。

日立作为一家制造公司，利

用多年来发展起来的产品、OT

（运营技术）和 IT，以及通过为制

造业广泛领域和领域的客户所

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

钢铁业务领域，一直在全球范围

内推广工厂的设施、工艺线、控

制系统和其他设备作为一个综

合系统。

日立在 2017 年开发了一种

自动执行高质量形状控制的技

术，该技术的特点是 AI 学习高

技能操作员的操作数据与钢板

形状数据之间的关系，使这种学

习的结果能够反映在控制系统

的输出中。JFE钢铁于 2021年在

其生产线上引入了该系统。该

系统的应用也取得很大的成就，

例如通过自动化提高了产品产

量、提高了利用率和减少了操作

员的工作量。

基于这些成果，JFE 制钢和

日立开始提供结合两家公司优势

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客户在冷轧

制造中面临的问题。两家公司将

共同考虑配置，并对最适合客户

安装的系统进行调整。

针对冷轧制造中的问题：
JFE钢铁与日立联合提供解决方案

■据世界金属导报 日前，

“氢基竖炉—近零碳排电弧炉”新

型短流程项目在河钢集团张宣科

技正式启动实施。

项目是继 2022年 12月 16日

河钢 120 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

一期全线贯通、2023 年 5 月实现

安全顺利连续生产绿色 DRI 产

品以来，钢铁工业由传统“碳冶

金”向新型“氢冶金”转变的又一

重要里程碑。低碳冶金技术是

推动钢铁绿色转型的制高点，决

定 了 未 来 世 界 钢 铁 的 竞 争 走

势。河钢依托新建氢基直接还

原铁—电弧炉流程产线，积极布

局绿色新技术和新要素的优化

组合，加快打造以“氢冶金+电弧

炉”炼钢工艺流程为核心的绿色

新质生产力。

项目作为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确定的世界前沿八大低碳共

性技术方向之一，由河钢联合北

京科技大学，以冶炼过程碳近

零、能量来源碳近零、原料生产

碳近零为指导，聚焦氢基直接还

原铁高品质低碳制备、电弧炉炼

钢绿电高效供能、电弧炉配加直

接还原铁冶炼等核心技术，系统

开展氢基竖炉—近零碳排放电

弧炉炼钢关键技术研发和工程

应用研究，最终实现粗钢近零碳

排放目标，助力绿色高品质钢铁

材料的研发推广。项目的实施，

既是河钢“6+2”低碳技术路线图

的具体实践，也是丰富和完善低

碳技术体系的重要契机，将有力

支撑河钢“6+6+5”低碳排放产品

发展规划的落地。

“碳冶金”向“氢冶金”转变：
河钢氢基竖炉项目启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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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天地

今日关注

国际钢铁

■据世界金属导报 数据显

示，2024 年 2月份美国共进口钢材

246.7 万短吨，与 2024 年 1 月份的

终值相比下滑 3.2%，尽管 2月份半

成品钢材进口环比增加，但多数

成品钢材进口量环比下降。2 月

份美国半成品钢材进口量环比增

长 15.1%至 72.5 万短吨。2 月份成

品钢材进口量环比减少 9.2%至

174.1 万短吨。在主要产品类别

中，美国 2 月螺纹钢进口量环比增

幅最大，从 1 月份的 4.5 万短吨激

增 155.3%至 11.4 万短吨，原因是

来自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进口产

品增多。2 月份美国进口的成品

钢材市场份额估计为 21%。

2024年 1-2月份，美国钢材进

口量同比增长 2.4%至 501.7 万短

吨。其中，成品钢材进口量为365.7
万短吨，同比下滑 2.5%，各品种的

进口量环比有增有减。2024年1-2
月份美国进口的成品钢材市场份

额估计为22%。

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是美国

1-2月份钢材进口的主要来源国，

进口量分别为116.4万短吨、97.4万

短吨和 72.4万短吨，同比分别增长

3.0%、30.3%和下降 13.6%。此外，

1-2月份美国从韩国进口钢材 38.1
万短吨，同比增长 4.8%；从日本进

口 钢 材 18.9 万 短 吨 ，同 比 下 滑

0.5%；从德国进口钢材14.2万短吨，

同比下降 20.5%；从中国进口 6.3万

短吨，同比显著下降48.9%。

美国2月进口钢材环比下滑

■据经济日报 日前，乘联会

发布数据显示，3 月乘用车市场零

售168.7万辆，同比增长6%，环比增

长 52.8%；1-3 月累计零售 482.9 万

辆，同比增长 13.1%。相关人士表

示，一季度车市零售基本实现预期

的“开门红”走势，3月销量同比、环

比均高增长的重要原因是春节后消

费恢复，不过受“价格战”影响，随之

形成明显消费观望现象。

3月，我国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

车市场和出口市场获得明显增量，

头部传统车企转型升级积极推进，

比亚迪、奇瑞汽车、吉利汽车、长安汽

车等传统车企品牌份额提升明显。

乘联会数据显示，3月，我国自主

品牌零售93万辆，同比增长19%，环

比增长51%。当月自主品牌国内零售

份额为54.8%，同比增长6个百分点。

出口方面，今年总体汽车出口

延续去年年末强势增长态势。3月

乘用车出口 40.6 万辆，同比增长

39%，环比增长 36%，创出月度出口

量历史新高；1-3月累计出口 106.3
万辆，同比增长36%。

今年以来，车市“价格战”愈演

愈烈，车企密集宣布降价。专家表

示，车市降价频繁，对利润有较大影

响。目前，车市已进入相对激烈的

竞争阶段，今年 1月至 2月，汽车行

业利润率降 4.3%。行业利润率下

滑压力大，处于历史低位水平。

4 月以来，新能源汽车品牌密

集推出新一轮降价和促销活动，汽

车市场竞争白热化将持续。4 月 1
日起，问界新 M7 部分车型推出限

时优惠。同日，小鹏汽车宣布，2024
款小鹏G9限时优惠 2万元，优惠后

起售价为 24.39万元。蔚来汽车则

推出最高 10 亿元油车置换补贴。

专家表示，行业应保持良性、合理竞

争，尤其应以高品质、技术创新突破

为竞争点，实现规模效应带来的成

本下降。

一季度车市零售实现“开门红”

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正当其时

数字技术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数字技术只有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才会彰显出价值创造力。作为传统产业

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之一，钢铁行业加快数字化

转型也已成为行业共识。

专家认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正当其时，一

方面，钢铁工业为大型复杂流程工业，全流程工序

均为“黑箱”，产品质量、效率、成本、稳定性和一致

性难题长期存在，因此钢铁行业可以提供应用数

字技术、数字化转型的最佳场景；另一方面，钢铁

工业发达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和研发设施，可以提

供大量数据，海量数据中蕴含着企业生产过程中

的全部规律，它们是数字技术所需要的宝贵资源

和关键要素。

“我国钢铁行业建成了完备的信息网络基础

设施，积累了海量的工业数据，拥有丰富的工业应

用场景，为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业内人士指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数字技术推动下，钢铁行业生产方式、商业模式

和管理手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数字技术与钢铁

制造深度融合已经成为降本、提质、增效的有效抓

手，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发

展和竞争格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

成为钢铁行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行业制

高点的关键路径。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的数字

化转型不断深入，正从初级的建设MES、ERP等系

统和设备，向产品创新、生产技术创新、产业模式

创新和制造系统集成创新四个层面推进。如何实

现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关系到我国高质量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新质生产力的转移。

成效与挑战并存

随着钢铁生产线逐渐集中，自动化信息化水

平持续提高，工业互联 5G技术普遍应用，机器人

在生产线广泛使用，相关设备设施互联互通、数字

化运营，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走在了我国工业领

域的前列。

《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评估报告（2023）》显

示，参评企业在数智化改造的投资有所增加，平均

吨钢 38.5元，较上一年提升 23.9%；工业机器人应

用愈发普遍，机器人应用密度达54台／万人，较上

一年提升50%；大数据模型成为应用热点，79.6%的

企业对大数据模型进行了试点应用，18.4%的企业

已开展局部AI应用；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实现智

能化生产过程管控和智慧化企业运营管理的企业

达79.6%和57.1%，较上一年分别提高7.3个百分点

和 1.8个百分点；500万吨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

了管控衔接、产销一体和业财无缝。

“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

正在稳步推进，出现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宝武、河

钢、首钢等央国企，建龙、晋钢等民营钢铁企业，获

评工信部试点示范项目，覆盖智能工厂、智能装

备、智慧运营、智慧物流等多个典型应用场景，为

全行业企业推进智能制造提供了丰富的范本。”专

家指出。

河钢集团围绕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实施

了产线智能化专项提升三年行动，打造“点线面体

圈”一体化融合的智能化体系，先后在自动化炼

钢、全生命周期设备管理、全流程质量管控、表面

智能检测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自主解决方案，

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入选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

网平台，唐钢、邯钢、石钢等四家公司成为国家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石钢公司入选国家首批数字领

航企业。

专家认为，钢铁企业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与应用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制造与服务全周

期管控方面实现了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提升，大

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行业的新趋

势。然而，由于产品结构和运营模式等差异因素，

总体水平仍有提升空间。例如在大数据及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方面，不少企业已开始部分场景的AI
应用，但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与实际需求的匹配

度存在不足。

多方合力探路数字化转型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已

经成为共识，但是不同企业的投入还有很大差距，

转型路径也没有统一的方向，行业各方需要进一

步凝聚共识、互相交流，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的钢

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近日，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工程三年行动正

式启动，配套《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工程建设指

南》也对外发布。“我们计划到 2026年底，形成‘四

三二一’总体目标，即实现40个可低成本推广复制

的数字化转型典型场景，30个可借鉴可复制的数

字化车间，20个可复制的数字化工厂，5-10家支

撑行业实现数字化生态的引领企业。希望通过数

字化转型工程三年行动将行业优势力量聚集到统

一的平台，共商共建共赢，提高钢铁企业经济质量

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专家指出。

专家认为，钢铁行业要建设智能化综合性数

字信息基础设施，智改数转，推动数字换脑、模型

换代，建成生成式AI大模型，低成本、高效率、零风

险地实现数字化转型。他建议通过产学研深度融

合、联合组队等方式，推动装备、软件、网络等成组

连线创新突破，提出系统解决方案，开展技术交流

和推广工作，促进先进钢铁企业数字化推广应用；

营造良好生态，加快钢铁企业数字人才培训和关

键标准研制推广，建设数字化转型开源生态。

“未来 5年，全行业应建成 15-20条全流程一

体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生产线，完成钢铁产业数字

化转型标准与规范的制定。未来 10年，行业基本

完成数字化转型，建成钢铁行业管理控制优化大

模型，形成国家钢铁企业创新基础设施体系，实现

行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指出。

（内容来源于新华财经）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近日，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发布的《2023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下

称《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原煤产量为47.1亿

吨，同比增长3.4%，创历史新高，保障了能源安全

稳定供应。

在供应量层面，“十四五”以来，全国新增煤

炭产能 6 亿吨/年左右。全国原煤产量分别于

2021 年、2022 年跃上 41 亿吨、45 亿吨台阶，2023
年达到 47.1 亿吨，年均增长 4.5%；原煤占我国一

次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65%以上。

2023 年，我国煤炭进口量达到 4.74亿吨，比 2020
年增加 1.7 亿吨。在效益层面，全国规模以上煤

炭企业营业收入 3.5 万亿元，同比下降 13.1%；利

润总额为 7628.9亿元，同比下降 25.3%；应收账款

为 5037.8 亿元，同比下降 6.3%；资产负债率为

60.3%；前 5家、前 10家大型煤炭企业利润占大型

煤炭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 62%、81%，经

济效益进一步向资源条件好的企业集中。

《报告》显示，2023 年，煤炭生产开发布局持

续优化，东中西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其

中，原煤产量超亿吨的省（自治区）共有 7 个，比

2020 年减少 1 个；原煤产量 41.8 亿吨，占全国的

88.7%。晋陕蒙新四省（自治区）原煤产量 38.3亿

吨，占全国的 81.3%，比 2020年增加 7.78亿吨、提

高3个百分点。陕西、内蒙古、山西原煤产量分别

在 7亿吨、12亿吨、13亿吨的台阶上再创新高；新

疆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煤炭产量较2020年增

长近 2亿吨，“疆煤外运”突破 1亿吨，已经成为全

国煤炭供应的新增长极。

《报告》预计，2024年我国煤炭需求将保持适

度增长，同时，全国煤炭供应总量仍将保持增长

态势，煤炭市场供需将保持基本平衡态势。但也

要考虑到国际能源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煤炭供需

格局深刻变化，以及极端天气、突发性事件、新能

源发电出力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区域性、时

段性、品种性的煤炭供需错配情况。

我国煤炭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
相关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