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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志同道合、干事创业”高素质专业化

年轻干部队伍为目的的宝武首期战略预备班，自去年5月开班以来，

在宝武党校、管理研修院、集团人力资源部精心组织下，学员们聆听

大咖、管理专家授课，并进行实地参访活动，在研修中增长才干、开拓视野、学以致用，感到收获匪

浅。在学习中感悟、在修为中历练，本版推出学员们针对智慧制造的学习感悟和体会。

智慧制造作为制造强国战略实施的主攻方向，其本

质是实现制造流程智能化，是一种经济活动，是一种先进

的生产方式。宝武“一基五元”战略中以钢铁制造业为根

基，钢铁的智慧制造方式是趋势，更是必然。“四个一律”

要求的提出和实践，将智慧赋能炼钢，使理想变为现实，

提升产线效率效益，最终形成极致高效的生产力，助推宝

武成为全球钢铁及先进材料业引领者。

在宝武战略牵引下，2021年以来我带领团队将智慧

制造的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有机统一，努力成为智慧制

造的思考者和践行者。着力打造“基于数据驱动与机理

模型的全流程一键式智能炼钢平台”，极力构建以物质流

供需平衡、能量流效率优先、信息流共享对称的智慧制造

新态势，为低碳工艺、流程再造、组织变革、人事效率提升

打下坚实的基础。

顺势而为，启动传统炼钢制造转型升级

马钢长材事业部炼钢工序配置铁水倒罐站 1座、脱

硫站2座、3座120吨顶底复吹转炉（无副枪系统），以及3
座LF精炼炉和1座VD炉。炼钢作为钢铁制造流程的关

键环节，受信息流不畅、生产效率不高、3D作业点数众

多、自动化水平偏低等影响，成为安全环保、极致效率发

挥和成本控制道路上的制约因素。

聚焦传统炼钢过程中“卡脖子”难题，团队以项目化

运作方式积极应对，与宝信软件深度合作，依托工业互联

网平台，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应用于炼钢工序制造全流程，“数据驱动”与“机理模

型”双引擎动力加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实现了铁水倒

罐、预处理脱硫、转炉炼钢和LF炉精炼等多工序远程一

键化智能操控。

数智赋能，实现全流程一键式智能炼钢

倒罐数字化平台：通过鱼雷罐和铁包信息全程跟踪、

鱼雷罐倾动角度智能计算和自动倾翻、铁流大小动态监

控、铁包台车自动走行和铁包内液位识别控制，实现远程

一键自动倒罐出铁。消除3D作业岗位1个，每罐鱼雷罐

节约出铁时间2分钟，减少温降1.8摄氏度。

脱硫数字化平台：基于脱硫模型的建立，配合扒渣系统

的适应性改造，综合运用三维数字建模、视觉图像，雷达定

位、数据拟合等技术手段，信息流无障碍自动对接，实现铁

水预处理脱硫工序全过程自动化。消除3D作业岗位2个，

节约脱硫剂用量1.81千克/吨铁，降低扒损1.32千克/吨铁。

脱硫数字化平台一键式脱硫工艺流程控制

智慧炼钢数字化平台：转炉炼钢平台在静态模型计

算的基础上，增设QT投弹副枪、烟气分析、声纳化渣和火

焰分析等过程检测辅助手段，实时监控冶炼过程，为供

氧、加料动态调整提供依据，配合自动出钢模型应用，增

加出钢过程安全系数，减轻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过

程全自动操控水平。消除3D作业岗位3个，C+T双命中

率达到72.45%，钢铁料消耗降低4.11kg/吨钢。

LF炉精炼数字化平台：LF炉数字化平台是建立在对

LF炉精炼工艺和功能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自动

控制技术，采用先进的算法，开发出的一整套LF炉智能

控制系统。通过对各子模型关联性分析，建立以温度、成

分、炉渣特性三者统一的控制模型，实现精炼操作全程智

能控制。模型计算使得钢水成分控制更加精准，提高温

度和成分命中率的同时，优化了造渣制度，减少了合金用

量，实现吨钢降本1.65元，并消除3D作业岗位3个。

上下同效，助力马钢长材产线提质增效

马钢长材事业部是国内规格最全、品种覆盖范围最

广、研发实力最强的热轧H型钢生产基地。我们将依托

工业互联网平台，致力炼钢技术融合、打破组织边界、加

强工序协同，提高效率效益，提升本质安全。构建以“全

流程一键式智能炼钢平台”“基于数据耦合与智能装备系

统集成的高效连铸平台”和“全规格覆盖全流程追溯的远

程轧钢平台”三大核心，对制造体系和管理过程数据进行

深度挖掘和运用，实现制造方案和管理决策的优化与重

构，最终形成“长材工业大脑”。

近年来，马钢不断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一大批

智慧制造成果支撑制造能力极致效率的提升。敏锐的马

钢人正在用“智慧”书写高质量发展的“马钢答卷”，为打

造后劲十足大而强的新马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马钢长材事业部 邓南阳）

全流程一键式智能炼钢
助力马钢长材工业大脑建设

回顾欧冶云商及其他钢铁平台的发展，根据平台在

产业链介入的深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以观察和信息交换为主的“信息平台+撮合交易”；第二

阶段是以重塑规则和数字化为主的“商品平台+居间交

易”；第三阶段初现端倪，也许是以深度结合产业链上下

游为手段，以提升协同效率为价值主张的“链接两端+柔

性匹配”。

深度数字化是平台服务的基础

平台的高成长性来源于“多边网络效应”，早期难以

同时吸引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平台会采取自己做一

边的策略，“宝时达”平台最早的角色是在线钢材零售

商；“我的钢铁”等信息服务平台单边生产内容以满足消

费者。之后“找钢网”成立、“宝时达”加入三方业务，产

业互联网开始受到资本的关注，“信息平台+撮合交易”

的模式创造价值有限、增值服务难以嵌入、盈利能力差

等问题开始暴露。

率先完成“四流”整合的平台，承担了履约交付和资

金融通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第一阶段存在的价值

有限、盈利能力差等问题，但又带来了平台资金融通合

规性以及履约能力的风险管控问题，如何避免“既当运

动员又当裁判员”也成为产业互联网第二阶段发展必须

要解决的。

交易规模是对市场的调研和实践

显然仅数字化并不能为平台带来足够的空间，确保

履约交付除了发展物流建立“硬设施”，还需要标准、规

则作为“软设施”。欧冶云商依托强大的物流仓储合作

能力，创立“绿黄红灯”分级机制，对“我有货”精准定义

以保证交易及交付的顺利进行，随后也有众多钢铁平台

跟进模仿。类似牛肉用M1～M12精准定义“肥瘦相间”

一样，标准的普及能极大提高行业沟通效率。

平台参与大宗物资交易发挥资金融通的作用必不

可少，这里并不特指融资，而是包含银企直联、三方支付

等所有资金流服务。不同的业务模式设计会带来平台

价值的不同走向，尤其在市场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容易

迷失在营收大幅增长、利润稳定的假象中。欧冶云商采

用了银行直接融资模式，该模式下平台必须具备便捷的

信用评价体系和强大的贷后管理能力。授信如果依赖

传统的资产证明整个交易环节将无法完全在线上闭环，

平台的资金融通作用就缺乏粘性；贷后管理能力除受托

支付、还款释放授信外，更重要的是货物动态监管、按期

交付、违约处置等贸易流通环节管理。可以说实现了银

行直接参与的融资业务，就基本完成了产业互联网平台

第二阶段的全部内涵。

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建立规则和信用体系，一

定规模的平台深度交易既是对市场的“调研”也是对规

则效果的“实践”，期望以隔岸观火的方式建立行业规则

基本都是空谈。

第二阶段发展至今，几家平台在场所搭建方面初具

规模，建立了一定的统一行业规则和公开信用体系。但

客观来说，信息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有限，并未真正改变

产业链结构，反应在财务数据上就是利润率偏低。

上下皆有空间，单点击穿是合理策略

向下游看，大型终端的集采平台有另外一套玩法，

中小型终端“少量、分散、高频”更适合平台切入。与流

通环节其他玩家相比，假设平台规模和运营效率提升会

有 8%的毛利空间，这部分毛利会在平台参与方之间共

享。而不开票、不纳税、不雇员工的“夫妻店”能够节省

至少20%的费用，面对“蚂蚁”玩家在多年经营中与大玩

家合理分工形成的最经济价值传递网络，平台的“数字

化”和“规模化”优势难以抵消这20%的空间。服务终端

存在大量“隐性知识”，通过图纸计算原料种类及用量的

“物料清单”或“钢筋翻样”工作十分依赖高技能专业人

才，如果能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对这种有一定规则且依

赖大量经验和数据的工作，信息技术的替代效果是降维

的，单靠这一项孵化一个平台型的“翻样服务”公司也完

全有可能。

向上游看，“高端品种材”100%按合同生产被视为先

进模式，精准的另一面也带来了产销平衡、合同余材等

问题，产销平衡中钢厂与经销商之间的博弈是一门学

问，合同余材的“降级品”淘宝又是另外一门学问。做

“低端流通材”的钢厂多采用以产定销模式，生产的周期

性会导致终端需求的匹配响应困难，形成短期内的单一

SKU真空，往往依靠经销商的库存能力填补。如果平台

与钢厂的生产组织环节深度合作，利用信息和数据优势

协助钢厂“接合同至轧机启动前的最后一刻”、“提前生

产保证合同签订即可配齐”便能产生巨大价值，通过加

快信息匹配速度、缩短信息传递时间、大数据预测进行

弥补等手段，柔性衔接市场的个性化需求和追求效率的

刚性生产。

平台要发挥信息优势，需依赖统一的标准和规则

保证“车同轨”，将国标、企标与“市场标准”进行转换

梳理是一项长期的苦活累活。当真

正实现端端链接和标准商品后，将

BOM“翻译”到钢厂产成品信息并与

产线数据联动，便可以实现从终端

个性化到钢厂高效生产之间的柔性

匹配。目前欧冶云商与宝钢股份合

作开展的预测订单方面看到了链接

钢厂的雏形，也许优先沿着这个方

向继续单点发力真正解决难题是最

优策略。

高效的产业链需要智慧的平台，

平台的商业空间来源于解决多大的

行业问题。

（欧冶云商电商交易事业部 李韶飞）

从产业链角度看钢铁生态
智慧服务平台构建

——宝武首期战略预备班学员的学习感悟（二）

八一钢铁轧钢厂副厂长（主持工作）、党委副书记 唐 年:
八钢轧钢厂于2021年与中钢邢机达成战略合作，由中钢邢机组建团队进行专业化管理和运维，通过专业

化整合和专业化管理体系建设，为八钢各产线提供精品、绿色、智慧制造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了基于三跨融合

的生产准备间全生命周期智慧生态管理。

宝武重工规划运营部部长，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主持工作）高建红:
随着战略优化升级，宝武重工致力于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智慧服务价值创造者。从所学的课程来看，

在数字化革命、能源革命和低碳革命大背景下，传统制造行业必须实现颠覆式创新才能拥有未来市场，要从单

一产品销售转向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八一钢铁炼钢厂第一炼钢分厂厂长、党总支副书记 云茂帆:
参观马钢长材事业部时，炼钢厂的“六个一键”吸引了我，看到马钢已在收获智慧制造红利，我在反思，一

方面我们人员年龄偏大，另一方面推进智慧制造速度慢，而我们对智慧制造的需求本应比马钢还迫切。身边

已有榜样，接下来就要带领大家向马钢看齐。

太钢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 琛:
目前财务公司仍在向智慧化方向努力，希望发展智慧金融赋能宝武生态，同时争创一流智慧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很快，具有一定行业知名度，但模式较为单一，也存在业务结构不均衡，我们还

应继续迭代升级，积极参与共建高质量产业生态圈。

华宝投资欧冶金服高级副总裁 张婷婷:
供应链金融是“产融高度结合+互联网”的金融新业态，通过金融资源整合与ABCDE等新技术应用，提升

商业效率、改善用户体验、实现智慧服务。欧冶金服以金融科技为基础，为产业客户提供场景化金融服务，为

金融机构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探索构筑高质量产业金融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