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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钢材深加工研讨会会议在天津召开 

来源：中国金属学会钢材深加工分会     

2014年5月25－27日，“2014年全国钢材深加工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中国金属学会常

务副理事长王天义致开幕词，他用一系列翔实的数据对我国钢铁行业今年以来的形势作了

深入的剖析，并指出本次会议的主旨在于交流钢铁深加工的发展思路，探讨和总结经验和

技术。 

会议特邀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金属学会金属材料深度加工分会名誉主任委

员王一德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要充分认识发展钢材深加工的意义和重要性：其一，发

展钢材深加工是国内外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必然选择；其二，发展钢材深加工服务化转

型是钢铁企业转型的重要途径；其三，发展钢材深加工就是搭建连接钢铁企业与终端用户

之间的桥梁。王院士还提出了钢材深加工的一些思考：一是钢铁企业搞深加工从何入手，

要以钢为基，必须根据地区的特点和钢厂自身的技术条件，认真分析市场的需求来发展深

加工，否则会增加转型风险，容易导致失败；二是选准目标之后，要制定中长期的发展规

划，加大资金投入，加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立深加工的基地或者工业园区，这是一个

逐步成长发展的过程，一般要经过八到十年的持续努力，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三是

走特色化和专业化道路，坚持差异化发展的战略，避免同质化竞争；四是要加强产学研用

的合作，特别是应用技术研究，比如成型性、焊接性、表面处理等，要围绕产业链布局创

新链，要围绕创新链配置资金链，产业链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五是对深加工产业而

言，要不断推进从前端简单半成品、零件加工向后端复杂的部件发展，要加快升级改造整

合重组，组建国际化的大型企业集团，并促进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 

天津市金属学会理事长、天津渤海钢铁集团副总经理曾小平代表举办地的行业学会，

对全国各地钢铁企业和深加工企业的与会代表表达了热情友好的欢迎。 

本次会议共安排了10个特邀报告，对我国钢材深加工产业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深入分

析和探讨，为行业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金属学会金属材料深度加工分会主任委员、北京科技大学高效轧制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唐荻作了题为“冶金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战略思考”的报告。在报告中，首先分析

了冶金产业服务化转型的战略意义，并指出了转型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冶金产业的

服务型生产，即从根本上实现“以生产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另一个是冶

金产业的生产性服务，即从简单的原材料供应商向组织生产、质量保证、技术服务到材料

加工、零部件制造、物流配送等方面的全方位服务商转变。报告中还介绍了国外先进钢铁

企业如蒂森克虏伯、巴登钢厂、新日铁等在产业转型发展方面的许多成功案例，对我国钢

企服务化转型发展的一些企业，如宝钢、邢钢、沙钢、武钢、首钢和太钢等的转型模式进

行了总结。报告最后为钢企发展深加工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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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属学会轧钢分会秘书长陈其安作了题为“先进深加工”的报告。报告从三个层

面解释了先进深加工产生的驱动因素，提出先进深加工产业具备绿色循环低碳钢铁产业、

先进制造业系统与集成和自身界面产业这三个特征，向深加工产业的转型发展更加强调全

局、融合与创新的特点。深加工的界面特点功能从相对单一过渡到十分复杂、多样化的衔

接，需要推进“全产业链”技术的升级换代，同时自身构成“双向扩展”的技术链。在以

“最终（金属）用品”为导向的转型发展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主动参与终端用品

的协同设计，二是持续调整经营理念与模式，适应终端产品多样化的大趋势。报告最后指

出：“在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指导下向先进深加工产业迈进，钢铁企业任重而道远。”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院长毛海波作的“我国线材深加工产业升级亟待解决的

技术问题探讨”报告，首先分析了我国线材制品行业的现状，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金属

制品行业快速发展，产品已经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需要，企业规模增大且技术水

平显著提高，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线材制品生产和出口国，但是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

技术装备发展不平衡、环保压力日益突出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解决相关问题，我

国科研人员正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攻关：一是研发和推广节能环保技术装备，二是提高设

备的自动化水平，三是开发产业升级的新技术。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清作了“钢铁深加工多元化发展的机制与体制探索”的报

告，主要是结合宝钢多年从事钢铁深加工的实践经验，从钢铁企业转型发展的机制和体制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三方面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构建符合深加工行业特质

的能力要素、产业化发展要聚焦明确的方向、注重培育与目标业务相匹配的能力，对钢铁

企业转型做深加工非常有借鉴意义。 

中国钢结构协会冷弯型钢分会理事长韩静涛作的“冷弯型钢与汽车工业应用”报告

中，首先简要介绍了冷弯型钢及其特点，然后重点介绍了冷弯型钢常用零件、国外高强钢

冷弯型钢应用及发展趋势，并举了多个典型冷弯型钢零件的生产实例。 

武钢江北公司总经理赵昌旭作的“强化创新驱动，促进转型升级”报告中，首先介绍

了武钢江北公司在遇到经营分散、设备陈旧、环境压力的发展瓶颈时，走出的搬迁重组、

发展产业型深加工、与钢铁主业协同创新的历程，并总结了转型升级的做法和启示，提出

了转型的方向和建议。 

鞍钢技术中心研究员郭金宇作的“鞍钢汽车用钢深加工及其技术进展”报告中，分析

了汽车用钢的发展方向，介绍了鞍钢汽车用钢产品，特别是用于汽车轻量化的高强汽车用

钢新产品开发的情况，以及鞍钢汽车用钢深加工技术的一些新进展。 

邢台钢铁公司翟进坡作的“邢钢产业链延伸的发展与实践”报告中，介绍了邢钢多年

来在精品线材及其深加工领域的发展与实践，并提出了邢钢延伸产业重点面向汽车、航空

航天、高铁、新能源等行业用高端线材制品的发展方向。 

北京科技大学零件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宝雨作的“零件轧制成形技术的最

新进展”报告中，对零件轧制成形技术进行了简要介绍，并重点介绍了楔横轧与斜轧成形

技术的进展情况，并对零件轧制成形技术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宁波赛乐福板材成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丁士超作的“机遇与挑战：介绍两种板材

成型新技术”报告中，针对高强钢辊弯成形过程中易于产生多余变形，导致产品精度及残

余应力过高的问题，提出了两种新的成型方法——百足成型与链模成型，并进行了相关分

析和产品展示。 

报告结束后，会议举行了钢材深加工论坛，主题为“钢铁企业结构调整的选择”，由

中国金属学会金属材料深度加工分会主任委员唐荻担任主持人，分别邀请了宝钢金属有限

公司总经理曹清、武钢江北公司总经理赵昌旭、泰安科诺型钢股份有限公司主任赵勇、咸

阳宝石钢管钢绳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支宇堃、江西新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来安等

五位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企业代表作为嘉宾。论坛上与会代表结合当前形势，与嘉宾对钢铁

企业升级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交流探讨。概括代表的提问与嘉宾的回答，大家的

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找准市场定位。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实力较强的钢厂已经具备较完善的加工配送能

力和战略布局，局部地区加工能力过剩，而其他企业的新建项目在投产初期将会面临更为

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企业在确定新建项目前应做好充分的调研和论证，根据自身产品

特点找准市场定位，否则难以生存和发展。 

2、不能为了延伸而延伸。简单的产业链延伸每个企业都能做，这样很容易回到重复建

设、同质化竞争的局面，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所以企业选择做深加工应不仅仅满足于简

单的延伸，而要做精、做专，实现不可复制性才是企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核心竞争力。 

3、随着深加工的不断发展，技术链应随着产业链同步延伸，推进材料企业与用户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