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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降低原燃料的采购成本，济钢构建了进厂原燃料质量管理模式。建立进厂原料质量成本管理制度、流程管理制

度、质量效能管理制度、持续改进机制，完善三级抽查管理制度，职工检验准确率明显提高，原燃料质量损失得到有效追溯，

铁前系统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改善，产品成本损失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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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煤炭、铁矿等大宗原燃料价格的不断攀

升，原料成本在钢铁产品成本中占的比重进一步增

大，许多钢铁企业高达70%。进一步提高进厂原燃

料质量管理水平，降低原燃料质量成本损失，成为

冶金企业在严峻市场形势下实现降本增效的一项

重要措施。济钢通过建立制度健全、职责到位、流

程严谨、运作规范、廉洁高效的质量管理模式，降低

了原燃料的采购成本，避免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1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员质量管理意识

钢铁企业长期以来对进厂原料质量管理思想

相对放松，意识相对淡薄，随着钢铁市场形势的不

断恶化，原燃料采购成本在企业生产成本、产品质

量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转变广大员工传统

观念、树立全新的进厂原料质量管理理念，成为企

业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开展“进厂原料质量

成本管理知识培训”、“质量成本研讨会”、“进厂原

料质量效益分析会”等多种活动，广泛宣传“质量是

企业的生命，成本是企业的生命”、“质量管理的目

标是要实现降本增效”等观念，推进原燃料质量管

理精准、高效运行。

在企业助廉制度的基础上，以贯彻落实《建立

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实施纲要》为主线，综合运用各种廉政宣教形式和

手段，进行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利用内部报刊、杂

志、网络等媒体，开展案例剖析和廉洁从业、爱岗敬

业讨论，倡导和创建廉洁守法、廉洁奉公的廉政氛

围，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

构筑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2 构建先进的原燃料质量管理模式

2.1 建立进厂原料质量成本管理制度

在组织机构上，成立由公司领导任组长、各部

门一把手主责的进厂原料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各单

位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本单位进厂原料成本

管理的组织、实施、检查、推进等工作；在管理制度

上，颁布和完善《进厂原燃料质量成本管理制度》，

确定进厂原燃料质量成本管理方法和模式，以及各

单位、各职能部门的责任和任务。明确进厂原燃料

质量成本核算的目的、内容、工序点、工艺路线及时

间与质量要求，提出核算分析方法，为考核和控制

提供依据；在责任体系落实上，完善《进厂材料质量

检验和验证管理办法》、《进厂大宗原燃料检验工作

管理办法》和《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等相应的制

度和文件，明确从公司领导层到各部门、各分厂的

业务分工与职责。

2.2 完善三级抽查管理制度

一是制定《三级抽查制度》，对进厂原燃料实行

公司、部、车间三级抽查制度，通过多部门联合取

样、对留存大样和小样抽查以及化验室之间数据比

对等检查方式，保证规程制度的严格执行，遏制部

分供应商的不法行为。二是加强样品管理，增强检

验的可追溯性。开发应用电子防范系统，将过去明

码标识传递样品改为电子二维条码，实现进厂物资

样品传递、检验、存贮的电子化、密码化；在样品运

输环节增加样品押运人员；留存样品多方交接实施

双锁制度，单人无法开锁调用样品；样品交接执行

严格的签字程序。三是对关键岗位质量检验实施

远程视频监控，实现24 h实时录像监控，监督检查

取样流程的规范性，杜绝外部人为因素对取样工作

的干扰。

2.3 建立流程管理制度

制订《原料、燃料及冶金辅料管理程序》及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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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three-level selective examination rule, the worker’s inspection accuracy is improved obviously. The

raw fuel quality loss got effective retrospect. The main economic indexes before the ironmaking system are obviously improved and

the product cost is reduc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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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图。从所有原燃料采购合同签订、物流进

厂、计量验收、库存管理到异议处理等环节均进行

了规范，对职责分工、部门接口及管理薄弱环节给

予重点关注，对合同评审、远程监控、落地检验、用

户评价及绩效考核等管理规定进行补充、完善，以

此作为原燃料进厂管理的程序性文件，并以此为基

础，整合、修订、完善有关作业文件，最终形成一套

逻辑更为合理、层次更加分明、职责更加清晰、操作

更加科学的进厂采购流程管理制度。

2.4 建立质量效能管理制度

由济钢纪委监察室牵头，积极有效地开展进厂

原燃料质量专项效能监察，致力形成有效的监督机

制和监督网络，督促履行质量管理职责，提高检测

工作质量：一是加强原燃料实物质量和检测工作质

量的监督抽查。建立和制定进厂原燃料检验监督

管理制度，采取不定时或有针对性地进行现场综合

检查和实物抽查，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对发现的问

题查找原因、督促整改。二是加强质量管理制度执

行的检查。对与原燃料采购供应和质量管理相关

的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发现和纠正执行制

度中的问题与错误，落实企业对相关部门的质量考

核。三是开展内部问卷调查。在质量管理部门、原

料使用单位对原料质量进行测评、总结和反馈，形

成上下联动、多部门齐抓共管、全员积极参与的进

厂物资质量管理局面。

2.5 建立持续改进机制

通过使用国际先进的ARSI建模工具，对原燃料

管理流程进行深度梳理、系统整合。借助外脑搭建

信息化平台，推进流程信息化、可视化管理，对流程

关键节点进行重点监控、定期分析，及时发现问题，

严格绩效考核，使流程管理得到持续改进。同时，

成立由济钢纪委、生产部、计量处、公安处、科技质

量部等部门原料管理方面的业务骨干组成的原燃

料质量管理稽查大队，对门卫履职、远程计量、质量

检验、验收监卸等关键控制点进行不定期巡查、暗

访，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逐项整理、分类汇总，直接

上报公司领导，使查出的问题得到及时、妥善解决，

使质量管理模式实现动态优化。

3 管理模式实践应用效果

1）职工质量意识明显改善，检验准确率明显提

高。通过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在原料质量管理中的

应用，广大职工工作更加认真，行为更加规范，质量

管理意识得到进一步改善，整体质量管理水平得到

明显提高。同时，进厂物资检验速度进一步加快，

检验及时率大幅度提高，及时率由2010年的96.3%

提高到2011年的98.8%。

2）原燃料质量损失得到有效追溯，采购成本大

大降低。2011年检验进厂物资3万多批次，检验准

确率达到100%，错判漏检率为0。通过检验结果与

合同指标对比，对矿务局、长协矿等战略合作伙伴

产生的质量损失进行谈判追溯，对进厂检验数据结

算的供应商按照合同条款以及《进厂原燃料质量异

议管理办法》直接进行扣款结算。

3）铁前系统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改善。通

过实施进厂原燃料管理，全面提升了成本控制管理

水平，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高炉利用系数由2010年

的2.286 t/（m3·d）提高到2011年的2.469 t/（m3·d），折

算综合焦比由2010年的509 kg/t降低到2011年的

498 kg/t，喷煤比由2010年的151 kg/t提高到2011年

的 157 kg/t，入炉品位由 56.77%提高到 2011 年的

57.10%。

4）主要产品成本损失大幅度降低，系统效益显

著。在炼铁系统稳定顺行，铁水质量稳步提高，以

及合金、耐火材料等炼钢辅料的质量保障下，微量

有害元素得到有效控制，钢水质量能够按照设计预

期保证，轧钢系统质量改判损失大幅降低。2011年

质量改判损失比2010年减少775.02万元，降低率

27.55%。2011年各主体单位产品质量比2010年有

明显提高，其中：中板产品质量改判率0.51%，比

2010 年降低 0.18%，；中厚板产品质量改判率

2.76%，比2010年降低0.04%；热轧产品质量改判率

2.95%，比 2010 年降低 3.29%；小型产品改判率

0.85%，比2010年降低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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