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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讲，我国很多冶金装备技术在国际上不落后于人，尤其是一些重大冶金装备，我国已经走在
了世界前列。”北京科技大学校长、中国金属学会冶金设备分会理事长徐金梧在接受《中国冶金报》记
者采访时，对我国冶金装备技术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充满了自豪感。  

“十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装备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很多冶金装备正在进行快速“蝶变”，其
中一些装备已跻身于世界一流行列。据徐金梧介绍，目前，世界上最现代、最大的冶金装备几乎在我国
都可以见到，如5000m3以上的大高炉我国已有7座，其中5500m3以上的大高炉有3座；世界最宽的5500mm
中厚板轧机，我国建有数套；世界最宽的2250mm热轧宽带轧机，也在我国建成投产。  

“十一五”期间，我国冶金技术装备的自主集成能力大大增强，装备国产化率大幅提高。我国钢铁工业
经历了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集成与创新，目前已基本实现了焦化、烧结、炼铁、炼钢、连铸、轧
钢等各主要工序主体装备的国产化。其中，中小型冶金装备可全部实现国产化，大型冶金装备国产化率
可达到90%以上。据徐金梧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自主建设一个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千万吨级钢厂
的能力。特别是鞍钢鲅鱼圈、首钢京唐的自主集成、自主建造，标志着我国钢铁工业自主设计、制造、
工程建设和运用新技术水平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徐金梧还分工序详细介绍了我国冶金装备在自主集成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在冶炼设备方面，我
国已经可以自主集成所有高炉、转炉，基本上可以实现全国产化，当然有些数学模型还要引进。但在精
炼炉方面，我国还存在一定差距。比如目前我国RH炉主要还依靠引进，核心技术仍未掌握。不过可喜的
是，RH炉机械真空泵已在重钢新区试验成功。  

在热轧机组方面，2000mm以下的宽带钢生产机组和4000mm以下的中厚板生产机组，我国完全可以自主集
成，并全部实现国产化。据有关统计，我国目前共有热轧宽带钢生产机组72套，其中2000mm以上或接近2
000mm的轧机5套~6套，基本上都从国外引进。我国3000mm以下的中厚板轧机有31套，其中24套国产；350
0mm轧机共15套，其中9套国产；3800mm轧机有7套，其中2套国产；4300mm轧机有10套，其中3套国产。  

在冷轧机组方面，宝钢梅钢1420mm酸洗冷连轧机组的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酸洗冷连轧技术装备自主集
成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该机组完全由我国自己设计制造、自主集成，且数学模型都实现了自主研发，
国产化率达到了100%。  

此外，徐金梧还认为，以下工作的不断开展，为今后冶金装备技术的进一步国产化和自主集成夯实了基
础。一是钢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已日益明确，比如宝钢梅钢酸洗冷轧机组的集成就充分体现了企
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二是钢铁企业培养了一批懂工艺、懂装备和懂设计的人才，能够对工艺装备及生
产过程的关键环节、关键装备、关键技术参数提出要求。这些人才不仅在装备技术自主集成和自主创新



的时候需要，而且在引进装备技术时的国际商务谈判中也很需要。此外，装备设计制造单位也培养了一
批既可以与国内外各专业领域专家打交道，又可以与钢铁企业一线生产技术人员打交道的总工程师。三
是产学研用体系逐渐形成。徐金梧强调，包括科研院所、大学在内的产学研用体系的建设，在冶金技术
装备国产化和自主创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大因素加快冶金装备国产化步伐  

徐金梧认为，我国冶金装备技术现代化、国产化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鞍钢通过
与前苏联合作，引进了他们许多技术装备。再加上解放前留下的一些生产装备，使得我们能够直接加工
制造一些国产化装备，如当时我们自主制造了大量平炉、中板轧机，甚至还试制出了热连轧机组。第二
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通过从日本等国家引进先进的装备技术，尤其是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对我国
装备技术的现代化尤其是带材轧钢装备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消化、吸收过程中，我们培养
了一批人才，也储备了一些技术。第三阶段则是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以后，以宝钢建设为标志，
我国开始了大规模引进先进冶金装备技术（主要是从德国、日本引进）。徐金梧指出，对我国冶金装备
技术现代化来说，宝钢项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冶金装备的现代化支撑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粗钢年产量已突破6亿吨，连续十几年保持世界
第一产钢大国的地位。客观分析我国冶金装备技术的现状，徐金梧认为有3个因素加快了我国冶金装备的
自主创新和国产化的步伐。  

第一，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装备，使我国冶金装备技术水平大大提升。目前已投产和在建的4000mm以上的
宽厚板轧机基本从国外引进，2000mm以上大型热带钢连轧机组75%左右从国外引进，冷连轧和热镀锌连退
机组也是从国外引进。大量引进的先进装备在增强钢铁生产能力和加快产品升级换代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第二，自主集成能力增强促进了冶金装备国产化。近几年，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大型
现代化冶金装备技术自主研发、自主集成的能力大大增强。目前，中冶集团的京诚、赛迪、南方以及重
机行业的设计院基本具备了现代钢铁企业的流程设计、工艺设计、装备设计能力；一重、二重、大连重
工、西重所、中信重工等一批重型机械制造企业具备了大型高炉、转炉、连铸机、宽厚板轧机、热冷带
钢连轧机组制造加工能力；科研院所和高校在数学模型、控制技术、新机型研制、控轧控冷技术等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中厚板轧机、热带钢连轧机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控制系统、带钢表面缺陷检测
技术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例如，1780mm以下热轧宽带生产机组的数学模型控制系统由北科大等开发出
来后，价格从以前的一套2000万美元~3000万美元下降到现在的一套2000万元~3000万元人民币，大大节
省了投资，从而使2000mm以下的宽带钢生产机组可以实现全部国产化。  

第三，政府引导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发布，政府
主导的大型冶金装备自主创新目标推动了我国冶金装备自主化的进程，尤其是政府对引进装备的适当限
制和鼓励自主集成的政策，促使生产企业与设计、制造单位联手，从而加速了大型冶金装备国产化的进
程。  

自主创新能力还须进一步增强  

在总结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冶金装备技术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徐金梧也指出了我国冶金装备技术发
展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是整体来看，我国钢铁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还参差不齐。我国既有5000m3以上的大型高炉，也有许多4
00m3~500m3的小高炉，其中1000m3以下的高炉近370座，占总产能的1/3。  

二是我国虽然引进了很多装备技术，但是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可能更多引进的是‘壳’，而最核心
的工艺和技术并不掌握。这些先进的装备技术要真正发挥功效，还须不断摸索。”徐金梧语重心长地强
调。  

三是前瞻性技术储备比较缺乏，如非高炉冶炼技术、高性能材料加工装备、无头轧制技术、控轧控冷技
术等。  



知道不足后，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徐金梧表示，当前，简单追求国产化率已没有多
大意义。在我国钢铁工业大规模扩张期过后，大家应该坐下来认真反思，好好整理一下未来的发展思
路，综合考虑我国冶金技术装备国产化和自主创新工作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如何从体制、机制、人
才上予以保障等，并达成一定共识。虽然我国冶金装备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有了长足进步，但一些关键
装备和核心技术仍然依赖国外。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自主发明创造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这与我
国世界钢铁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由于缺乏自主创新和自主集成的能力，一些大型现代化装备仍须
不断引进。我国要成为世界钢铁强国，不仅要提高工艺创新和高端产品自主研发能力，同时要增强装备
的自主研发和自主集成能力。  

为此，徐金梧针对“十二五”期间如何增强冶金装备自主创新和自主集成的能力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和发展规划建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对钢铁行业的发展
起到了主导作用。据悉，钢铁工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即将出台。徐金梧认为，加强政策和发展规划建
设很重要，因为很多装备技术应该从管理层面上做一些深层次的考量，比如哪些装备技术应该加大发展
力度，哪些设备须进一步淘汰，等等。  

二是加强产学研用联盟建设。我国冶金装备的自主集成体系尚不完善。企业所需要的是整套的生产装
备，由谁来集成整套装备以及如何将创新技术集成到整套装备中，已成为引进技术转化和自主创新技术
转化的“瓶颈”。目前我国的重复引进项目大多是由于国内缺乏自主集成体系所造成的。解决这个问题
须从如何形成自主集成体系上找到突破口。建立良性的产学研用联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但产学研用联
盟需要有一个好的运行机制来吸引企业、设计单位、制造单位、研发单位和高校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共
享共赢。  

参考国外成功的案例，由联盟成员（企业、大学和科研单位）共同就感兴趣的前沿技术提出研究内容和
技术路线，委托大学和研发单位作前期研究，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再决定是否进
行工业实验。一旦取得突破，根据前期投入的份额，实现成果分享。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成立独立的
工程公司进行技术集成和工程化。  

三是加强关键、共性、前沿技术平台建设。目前，一些冶金装备设计、制造企业忙于引进技术的复制，
没有精力、动力在一些关键、共性技术上投入力量作深层次的消化和吸收，也没有能力进行再创新，导
致我们仍要花大量的资金重复引进。  

一些科研单位由于体制改革问题，科研驱动力以商业利益为目标，对一些关键、共性、前沿技术的研发
出现了空位和缺位。高校则由于管理体制的改革，科研方向与行业的需求逐步脱离，零散的研究无法形
成对关键、共性、前沿技术的系统、深度研发。因此，应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重点支持一些有条件的
高校或科研院所建设行业公共创新平台，以整合多学科优势、确立研发目标、加强产学研用合作，争取
在一些行业关键、共性、前沿技术上取得突破。  

四是加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培养。对于人才培养，徐金梧认为，大学是最关键的培养基地，而钢
铁企业、科研单位、设计制造单位也同样在人才培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些单位、机构应通力合
作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冶金技术装备各领域的领军人才、创新人才和首席专家等。  

热议  

扩张期后创新空间有多大？  

徐金梧  

我国钢铁工业在大规模扩张期过后，我国装备自主创新和国产化仍大有可为。  

一是淘汰落后产能将促进冶金装备技术的更新升级。“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淘汰落后炼铁产能7500万
吨、落后炼钢产能4800万吨。今后，我国有1/3左右的落后产能要淘汰，比如现在要淘汰400m3及以下的
小高炉，估计迟早要淘汰1000m3及以下的高炉……  



二是工艺创新，特别是一些核心技术、关键装备我们还不掌握，这些应是今后自主创新的重点。为什么
我们一流的装备生产不出一流的产品？主要原因在于，一旦工艺路线确定以后，装备就是关键因素。其
实，每一台装备都有自己的秉性，且同一台装备在不同生产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特征也不一样，需要我们
很好地去总结、去创新：装备和工艺之间如何更好地衔接？产品质量控制如何与工艺参数、设备运行状
态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三是我国钢铁工业布局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宝钢湛江项目、武钢防城港项目等沿海钢铁生产基地将在
“十二五”正式动工兴建，还有一批城市型钢厂要搬迁……这些优化布局的项目将为我国冶金装备技术
国产化和自主创新提供很好的工程依托。  

四是节能环保设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据介绍，到“十二五”末，我国钢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要比2
010年下降10%，力争下降14%；吨钢综合能耗要从2010年的605千克标煤下降到580千克标煤；我国转炉负
能炼铁、高炉脱湿鼓风、烧结余热发电、煤调湿技术在钢铁行业的应用比例要分别达到65%、20%、40%、
50%……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我国钢铁行业所面临的节能减排压力将愈来愈大，节能环保设备发
展空间非常大。  

2011-10-13 来源: 中国冶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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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篇新闻： 【视频】我校召开北京市社科研究基地考察研讨会  

● 下一篇新闻： 我校代表队荣获“美新杯”中国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  

    相 相 相 相 关关关关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没有相关新闻 

评评评评    论论论论    新新新新    闻闻闻闻        或 或 或 或 查查查查看看看看评论评论评论评论((((0)0)0)0)

【关闭窗口】【回到顶部】

  北科大新闻中心版权 保留所有版权 ©Copyright USTB NewsCenter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