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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精品钢材制造业

从全球范围看，精品钢材生产企业加快推进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为主导的战略性重组，

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精品钢材生产不断向流程高效化、品种专业化、规模效益化、质

量高级化以及产品深加工方向发展。高强度与超高强度、轻环境污染、降低制造成本的

汽车用钢成为竞争重点，船舶用钢抗断裂、抗疲劳、耐腐蚀性能要求进一步提高，铁素

体耐热钢、奥氏体钢、镍基合金成为超 / 超超临界火电站机组用钢主要材料，核电压力

容器用钢的纯净度、焊结构、热处理工艺等要求不断加强。

精品钢材制造业是上海具有传统发展优势的重要产业，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

上海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背景下，上海精品钢材制造业积极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

响，着力推进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以大企业集团为主导、产品高端化

特征明显、拥有高度协同产业链体系的产业发展格局，在国内钢铁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一、2010 年和“十一五”发展概况

2010 年和“十一五”时期，上海钢铁工业继续实施精品战略，着力培育高附加值产品，

加大力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拓展延伸产业链，加快精品钢材基地建设，在上海工

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产业规模渐趋稳定

2010 年，上海精品钢材制造业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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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创新，基本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呈现恢复性的增长态势。全年完成工业

总产值 1722.87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15.1%；完成工业销售产值 1711.9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29.3%；完成粗钢、钢材产量分别达 2214 万吨和 2476 万吨，比 2005 年分别增长

14.9% 和 26.1%；上海市龙头企业宝钢集团在世界 500 强中排名第 276 位。

从 2010 年中的动态走势看，全年上海市精品钢材制造业增长速度的波动特征较为明

显。一季度，在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复苏、汽车和家电等下游行业需求增长、国内外钢

材价格均有一定幅度上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上海市精品钢材制造业生产较好，单月

同比增幅均在 35% 以上；第二季度，受欧元区债务危机升级、国内投资增速放缓、房地

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以及主要下游用钢行业需求回落等因素影响，钢材价格持续走低，

生产增速有所放缓，单月同比增幅在 15%~25% 之间；第三季度，国家进一步加大经济

结构调整力度，国内钢材需求增速有所回落，而 2010 年 6 月份出台的涉及钢材等六大类

商品的出口退税调整政策，对钢材出口量产生显著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钢

材产品产量有所萎缩，工业总产值增速进一步下滑，至 2010 年 8 月份达到最低点，比

2009 年同月下降 0.9%；第四季度，国内钢材供需关系保持平稳，矿石长协价格有所下降，

生产略有回升（见图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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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2010 年上海精品钢材制造业各月工业总产值及增速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十一五”时期，上海市精品钢材制造业经历了平稳发展期—回落调整期—恢复发展

期三个阶段，呈现“V”形的总体走势。2006 年，上海市精品钢材制造业生产保持平稳

较快发展，工业总产值比 2005 年增长 9.5%；2007-2009 年精品钢材制造业经历了一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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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回落，出现了不升反降的局面，降幅在 2008 年达到最低谷，比 2007 年下降 10.8% ；

2010 年，在各项政策措施的推动下，通过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上海

市精品钢材制造业生产强力反弹，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比 2009 年增长 16.1%（见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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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十一五”时期上海精品钢材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及其增幅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二）经济效益曲折中回升

“十一五”时期，上海市精品钢材制造业经历了国际金融风暴的洗礼，遭遇了严重打

击，企业经营难度加大，盈利水平大幅降低。在 2008 年至 2009 年这两年时间举步维艰，

困难重重，2009 年全年实现的利润总额不足 2005 年的三分之一。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

本市精品钢材制造业化危机为机遇，紧紧围绕各项政策措施，不断拓展市场，在提升产

品价值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稳步回升。2010 年，上海市精

品钢材制造业拥有资产 2048.15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17.5%；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086.98

亿元，比 2009 年增长 41.4%；实现利润总额 154.93 亿元，比 2009 年增长 1.8 倍；主营

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增幅在六个重点发展的工业行业中位居前列，分别高出上海市平均

水平 15.2 和 119.8 个百分点。

（三）高端产品发展成效显著

“十一五”时期，上海钢铁产业依托宝钢集团，在逐步减少碳钢普通热轧板商品材的



��� 

工　业上海产业和信息化发展报告20112011

基础上，大力发展冷轧汽车板、硅钢、宽厚板、能源用管、不锈钢等高端产品，目前已

具备了批量生产超高强汽车板、B23R080 等当今世界最高级别牌号的取向硅钢、核电用

690U 型管等世界顶级产品的能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镍奥氏体不锈钢 BN 系列形成

批量供货能力；已经形成生产市场紧缺的钛及钛合金、高温合金等板带的能力。高等级

管线钢及新开发的大规格镍基合金油管、大型原油储罐用高强度钢（国内份额 60%）、核

电站安全壳用钢、水电用钢等重点产品，支撑了西气东输、石油储备、核电、三峡工程

等国家重点工程。

2010 年，上海精品钢国内独有领先产品销量达 1073 万吨，占上海市钢材销量比例

43.6%。高附加值产品继续保持国内市场领先地位，如冷轧汽车板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在

50%，家电板市场占有率 31%，管线钢市场占有率 30%，油井管市场占有率 21.2%。在

各类型钢材产品中，生产中厚宽钢带 442.62 万吨，占上海市钢材产量的 17.9%，位居首位，

比重比 2005 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生产冷轧薄宽钢带 431.22 万吨，占 17.4%，比重提高 1.7

个百分点；生产镀层板（带）386.13 万吨，占 15.6%，比重提高 5.5 个百分点，是所有钢

材产品中比重提高最快的产品。

（四）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十一五”时期，上海市钢铁产业不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掌握了具有取向硅钢、顶

级强度超高强汽车板等有重大影响力的专有技术，并且在前沿技术领域实现突破，薄带

连铸技术进入工业化试验阶段。目前上海已成为我国创新能力最强、科技成果转化率较

高的钢铁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研发基地。同时，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方面取得显著

成就，数字化经营国内领先，尤其为宝钢跨基地跨地区一体化运营发展提供了系统平台。

“十一五”期间，上海钢铁产业依托宝钢获得多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与冶金科学技术一等奖，以及信息化企业大奖等；2006-2010 年期间，上海钢

铁行业累计申请专利 6456 项，其中发明专利 2338 项，专利授权 4236 项，形成技术秘密

12395 件；累计完成战略产品销售 5807 万吨，独有产品 715 万吨，领先产品 3518 万吨，

替代进口 1147 万吨。

（五）产业链延伸扩张取得积极进展

“十一五”时期，积极推动钢铁产业链由钢铁制造向上、下游两端延伸，延伸发展与

钢铁相关的贸易流通、仓储加工、物流配送、技术研发、工程设计、结构安装、节能环

保以及融资担保、教育培训、电子商务、期货交易、交易市场、信息咨询、会展旅游等

生产性服务业，初步形成供应链、技术链、资源利用链交织的产业协同和配套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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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服务业体系。2010 年，上海市钢铁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销售收入达 997 亿元，同比

增长 48.4%。

二、重点企业

（一）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全年运行良好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宝钢）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在世界钢铁行业中

处于领先地位，2010 年，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 2009 年 285.91 亿美元的营业总收入，连

续第七年进入美国《财富》杂志 2010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名列第 276 位。2010

年宝钢经济效益情况见表 8-1。

   
表 8-1   2010 年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效益情况

项目名称 单位 数值 同比增长 /%

铁产量 万吨 3896 12.09

钢产量 万吨 4450 14.49

商品坯材产量 万吨 4408 16.00

合并销售收入 亿元 2730            39.80

合并利润总额 亿元 242            62.50

上缴税金 亿元 137 36.62

净资产收益率 /% 7.9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二）宝山钢铁（集团）公司重点项目进展顺利

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全年建成投产八个重点项目，其中：一号烧结机增设干法脱

硫装置工程于 2010 年 9 月投运、二号烧结机节能环保综合技术改造于 2010 年 11 月投运、

罗泾二步工程连铸工程于 2010 年 9 月开始热负荷试车、CCPP 发电工程于 2010 年 4 月

并网发电（2010 年 10 月完成 168 小时考核）、不锈钢事业部冷轧后续工程已于 2010 年 8

月底开始热负荷试车、钢管厂新增油套管热处理生产线和配套设施已于 2010 年 5 月底开

始热负荷试车、宝日汽车板公司新建热镀锌 GA 线已于 2010 年 2 月开始热负荷试车、特

钢事业部钛镍特种金属板带技术改造工程已于 2010 年 11 月份开始热负荷试车。取向硅

钢后续工程（第一步）已开始建设，计划于 2012 年建成投产，使宝钢形成 20 万吨的取

向硅钢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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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山钢铁（集团）公司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快速推进

2010 年，宝山钢铁（集团）公司 R&D 投入率达到 2%，新产品销售率达 18.5%，环

境友好新产品比例 87%；专利申请量首次超过 1000 件，其中发明专利比例 40%；科研直

接新增效益 16 亿元。

在新产品开发方面，494 个新牌号进入工业性试制，其中 85 个具备稳定批量生产能力，

全年新产品试制量超过 180 万吨。超级 13Cr 高抗腐蚀油套管等 8 项新产品被认定为上海

市高新技术成果。首次批量生产 100 吨双相不锈钢，交付庞巴迪公司制造列车关键部位；

生产核电蒸汽发生器用 690U 型管，用于防城港核电 1 号机组；高等级电工钢、OA 及高

端影视行业用耐指纹产品实现批量稳定供货；新产线达标达产稳步推进，取向硅钢以国

际同类产线的最快速度实现年“四达”；高强钢专用生产线实现年达标，标志宝钢汽车用

钢制造能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在独有领先产品市场开拓方面，全年实现销售商品坯材 2582 万吨，其中独有领先

产品 1190 万吨。实现销售冷轧 80kg 级以上超高强钢 1.6 万吨，同比增长 177%。① 高

磁感取向硅钢和高牌号无取向硅钢通过三峡工程重大设备制造检查组专家评审，替代进

口产品，分别用于 500 千伏高等级变压器和 700 兆瓦及以上级水轮发电机组，实现国产

硅钢在以上两个领域内零的突破；硅钢产品向全球供应商发布产品绿色环保申明，无取

向无铬环保涂层产品实现销售超过 5 万吨，完成无取向电工钢在多家企业的供应商资格

认证。② 昆士兰项目 20.8 万吨 X70 管线钢是 UOE 产线首次批量出口；国内首次生产出

20mm 以上 X60 大壁厚高钢级 HFW 焊管；实现批量生产国内最高钢级、最大壁厚、技术

要求和生产难度极高的 X65MO 海洋立管；供巴西矿浆项目 X70 管线钢具备供货能力；

H40 钢级光套管产品性能满足标准要求。③ 厚板新品种开发取得突破，石油储罐用钢、

TMCP 船板、X80 管线钢、核电用钢、Cr-Mo 钢等形成批量生产，8mm 以下薄规格产能

实现突破，80mm 以上特厚板形成批量供货能力。④ 高导电型耐指纹电镀锌产品打破日

系钢厂垄断局面，实现向上海理光等 6 家企业批量供货，全年销量超 1 万吨。

三、产业布局

（一）提升宝山精品钢材基地的综合水平

根据城市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坚决调整淘汰上海市零星小钢铁企业，强化以宝钢集

团为核心，以精品钢深加工为主的生产布局。重点培育上海精品钢三大制造中心：以宝

钢股份区域为基础的普碳钢板管精品制造中心；以一钢及周边地域为基础的不锈钢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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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中心；以五钢现有区域为基础的特钢精品制造中心，宝山罗泾建成钢铁延伸加工基地。

1．普碳钢制造中心

普碳钢制造中心以宝钢股份区域为基础，通过宝钢一、二、三期工程的建设，已形

成我国规模最大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型钢铁联合生产区。

2．不锈钢制造中心

不锈钢制造中心以一钢现有占地为基础，是宝钢集团联合组建后规划的、继宝钢股

份区域之后的第二块钢铁精品生产区域，产品定位于不锈钢。

3．特殊钢制造中心

特殊钢制造中心以五钢现有区域为基础，是宝钢集团的第三块钢铁精品生产区域，

产品定位于特殊钢。该区域的合金模块项目、银亮钢项目已建成投产，形成不锈钢长型

材、合金棒材、特种金属及高合金锻轧材和合金带钢热轧材等四条主生产线以及银亮材、

线材制品、合金带钢冷轧等若干个加工中心。

（二）加强钢铁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建设

充分发挥钢铁产业链在宝山地区的集聚效应和宝钢的引领作用，加快整合宝山区制

造、港口、货场、运输等优势资源，完善精品钢加工配送基地、船板加工配送中心、钢

铁电子交易中心等服务功能，建设以国际钢铁总部经济集聚区、不锈钢加工与配送中心

区为重点，以钢铁物流区、商务服务区、综合配套区为支撑，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优

势的钢铁服务业集聚区，大力吸引全球钢铁知名企业的功能性总部集聚上海，促进上海

钢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四、2011 年和“十二五”展望

（一）“十二五”展望

“十二五”期间，上海精品钢材产业将以调整结构、完善布局为重点，大力发展满足国

家战略需要的高档汽车板、硅钢、电工钢、不锈钢等高端产品，延伸发展钢铁贸易、加工配送、

电子交易、工程技术服务等服务业。实施技术领先战略，支持优势骨干企业建设数字化钢

铁企业。加强技术改造，推进绿色低碳生产，实现吨钢能耗持续下降并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鼓励优势骨干企业对外兼并重组，逐步推进结构调整和产能转移，完善产能布局。

（二）2011 年重点

2010 年，上海钢铁产业将继续聚焦精品钢材，提升优化产品结构，加快推进钢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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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产业化，强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立足于“控制总量与优化结构结合、技术创新与技

术改造相结合、资产重组与完善布局相结合、节能减排与保护环境相结合”的发展原则，

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上海发展新能源汽车、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

备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需要，推进钢铁高新材料产业化，提高国内

独有领先产品的比例；以推动钢铁产业联合重组为重点，继续大力支持宝钢集团发展；

加强节能减排，强化“环境经营”理念，推进可持续发展；完善钢铁生产性服务业，促

进产业融合发展；推进钢铁产业的 “两化融合”，促进钢铁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