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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抚顺市冶金高端新材料产业提质

升级的对策建议

张欣钰

冶金产业承载制造业原材料的供应重任，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

国家安全的支柱性、战略性产业。冶金高端新材料产业作为传统冶金

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是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锚定辽宁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抚顺市委、市政府立足于已有

的产业基础和优势，高度重视冶金高端新材料产业发展，将冶金高端新

材料产业列为“十四五”期间强力发展的“六大产业”之一，全方位强化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辽宁地方发展调研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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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举措以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在产业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下，

仍需不断巩固和扩大发展成果，聚焦问题找答案、发现短板求突破，以

确保抚顺市以更强的姿态，创造新业绩、领跑新赛道，续写抚顺市新时

代工业新辉煌，以“抚顺之为”奋力推动辽宁全面振兴、以“辽宁之为”担

当国之重任。

在“工业立市、工业强市、产业兴市”的思想指引下，抚顺市将冶金

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突破口，引

导支持传统企业升级提速、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着力培育并增强冶金

高端新材料产业发展新动能。具体体现在：第一，制定印发《抚顺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抚顺市

深度开发“原字号”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3年）》等重要文件，编制

《抚顺市冶金高端新材料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冶金高端新材

料产业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为抚顺振兴发展取得新突破明

确方向、指明路径。第二，统筹兼顾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决策部署、工作

要求落实到位。强化龙头企业创新支撑，持续为中小企业“松绑解压”。

2021年以来，抚顺市发展改革部门累计为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近1.4亿元。各部门简

化企业办事流程、完善基础配套服务，在建立健全营商环境突出问题全

过程跟踪督办机制、打造优质投资地和发展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抚顺市冶金高端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一）基础优势

第一，产业发展基础优势明显。以抚顺县铁矿资源为主导、以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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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发区为产业空间，抚顺市拥有发展冶金高端新材料产业得天独

厚的优势。第二，产业发展载体空间充足。丰富的煤炭能源、充足的特

殊和民用钢材，以及大型发电厂稳定的工业用电供应，为抚顺市冶金高

端新材料产业持续壮大、提质增效提供了充分依托和坚实保障。

（二）产业规模

抚顺市冶金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张，产品市场占有率实现突破。

2022年，抚顺市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

13户，实现总产值270.1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20.8%。①头部

企业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抚顺新钢铁）实现钢材产量

398.1万吨，实现产值161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12.6%。抚顺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顺特殊钢）工具、模具钢产品年产量

达18万—20万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35%，实现了品牌影响力的跃

升。2023年，抚顺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其中，冶金行

业贡献显著，全年钢材产量达457.5万吨，增长1.7%。②

（三）发展格局

中小企业集群与大型企业集团协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采选、

冶炼、加工延压等全系列冶金高端新材料企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抚顺罕

王傲牛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的铁矿采选集聚区、以抚顺特殊钢和

抚顺新钢铁为核心的冶金新材料产业发展集聚区加速壮大，以望花经

济开发区为重点发展园区的冶金新材料深加工产业区的国内影响力持

续增强。
① 《2022年抚顺统计年鉴》，抚顺市统计局，https://fstjj.fushun.gov.cn/tjsj/003003/moreinfo.html。

② 《2023年抚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抚顺市统计局，https://fstjj.fushun.gov.cn/tjgb/011001/

20240401/0065ed2f-682d-4dcb-946a-818e6f7f4f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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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实力

头部企业发展强劲，行业带动引领效果凸显。抚顺市拥有抚顺新

钢铁、抚顺特殊钢、抚顺铝业有限公司、辽宁抚工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重点企业。其中，抚顺新钢铁是国内建筑

用钢知名品牌，曾参与建筑用钢国家标准制定，与中铁、中建、中交等央

企达成战略合作关系，赢利能力位居同类型企业前列，2023、2024年先

后获评辽宁省优秀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抚顺特殊钢

被誉为“中国特殊钢的摇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石油石

化、交通运输、工程机械、医疗等行业和领域，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2024年度冶金产品实物质量品牌培育产

品名单中，抚顺特殊钢有1项产品喜获“金杯特优产品”殊荣，6项产品

荣获“金杯优质产品”冠名，充分彰显产品品质和品牌建设实力。①龙头

带动效果持续强化，头部企业对本地中小企业废钢、生铁和耐火材料等

物料的采购力度逐渐加大。

（五）创新能力

头部企业技术创新走深走实，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抚顺市“两

钢”百亿技改提升工程深度实施②，使抚顺新钢铁的吨钢动力成本下降

30%、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50%以上、物流效率提高50%、库存减少60%。

冶金全流程指挥中心建设、流程化新管控模式探索成效初显。2022年，

作为链主企业，抚顺新钢铁获评省级工程研究中心，抚顺特殊钢被认定

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第25批）；上游企业抚顺罕王傲牛矿业股份有限
①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024年度冶金产品实物质量品牌培育“金杯特优产品”名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024年

度冶金产品实物质量品牌培育“金杯优质产品”名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https://www.chinaisa.org.cn/gxportal/xfgl/

portal/index.html。

② “两钢”指抚顺特殊钢和抚顺新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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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被认定为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下游深加工企业辽宁抚工

实业有限公司的“节能高品质高速钢钻头生产工艺技术”和辽宁抚工工

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高速工具钢”两产品被评定为2022年省级专精

特新产品。

二、抚顺市冶金高端新材料产业发展困境

（一）市场环境方面

1.低端产能过剩，市场需求疲软

近年来国内冶金产能的快速扩张，传统冶金领域出现周期性、结构

性、摩擦性过剩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钢材需

求见顶回落。供需失衡导致产品低价竞争异常激烈，冶金行业利润微

薄，极大地压缩了企业生存空间。

2.原料价格坚挺，成品钢价下行

原材料铁矿石成本高企，主要燃料焦炭价格提涨。钢材价格涨幅

低于成本上涨幅度，产品利润空间收窄，单位资源边际贡献呈下降趋

势，企业现金流及运营效益难以得到保障。全市矿产原材料部分依赖

省外地区运输，企业成本易受原料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加之国际贸易

形势稳定性弱化、不确定性激增，中小企业面对冲击时的适应调整能力

相对薄弱，难以在变动不居的市场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产业能级方面

1.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近年来，抚顺市冶金行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整体

上相较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犹存，品牌创新力、竞争力、影响力有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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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冶金行业的发展潜力亟待激发，传统冶金向高效、低碳冶金的

工艺转型仍有提速空间，在工艺稳定性、设备耐用性以及资源能源综合

利用等方面的探索仍需加强。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布局不充分，产业

链上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较少，在高端新材料研发和规模化生产方面有

待实现新突破。

2.企业发展实力有待提升

第一，抚顺市重点冶金企业效率改进仍需提速。多年来抚顺市冶

金企业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而在管控模式的先进性、灵活度

方面有所欠缺。部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状态亟待扭转，企业内

部系统有效的生产运营、监督激励机制仍需完善。适合自身发展需求

的策略调整相对滞后，前瞻性谋划布局有待推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

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

第二，抚顺市冶金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亟待提升。中小企业受市

场、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制约依旧明显，已有项目建设缓慢，潜力项

目开发不足。企业“质量效益型”发展思路不明晰：高附加值产品生产

规模偏低；低端产品难以触及新兴应用领域，对产业发展的贡献支撑作

用和全市经济拉动效果仍需进一步增强。

3.企业间协同发展乏力

抚顺市冶金企业间协同互补发展不充分。企业间协同发展内生动

力不足，缺少高效的信息交流、紧密的配套协作，规模经济、知识溢出效

应未能完全释放。领军企业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仍需进

一步发挥。中小企业在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上涉及较少，身陷产品同

质化和中低端市场竞争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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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进步方面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的新形势新要求，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

济发展方式不被允许。冶金行业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的特点，近年来抚

顺市在资源利用、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方面强化了对冶金企业的硬约

束，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外在压力不断增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

场环境，在减碳治污成本收益的权衡考量下，部分企业缺乏对绿色转型

进行投资的内生动力。此外，部分企业绿色转型根基薄弱、资源匮乏，

存在“转型难”“转不动”等问题，极大阻碍了绿色发展优势的塑造。

三、抚顺市冶金高端新材料产业发展建议

（一）总量控制和存量优化相结合

第一，严格落实国家关于钢铁去产能重要工作部署。深入解读辽

宁省工信厅在产能认定、置换比例、相关程序等方面的新要求，结合企

业实际发展需要，完成产能置换方案制定。第二，加快推进冶金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利用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坚定产业结构优化、

产品结构升级不动摇。遵循“重点发展优特钢、精准发展普通钢、配套

发展炭素新材料、拓展下游深加工产品”的总体发展思路，释放“三高一

特”先进冶炼产能，提升产业链附加值。加快产线和品规优化，高标准

满足客户特殊生产要求，确保产品综合性能领先、实物质量稳定、市场

信誉良好。

（二）面向高端市场，服务国家战略

第一，充分掌握并及时发布市场供需、价格等真实情况，以及时有

效的信息引导企业进行科学的生产经营决策与规划。第二，动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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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前沿，瞄准航空航天、核能、交通运输、医疗等有前景的领域。

第三，抓住高性能、高品质冶金产品市场需求增长的机遇，深入开展市

场调研，面向真实市场需求进行产品高品质、多样化升级，满足中高端

市场需求、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第四，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

略，集中优势资源深耕重要新材料研发。保障特殊钢材储备，助力实现

进口替代，全力破解“卡脖子”问题。

（三）坚持向新而行，凝聚发展合力

立足自主创新，将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一，坚持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大力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创新中心、工业设计

中心建设。第二，盘活人才存量，做大人才增量，让人才助推产业、让产

业培养人才，真正将人才引到产业链上，引到项目中，以实干实绩持续

巩固并延续良好的产业发展态势。第三，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

道。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作用，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确

保产业投资基金真正转化为有效投资，助力冶金高端新材料产业高质

量发展。第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推动关键技术中试基地培育

和建设，破解中试验证难题，做好产业孵化工作，打通科创成果到应用

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用好外部力量，以更高程度的开放创新推进更高水平的自主创新。

第一，利用好国内、国际优质资源，支持企业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工艺

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第二，对标先进省市，借鉴产业发展经

验，与行业内领先企业建立良好的交流关系。第三，以全球视野谋划科

技创新，积极开展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国际科创、经贸合作，发挥创新

开放双轮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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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汇聚数智力量，优化管控模式

第一，坚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战略行动，做优做精冶金高端新材

料产业。布局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研发与应用平台建设，实现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新兴要素与冶金产业的嫁接融合。

发展智慧冶炼，更新冶炼环境和作业方式。利用“5G+机器人”手段进行

自主巡检、遥控特检，解放生产力，代替人工完成高强高危工作。架构

智慧物流管理系统，实时收集厂区原料、钢材接卸能力数据，实现智能

化分流管控，有效提高物流效率。第二，创新企业管控模式，加强企业

管控先进性和科学性。加快智造中心建设，实现“5G+冶金全流程”智能

制造。系统集成研发设计、生产指挥、工序控制、物流仓储、技术管理等

任务，确保数据实时接入、业务统一指挥、资源及时调度，实现由传统经

验驱动向全流程精益化、现代化管控的转变，提高部门决策效率、科学

性和准确度。

（五）抓项目建设，强化协同配合

产业发展，项目先行，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力促项

目工作提质提速增效。第一，加深产业理解，强化项目认知。成立项目

引驻决策委员会，组织专家对项目技术先进性、市场前景等进行评估，

提高项目谋划专业度，细化项目谋划“颗粒度”。敢于落子，布局前沿、

颠覆性技术项目。第二，深度推进优质央地合作项目，以龙头企业为核

心，致力打造“延链、补链、强链”的央地合作项目集群，实现央企与地方

经济发展优势互补。第三，做到“在建项目抓进度，新建项目抓开工，储

备项目抓前期”，跑出项目工作“加速度”。第四，组建“双招双引”推进

组，精准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完善专班工作体系，整合政府、协会、龙

头企业、基金机构、专家智库等专业力量，抓住关键、击中要害，聚力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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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项目难题。

（六）放大集聚优势，完善各方保障

积极融入省万亿级冶金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多举措保障园区有

序稳定运行。第一，增加基础建设投资，完善基地水、电、气等配套基础

设施，打造优质的共享空间，增强园区的承载力和丰厚度。第二，大力

开展集群培育专项行动和企业梯度培育专项行动。针对不同发展阶段

的企业给予分类指导、提供精准服务、定制专项方案。加快培育专精特

新企业，赋能集群竞争力、影响力提升。第三，厚植营商沃土，持续开展

助企纾困工作，健全问题全过程跟踪督办机制。充分吸引人才、资金、

技术等优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助力企业爬坡过坎、改善生产经营绩

效。同时，吸引一批关联性强、成长性好的配套企业入驻基地，推动产

业提质升级、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七）促进融通发展，营造优良生态

第一，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精准帮扶中小企业。行业龙

头企业在壮大自身的同时，应承担起帮扶中小企业的责任。积极推送

行业优质资源，加大对本地企业废钢、生铁和耐火材料等物料采购力

度。引领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创新和协同发展，帮助本

地中小企业找准合适的生态位，形成企业间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良好

生态。第二，树立平台思维，便捷要素资源的精准对接。组织抚顺市冶

金高端新材料中小企业赴抚顺新钢铁、抚顺特殊钢、抚顺铝业开展调

研，定期召开供需精准对接专题座谈会，推动市内冶金高端新材料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密切交流，避免本地企业单线行动造成无序竞争局面。

动态梳理头部企业配套产品需求清单、产业链配套产品供给清单，在提

升本地企业产品配套率、配套质量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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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谋划向绿助推低碳转型

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持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第一，合理开

发利用抚顺铁矿资源，大规模开展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恢复工作，加大退

矿还林复垦政策扶持力度。第二，定期开展环保措施落实、环境风险防

范及应急方案制定情况调查，确保环保工作落实到位、取得实效。第

三，规范行业准入，坚决遏制新增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项目的盲目上

马。扎实做好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敦促相关责任主

体采取及时有效的补救减缓措施。第四，夯实绿色转型技术基础。研

究开发、推广应用高效绿色冶炼新技术，攻克低品位、难处理的矿产资

源的开发利用难题。优化高炉炼铁炉料结构，提高原燃料质量，提高资

源综合利用效率，降低吨铁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五，全力破解“采、选、

冶、材”全产业流程碳中和关键技术问题，努力实现全产业链环境影响

最小化、综合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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