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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新六地，辽大在行动 2024年5月26日

编者按：为助力营口市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学校科技创新与优质智库资源，推

动营口市高质量发展。2024 年 5 月 6 日，辽宁大学（营口）城市研究院协调校内调研

团队，对营口钢铁企业进行调研，辽宁大学社会服务办公室主任张贺明，辽宁大学社会服

务办公室副主任苏梅梅，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和军，辽宁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包红旭

，辽宁大学（营口）城市研究院院长宁崇，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孙玉阳，辽宁大学社会

服务办公室工作人员付伟，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张依，辽宁大学环境学院研究生曾圣作

参加调研。

关于辽宁大学赴营口市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张贺明 苏梅梅 和 军 包红旭 宁 崇 孙玉阳 付 伟 张 依 曾圣作

一、营口市钢铁产业概况

营口市钢铁产业是营口市主导产业之一，主要以钢铁冶炼及深加工为主，是全

市工业经济重要的支柱，2023年钢铁冶炼及深加工产业链产值854.5亿元，同比下

降2.9%。目前营口市规模以上钢铁产业企业51户（后附企业名单）。钢铁及深加工

行业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经过多年发展，营口市钢铁及深加工行业发展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主要集中在4户企业，分别为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

、日钢（营口）中板有限公司、营口钢铁有限公司和石钢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主要以宽厚板、中厚板、热轧卷板、线材等为主，主要应用在军工、造船、建

筑、管线、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桥梁、锅炉容器、模具等方面。

营口市规模以上钢铁产业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13家，占比3%；雏鹰企业4家

，占比2.6%；瞪羚企业3家，占比7%。其中，日钢营口中板有限公司“高效焊接用

厚钢板的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承担2019年度科技重大专项计划，获省科技

专项资金1000万；同年，日钢营口中板有限公司获批“辽宁省中厚板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2022年“板坯铸机漏钢预警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获批辽宁省“兴辽英才

”计划，获省科技专项资金120万。营口裕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激光智能再制造

在钢铁企业的示范与应用”项目承担2023年市揭榜挂帅，获科技专项资金40万。

2020年根据营口市产业发展规划，辽宁科技学院“营口市钢铁航母多维度转型及发

展的探究”项目和“营口市钢铁产业转型升级”项目获批软科学研究计划。2023年

石钢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获批“辽宁省电磁旋流水口大圆坯高效连铸技术中试基

地”、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获批“辽宁营口流化床绿氢炼铁中试基

地”。

营口市生产的海洋工程用钢、桥梁用钢、装备用钢、建筑用钢在全国具有重要

地位。一批钢铁产品在“一带一路”的孟加拉帕得玛大桥项目、科威特 LIMAK新国

际机场扩建、“复兴号”动车组、全球最大最先进22000TEU集装箱船、新首都国际

机场、丽香铁路桥等重大项目上得到广泛应用。依托港口优势，营口市钢铁及深加

工行业，主要分布在老边区钢铁工业园和鲅鱼圈区等区域，重点发展高技术船舶用

钢，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用钢，汽车等机械行业用高强钢，建筑结构用高强度抗震钢

筋、钢板及型钢，高强度高韧性工程机械用钢等产品。从产业链上看，上游所需铁

矿石主要以进口为主，原煤从内蒙、山西等省购入，其余依赖进口。产品主要以宽

厚板、中厚板、热轧卷板、线材等为主，主要应用在军工、造船、建筑、管线、石

油化工、机械制造、桥梁、锅炉容器、模具等方面。



营口市近年来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解决了钢铁规模能力问题，节能减排也取得

了明显成效，吨钢综合能耗、二氧化硫排放、烟粉尘排放和耗新水量等指标均大幅

下降。但钢铁行业在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与建设美丽

中国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

二、深入调研营口市钢铁产业环保方面发展情况

5月6日，调研团队先后到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日钢（营口）

中板有限公司和石钢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调研考察。

（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

鞍钢鲅鱼圈分公司于2006年5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2008年9月10日竣

工投产，是鞍钢股份下属分公司。2008年9月10日竣工投产，项目总占地1338

万平。其中，一期主厂区占地765万平方米，二、三期预留地573万平方米。主

导产品定位于集装箱用钢、管线钢、船板、机械用钢、锅炉板、容器钢、桥梁

钢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品种，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石油、化工、电力

、建筑等行业，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目前

生产废弃物情况可分为烧结环冷机一、二段热风用于余热发电，两台环冷机各

配备一套70t/h双压余热锅炉，并配备一台25MW汽轮发电机组。两座4038m3高

炉各配备一套20MW高炉煤气余压发电机组（TRT）。焦化三座干熄焦炉配备三

套中温中压余热锅炉，同时配套两台15MW汽轮发电机组。转炉煤气余热配套一

套8MW饱和蒸汽汽轮发电机组。建有一套150MW煤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C

CPP）；建有两套20MW次高温高压煤气锅炉发电机组。建有一座污水处理场，

全厂各工序排水统一到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处理后的达标水65%以上回用，剩

余达标排放。炼铁高炉冲渣水用于全厂采暖，供暖面积约30万m
2
。一般工业废

物年产生量约为350万吨，主要包括：“三废资源”返生产重复利用、有价值废

物外销利用等处置方式，实现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99.81%，返生产利用率



24.81%。其中，水渣（高炉渣）加工成微粉，100%用于建材；钢渣中的转炉渣

经热焖、磁选、破碎后，分离为渣铁和尾渣，渣铁返转炉炼钢，实现公司内部

回收利用；尾渣外销利用，受国内下游行业发展形式影响，存在外销滞缓情况

。目前各工序共产生四类八种危险废物。其中，含油固废（HW49）、化检验废

液（HW49）、废油桶（HW49）、废乳化液（HW09）、废油（HW08）和废油泥（

HW08）六种危险废物年产生量约600吨，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合规合法处置

率100%；此外，焦化工序产生的焦油渣（HW11）每年约700吨掺入焦煤中炼焦

，煤焦油（HW11）每年约100000吨由鞍钢集团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回收利

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建设了一体化管控中心、9个操作集控中心，投运58套

机器人、15台无人行车系统；建设原料、炼铁、炼钢、厚板、热轧等5条智能制

造示范产线，能源集控平台、机车自动驾驶、智慧铁水运输等3个样板项目。在

能源、质量、设备、安全、环保等多维度建设智慧管控平台，以信息化促进管

理效率不断提升，成功达成环保“创建A级企业”。2023年鲅鱼圈分公司获得了

辽宁省2023年5G全连接工厂示范，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优秀场景。

（二）日钢（营口）中板有限公司

日钢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前身为成立于1972年的营口中板厂，发展经过几大

历程。2002年营口中板厂与中国五矿集团发起设立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国内知名民营企业日照钢铁集团参股，成为央企控股，民营企业参股

的全流程钢铁企业。2021年9月份日照钢铁集团收购中国五矿集团在公司的全部

股份，目前公司已成为由日钢集团全资控股的东北地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主

要产品为船舶海工钢、风电钢、工程机械钢及建筑用钢材等。目前废气排放口

共计130个，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主要排放口均安装在

线监测设备，废气经过除尘、脱硫、脱硝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至环境空气中。

废水排放口2个，均安装了在线监测设备，废水经污水处理场处理后达标排放至

营口市东部污水处理厂。废渣主要为高炉水渣及转炉钢渣，全部由营口鲁峰建



材有限公司接收处置。营口鲁峰建材有限公司接收公司的水渣部分经立磨处理

后生产超细粉外卖制作建筑材料，部分直接外卖制作建筑材料。钢渣经焖渣、

破碎、磁选后选出的钢渣粉重新返回至公司作为金属利用，剩余的细尾渣直接

外卖制作建筑材料。数字化、智能化情况目前建成营钢生产指挥中心，实现“

生产、能源、物流、安保”四调集中指挥模式，由“传统制造”向“数智制造

”转型。将制造、能环、物流、安卫、产销、质量、设备7个方面的数据汇聚到

生产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通过大屏幕矩阵和调度工作站实现对生产工序、工

艺流程、设备管控、能源用户站及管网、物流调度6个公司主要业务的远程监控

和集中调度。先后上线了自动表检系统、控制轧制系统、控制加热系统、超快

冷ACC模型、炼钢副枪等一系列制程系统和控制模型，对生产工艺的控制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

（三）石钢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石钢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6 年，前身为中冶京诚营口中试基

地。2013年 10 月，石钢公司注资控股，持股比例为石钢公司 51%、中冶京诚

49%。石钢京诚公司是国内唯一长流程装备制造企业，东北地区大型优特钢生产

、大型冶金装备加工生产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具备在机械、化工

、电力、船舶、能源、汽车等行业提供大型关键零部件用钢以及铸锻零部件和

成套设备生产能力。公司具有年产 100 万吨钢、70 万吨材、2 万吨铸钢件、

5.5 万吨锻钢件的生产加工能力，主导产品应用于汽车、铁路、工程机械、船

舶工业、电力、冶金、石油及矿藏开采等领域。目前生产废弃物方面公司烧结

机头废气采用四电场电除尘器+SDA半干法脱硫+袋式除尘+中低温SCR脱硝进行

处理，烧结机尾废气采用布袋除尘，高炉煤气采用重力除尘+布袋除尘，转炉煤

气采用四电场电除尘+布袋除尘二次除尘+转炉三次除尘，烧结成品仓、矿焦槽

系统、出铁场、LF炉、砂处理设备、抛丸机、电渣炉、煤破碎系统等均使用袋

式除尘器，热风炉、加热炉、热处理炉、锅炉房锅炉等采用净煤气为燃料，烟



气经烟囱直接排入大气（为满足环保超低排放要求，公司正开展煤气末端治理

项目的招标工作），各种大气污染物均达标排放。公司炼铁、炼钢、热加工工

序等主要生产工序均配备净环水和浊环水处理系统，各类生产性废水经处理后

在本生产单元内循环使用，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部分回用

于生产，部分进入厂前区蓄水池，公司污水不外排。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钢渣

、水渣、除尘灰、废砂、废钢、铸余、废铁皮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废油桶、

废矿物油、废甘油、废油漆桶等危险废物。其中钢渣、水渣、废砂、除尘灰（

部分）委托给具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进行利用；废钢、铸

余、废铁皮、除尘灰（部分）厂内自行利用。危险废物委托给具有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进行利用及处置。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公司目前生产单位制

气炉、烧结、转炉、连铸、精炼、轧钢等工序都使用L1级系统进行生产，随着

产品品种、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及降低成本的需要，炼钢厂连铸增上二级系统

，主要实现了生产计划、冶金工艺数据库管理、钢种管理、物料跟踪、生产指

令的下发、设备管理、生产操作日志、用户管理、生产及成本报表生成和工艺

控制优化模型。二级系统可以充分利用能源、节能降耗，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

动强度，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可以为三级系统提供服务，实现生产

过程控制与生产管理的高度自动化。

三、关于营口市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议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营口市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任务依然艰巨，积极引导钢

铁企业在规范化、低碳化、集约化、智能化建设方面加大投资，力争实现新突破。

另一方面不断激励企业在工艺技术上不断加以改进，优化原材料结构，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第一，强链，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做强中游钢铁制造产业。围绕企业主体创新

，引导企业开展自主研发或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共同研发高质量钢铁制品；围绕数

字经济与钢铁产业融合，加速推进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在生产场景的全面应用



，引导企业借助数字技术重塑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业务模式，通过有效的数据分

析支撑各业务环节的决策，促进钢铁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二，延链，积极延伸发展中下游产业链。依托营口市板材、线材产品优势和

地域优势，发展高附加值钢铁下游产业链；围绕重点项目的带动作用，延长项目链

；将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对高端材料的需求，转变为钢铁产业的发展方向，引导营

口市钢铁深加工企业扩大产业规模，带动用钢需求链。

第三，补链，完善产业链条，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主要是依托港口运输和自由

贸易区进出口政策优势，进一步降低铁矿石、煤炭等原材料物流成本、补齐产业链

中的空缺产品，建设营口市大型钢铁交易市场和物流集散中心等。

第四，加强上下游协同创新。推动在钢铁行业建设创新联合体，在创新端实现

融合发展。以企业为龙头，整合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以及各类材料重点实验室

、创新中心等平台的创新资源，在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新流程、新业态发力

，赋能钢铁产业创新链。

第五、强化“卡脖子”研发。围绕国防军工、航空航天和国家重点项目用钢需

求，加强“卡脖子”和高端品种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依托支持重点企业加强与高

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通过联合开发等形式，发展先进钢铁材料。

第六、推进企业装备升级改造。根据营口市现状，以实现大规模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为契机，按照国家钢铁产能转换和项目备案办法，逐步引导营口市现有钢

铁企业装备的升级改造。鼓励钢铁企业发展20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逐步减少炼铁

装备数量。例如，支持日钢营口中板公司炼铁高炉升级改造项目。

第七、推动钢铁绿色低碳及本质安全发展。牢固数据生态优先，绿色先行的发

展理念，持续推动营口市钢铁行业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支持企业绿色、智能工厂创

建，引导企业全流程绿色发展，指导行业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要求，加快智能化、数

字化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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