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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开栏语

制造业振兴是山西产业转型的主攻方向，产业链“链长制”是制造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平台。 省委、省政府提出以推

行“链长制”为抓手，以做强“链主”企业为依托，培育重点产业链，夯实产业链基础，加速建设竞争力强、地域特色鲜明的

本土产业链，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支撑。 本报从今天起推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观察”专栏，本期聚

焦的是太钢集团。

从成功开发北极圈内中俄能源合作项目管材，到产品接连应用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关键结构部位；从手撕钢、笔尖

钢、高端碳纤维，到双相钢、无磁钢、轮轴钢……太钢的名字，一次又一次镌刻在特钢材料的华彩史册上。

打造矩阵 再铸华彩

———山西省推动特钢材料全产业链做大做优做强

快速补链、深度延链、持续

强链， 促进特钢材料产业集群

集聚式发展

特钢又称为特种钢或特殊钢， 是指

那些由于成分、结构、生产工艺特殊而

具有特殊物理、化学性能或者特殊用途

的钢铁产品。

特钢材料是山西省的传统优势产

业，小到一枚硬币，大到重型设备，随处

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有力支撑着山西省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去年 6 月，全省特钢材料产业链工

作推进会在太钢集团召开。 省工信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闫林表示，目前山西省

已初步形成了以“链主”企业中国宝武

太钢集团为核心的上游资源开采和中

游特钢制造，以太重、晋西车轴等为重

点的下游精深加工及装备制造在内的

相对完整的特钢材料产业链。

省工信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山西

省特钢材料产业链主要环节为： 铁矿

石—特钢—零部件—整机装备。 上游主

要为原料制造， 中游主要为特殊钢冶炼

及压延加工，下游主要为零部件加工、装

备制造。到 2022 年底，全产业链营业收入

预计达 800 亿元，到“十四五”末，突破

1200 亿元，产业链各环节不断强化。

目前， 山西省特钢材料产业链现有

27 户企业， 链主企业 1 户， 链核企业 5

户。 凭借在不锈钢材料领域的突出优

势，太钢集团作为链主企业主要生产不

锈钢、硅钢、车轮钢、车轴钢等产品。

太钢集团作为中国宝武不锈钢产

业一体化运营的旗舰平台，长期专注于

发展以不锈钢为主的特殊钢，建有先进

不锈钢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理

化实验室等创新平台， 拥有 800 余项以

不锈钢为主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专有技术，主持或参与完成我国超过

70%的不锈钢板带类产品标准。

目前， 太钢集团已形成以不锈钢、

冷轧硅钢、高强韧系列钢材为主的高效

节能长寿型钢铁产品集群，不锈钢产品

涵盖板带型线管全系列、超宽超厚超薄

极限规格，笔尖钢、手撕钢、核电用钢、

铁路用钢、双相不锈钢、新能源汽车用

高牌号硅钢等高精尖产品享誉国内外，

产品先后获得中国工业大奖、全国质量

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作为“链主”企业，太钢集团按照

“强龙头、延链条、建集群、夯基础”的发

展思路 ，积极落实“链主”企业工作职

责，以规划为牵引、以项目为龙头、以招

商为抓手、以强链为根本，充分发挥“链

主”企业的资源综合优势和表率引领作

用， 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努力，快

速补链、深度延链、持续强链，全力促进

山西省以不锈钢、硅钢、车轮钢、车轴钢

为主的特钢材料产业集群集聚式发展，

不断在提升产业链规模和本地配套能

力、增强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上下足

功夫，打造世界领先、国内一流的高质

量特钢材料产业链和生态圈。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针对发展

短板和薄弱环节，山西省将组建特钢材

料产业链专家支撑队伍，积极组织技术

研发、品牌建设、市场推广、金融服务、

管理咨询等方面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专

家召开钢材料产业链专家研讨会，为特

钢材料产业链发展出谋划策，推动产业

链整体发展。

坚持创新引领， 加快产业

升级，新技术、新平台、新业态、

新模式点燃发展新引擎

与普通钢铁不同， 不锈钢有一种简

洁明亮之美。

太钢不锈钢，正是用非凡的科技创

新能力打造这种美感。

明明是一卷钢材，展开后却薄如蝉

翼，用手轻轻就能撕开，被形象地称为

“手撕钢”。 从“高大上”的航天航空、高

端电子、新能源领域，到眼下时兴的折

叠屏手机里都有它的身影。

初春时节， 太钢精密带钢公司车间

内一派忙碌的景象， 职工们正在以饱满

的工作状态， 努力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

不可能。“明星产品”手撕钢就诞生于此。

“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二字， 在今

后的工作中， 我们要更加努力不断创

新，在工艺技术上有更多突破，提升产

品的科技含量，为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

贡献力量。 ”手撕钢创新研发团队成员

廖席信心满满。

继成功研发出 0.02 毫米手撕钢之

后，太钢人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止步不

前， 他们又交出一份新的成绩单：0.015

毫米手撕钢成功面世， 实现 0.005 毫米

的超越。

创新点燃了太钢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新技术、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

多个“重量级”科技成果密集亮相，太钢

在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上乘风破浪。

“从传统钢论吨卖到尖端钢论克

卖，太钢的华丽转身，正是因为坚持了

总书记强调的‘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中国宝武太钢集团董事长盛更红

话语里满是自豪。

太钢以新至上， 不断开发新产品、

新工艺、新技术，用最新的技术锻造最

好的钢铁。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新转

变，成为太钢人新的精神追求。

太钢大力倡导“闻新则喜 、闻新则

动 、以新制胜 ”的创新理念和“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反对守成”的创新文化，

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 太钢将

始终保持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优势，通

过继续稳定增加研发投入，持续强化创

新体系与核心能力建设，增强科技创新

的活力、合力和实力，加快打造不锈钢

原创技术策源地，确保公司产品和技术

在行业内始终保持领先，引领行业发展

方向和潮流。

2020 年以来 ， 太钢集团首发首创

产品逐年快速增长， 专利申请量和授

权量持续增长。 2021 年 8 月 4 日，太钢

集团高效整合中国宝武不锈钢研发资

源， 成立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太钢技

术中心和不锈钢研发中心， 不断加强

与各基地的协同创新， 推动研发效率

和产出进一步提升 ， 新产品年度开发

量首次突破百万吨大关， 一大批高端

精品钢材产品持续满足了国家重大战

略和项目工程的需求。 去年以来，太钢

集团持续巩固拓展产 品 技 术 领 先 优

势，聚焦国家重大工程 ，推动 16 个首

发首创产品研发攻关， 进一步承担好

使命类新产品开发任务。

探索“政府 + 链主 + 园

区”招商模式，加快下游项目建

设，提升特钢材料消纳量

如何解决“就地消化”的问题是山

西特钢材料产业链的成长之痛，也是希

望所在。

去年 6 月，太钢集团与山西交控集

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太钢的

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交控集团的市场

优势、资源优势，联手开发具有高强度、

高耐蚀、高性能的公路安全防护不锈钢

波形梁护栏。

山西省通过以商招商等方式赴广

州、深圳等地招商引资，吸引新远宏科

技工业有限公司落地综改区。 新远宏主

要生产高端电机配件，目前是特钢材料

产业链下游企业，下一步将新增 3 条生

产线， 建成后可消纳磁极钢 2 万吨、高

牌号硅钢 1.6 万吨， 销售收入将从 1 亿

元增长到 5 亿元，有效提升特钢材料产

业链下游消纳量。

介休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力支持安

泰集团建设零碳产业园和千亿级绿色

特钢循环产业园， 推动企业上马 200 万

吨精线、200 万吨紧固件等项目，推动特

钢材料和绿色精品特钢发展，厚植钢铁

工业发展后劲，做大做强介休经济技术

开发区钢产品深加工优势产业集群。

如今，围绕特钢材料产业链发展特

点，探索“政府 + 链主 + 园区 ”招商模

式，山西省推进重点项目 24 个，加快引

进扩大特钢材料产业链下游项目建设，

提升下游特钢材料消纳量。 其中，中阳

钢铁、安泰钢铁、晋南钢铁、中升钢铁、

新金山特钢等企业积极融入特钢产业

链发展，主要实施高速镀铜焊丝 、特钢

线材、特钢绿色建材等 9 个项目建设。

尖草坪区和中北高新区围绕链上

企业落户奖励、 链上项目投资奖励、链

上企业提档升级奖励、产业链技术创新

奖励、产业链项目生产要素奖励等十个

方面，拿出了招商政策“黄金十条”。

山西省将深度聚焦新材料产业、高

端制造业，全力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

境，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继续深化“区

区融合”“区企联合”， 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不断汇聚产业集群发展的磅礴力量。

太钢集团自加入中国宝武的两年

多来 ， 战略上更加聚焦不锈钢产业发

展，形成了“太原总部 + 四个沿海基地”

的不锈钢产业布局，实现了不锈钢生产

规模的快速扩张，2022 年底形成千万吨

级的不锈钢产能。 太钢将加快推进产业

链下游关键服务环节的布局和建设，聚

焦核心战略用户和市场 ， 构建销售服

务、加工、仓储物流三大营销服务网络，

合作提升延伸加工能力，提升不锈钢产

品国内直供销售比例。

延链强群，转型升级。 山西省将锚

定特钢材料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强龙

头、延链条、建集群，与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高效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山西

省特钢材料产业集群集聚式发展，打造

世界领先、国内一流的高质量特钢材料

产业链和生态圈。 （张毅）

【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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