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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ebei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not only promot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e, but also pays 
a high environmental pr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a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economic interests but ignores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unacceptable to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the ke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ebei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s to implement green leading strategy, reduce 
production capacity, innovat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carry out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nd various cooperation, and rely on “One 
Belt, One Road” to achieve green development that not only guarantees economic interests bu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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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北钢铁产业的快速发展在促进本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重视经济利
益却忽视区域环境保护的产业发展已为大环境所不容，通过实施绿色引领战略、压减产能、创新技术和设备、开展横向联
合与多种协作、依托“一带一路”走出去等措施，既保证经济利益又兼顾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是河北钢铁产业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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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十年，全球钢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2020 年预期

需求规模达 17.52 亿吨。巨大的需求刺激着中国钢铁产业规

模持续扩张，河北是中国排名首位的钢铁大省，钢铁业具备

一定规模，自 2001 年以来，对河北地区 GDP 值与财政作出

的贡献曾经超过 10%[1]。但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

产业“三高”又使钢铁业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成为河北

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中，明确规定

到 2017 年京津冀区域的细颗粒物浓度要下降 25%；2014 年

7 月，《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方案》出台，统一

了京津冀三地排污标准；2015 年 4 月，《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纲要》正式通过，对于河北作为中国现代商贸物流的

关键基地、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以及产业转型试验区等

诸多功能定位予以明确规定。确保经济效益并实现绿色发

展，是河北钢铁产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面对的严峻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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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发展钢铁产业的做法介绍

日本钢铁业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因一味追求经济效益

而导致环境公害问题的发生，进而给经济发展和国民健康带

来各种损害的情况。在 1950—1960 年期间，日本 GNP 实现

10% 以上的增长率，但同时日本也几乎沦为“公害实验场”[2]。

由于预防公害投资不足，1970 年代初期，钢铁业高炉排放

的 SOx 和 NOx 增加了大约 8 至 10 倍，钢铁业也因此被打上

“资源浪费型环境破坏型产业”的标签。但是随着国家和民

众环保意识的提高，钢铁业有效实现了节能减排，现已进入

高集成度的绿色制造时代。

2.1 政府通过环境立法等措施引导企业制定科学发

展战略
为减少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公害，日本自 1960 年

代初期以来推出了诸多环保相关法律，仅在 1970 年在被称

作“公害国会”的议会上就提案 14 部关于环保的法律法规，

并于次年成立环境厅。从 1994—2006 年，日本政府又先后

三次制定环境基本规划以推进各项环保措施。日本内阁会议

推出了《21 世纪环境立国战略》（2007）后，钢铁业把环

保作为企业的重要发展战略，从原料采购开始对生产的每个

环节都严格把控。目前，日本钢铁业已制定以 2030 年为目

标的“低碳社会实行计划Ⅱ期”，有步骤地推进二氧化碳减

排进程。日本政府还推行“能源使用合理化事业补助金”政

策，在 2014 年获得该项援助的 315 个项目中，钢铁业立项

最多，占 36 项，且投入与产出效果显著。

2.2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最大限度地实现节能减排
自 1970 年代以来，日本钢铁业投资约 5 兆日元，研发

钢铁生产和节能技术。据日本产业新闻报道，日本制铁集

团 2019 年 4 至 12 月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比上一年同期增加

8.9%，达 573 亿日元 [3]。钢铁业还与制造业合作开发高性能

钢代替传统钢材，以减少 CO2 排放。从 2003 年起，钢铁企

业改进了生产流程以提升“三废”利用率。例如，他们通过

把高炉渣用作高炉水泥原料，使水泥生产过程中的燃料消耗

下降 43%，CO2 排放量下降 41%。他们还用塑料、废轮胎

等代替煤和焦炭，而且从 2004 年底开始投入运行聚氯乙烯

高炉原料化系统，同时通过气化熔融方式利用处理后的垃圾

发电 [4]。在日本东海地区，还利用水力发电所的过剩电力成

立电气制钢所，后又开发出国产电极替代进口电极，把原来

用电气炉生产 1t 钢要消耗 5kg 左右电极降到 1~2kg。日本

钢铁业的吨钢能耗仅为 0.6tec，为全球吨钢能耗最低值。通

过制造与节能技术的不断创新，日本钢铁业不仅减少了资源

和能源消耗，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也减少了污染排放，真

正实现了绿色发展。

2.3 政府管控和民众监督共同约束企业排污行为
日本各级政府一直对钢铁业进行着严格管控，地方政

府还会与各钢铁企业签订预防公害协议，要求其承担社会责

任，并会开展第三方环境评价和现场检查，通过这些手段加

强对钢铁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例如，坐落在日本北九州地

区的八幡制铁所，一直以来被誉为是日本现代制铁的发祥之

地，在与政府签订预防公害协议以后，借助革新设施，迅速

减少了硫氧化物的排放量，八幡由工业重地转变成风景胜

地。民众监督对约束企业排污行为也起着重要作用。部分政

府会在钢厂周围设置监测点，将监测获取的即时数据进行公

开，提高风险预测能力，让民众进行监督。

2.4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营效率，或开展横向联合

促进环保
多年来，日本钢铁业不断对企业进行整合，进而改善

产业体系，优化设施运行效率，降低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例

如，原先的富士制铁，先同八幡制铁共同组建为新日铁公司，

随后又同住友金属于 2012 年合并成新日铁住金钢铁公司（后

更名为“日本制铁集团”），随之关停和拆除部分工厂及设备，

从 1993 年的 11 个钢厂、31 座高炉到 2015 年整合为 8 个钢

厂、13 座高炉。在其带动下，日本钢铁业的高炉量自最初

的 72 座缩减至 28 座 [5]。为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日本制铁

集团又宣布将于 2020 年 4 月对国内制铁所进行再编与整合，

把国内共计 16 家制铁所和制造所合并成 6 家制铁所。合并

之后，在日本仅留有它、JFE 以及神户制钢所三家高炉大型

钢铁企业。有计划、有组织地整合并购减少了高炉量，也就

减少了污染排放源，还凭借集约化生产增强了设施的运行效

率，既节约了能源，又保护了环境。

2.5 通过业内联合或与环保单位进行专业化合作以

节能增效
日本不仅建立了业内的横向联合组织日本钢铁联盟，

而且还设立了“工厂环境公害委员会”等不同的执行委员会，

以推进节能减排事业的开展。日本钢铁联盟还会根据委托开

展专项研究。如 2003 年，它和日本煤炭综合利用中心联合

研发成功新一代炼焦技术，把不适合作炼焦原料的弱粘结煤

的使用比例从 20% 提高到 50%，实现节能 21%，并将排尘

浓度降到 100ppm 以下，有效达成节能减排预期 [6]。日本钢

铁企业还借助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引进环保机构展开合作，对

生产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污染物加以消解与处置。例如，以水

处理为主要业务的铁原公司从新日铁八幡厂的废盐酸中提

取氧化铁制成永磁材料，再提纯盐酸销售给新日铁八幡厂，

为新日铁八幡厂实现酸再生；而新日铁与最先具备氯化铁再

生处理工艺的入江公司合作，由其处理钢渣及废液，并从中

提取出铁、镍、铜等有用物质再生为氯化铁（II）和氯化铁

（III）。

3 河北钢铁产业绿色发展建议

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的报告，目前国际市场上的粗钢中

大概有 50% 来源于中国钢铁企业。生铁、粗钢、钢材各项

产量基本占全国 1/4 的河北钢铁产业，如何不再以高昂的环

境成本为代价去创造经济效益，是产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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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本着互学互鉴的原则，通过前述日本钢铁业绿色发展的

做法，河北钢铁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快推动绿色发展

进程。

3.1 实施绿色引领战略，加强政府和民众监督
省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引导企业严格遵守贯彻与环

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将环保当作战略发展的一项核心内

容，从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管控。政府还应率先建成一

批节能环保示范企业，并奖励环境举报以调动民众的积极

性，督促企业主动接受来自社会各界和民众的监督，及时公

布污染物排放实时监测数据，让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大力推动钢铁企业贯彻执行行业和企业标准，并在生

产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积极寻求与国际对接，为生产、出

口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绿色”优质钢材产品创造条件。

3.2 通过优化企业结构和持续压减产能减少污染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2015 年下发了相关

文件，指出要进一步加快中国钢铁产业的资源整合度，预计

到 2025 年，在国内构建形成数家在国际市场具有较高影响

力与竞争力的企业 [7]。河北虽然有世界知名的行业巨头河北

钢铁集团，但是 90% 以上却是中小型钢铁企业，而且民营

中小企业占比较高，分布又比较分散，企业集中度低，不能

充分发挥规模的经济性。因此，河北应推动钢铁企业间的再

编与整合，兼并重组或彻底关停产能规模小且设备落后的中

小企业，遏制钢铁企业的盲目扩张和不良竞争，不断调整与

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而实现产业集中度和整体实力的提

升。在此基础上，还要制定明确的年度产能压减目标，淘汰

落后产能，并严格督查问责，确保把持续压减产能落到实处，

为化解本省乃至全国的钢铁过剩产能和减少污染排放实现

实质性突破。

3.3 加强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提升设备水平
河北是钢铁大省，却非钢铁强省，与国际上的先进水

平相比，钢铁企业的技术和装备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产品

竞争力也并不高。钢铁企业首先要摆脱单纯的引进和简单的

模仿，应当在参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钢铁公司有关经验的前

提下，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比重，不断

健全技术革新体系，优化创新力，增加附加值大、技术成分

高的高档产品占比。此外，如同日本制铁集团的做法，企业

要为实现经济效益和产业绿色发展作出必要的投入和担当。

河北大部分中小钢铁企业技术水平低，环保投资少，在生产

运行过程中必然会排放大量害物质。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

入，各钢铁企业在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方面应进行持续的资

金投入以保证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及配套环保

设备的优化升级，淘汰落后装备，提升大型化、高技术化的

专业装备的普及率，通过源头治理有效推进节能减排。

3.4 利用京津冀协同优势积极开展横向联合和多种

协作
一方面，为提高竞争力，钢铁企业应积极开展业界横

向协作，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区位优势，及时吸收

引进京津的研发成果，加快成果转化。在这个过程中，还应

当注重促进产业链中不同企业间的协作互助，在新品开发和

运用上投入更多资源，拓展高档产品的运用领域，优化钢材

产品的使用效率，助推钢铁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环保

与减量。另一方面，企业还应在业内积极引入环保单位共同

协作，让环保单位参与钢铁生产过程的环境管理和监控，这

样不仅能够有效促进节能减排，还能促使环保单位开展更多

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创造更大的实效性和社会价值，二者互

为依托实现共赢。

3.5 依托“一带一路”调整产业布局，努力“走出去”
近年来，河北钢铁企业实施本地化扩张后范围正逐步

扩大。在唐山、邯郸、石家庄、邢台等建有钢铁企业的城市，

很多企业被规模化发展的城市包围，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

料、产品运输以及污染物排放，与城市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矛

盾。在国际钢材市场需求量大幅增长的背景下，河北钢铁业

应调整与优化产业格局，引导企业制定搬迁规划，往沿海临

港等具备资源优势的区域聚集，或搬迁到海外建厂，这样更

加便于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提高企业及其产品在全球的

竞争优势。事实上，河北一些钢铁企业已到中东欧、南非、

印尼等国家布局建厂。伴随“一带一路”的快速推进和深入

实施，钢铁产业向海外转移的通道会更加畅通。钢铁企业“走

出去”，这既是河北钢铁产业适应新常态发展的需要，也是

抓住“一带一路”国际化市场机遇破解产能过剩和加快绿色

发展的最佳选择。

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河北钢铁产业一定可以

更好地适应市场及环境的变化趋势，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绿

色发展之路，从钢铁大省发展成钢铁强省，在“一带一路”

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经济推动作用，作出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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