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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境：钢铁大国竟造不出圆珠笔尖 

钢铁大国居然造不出用于圆珠笔头的笔尖钢? 这个曾经从民众到总理

被广泛热议的话题，也将钢铁这个似乎离日常生活很远的重工行业带入了

普通人的视野。长期以来，中国笔尖钢市场被国外产品垄断，价格居高不

下。可喜的是，太钢最终取得攻关突破，成功实现了笔珠用钢的国产化。

不过，中国要想成为钢铁强国，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钢铁大国：粗钢产量世界第一的纪录至今已经保持

22 年，2018 年粗钢产量更是首次突破 9 亿吨，同时行业经营效益大幅提

升，重点钢铁企业总利润同比增加高达 70%以上。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工

业领域还是民用领域，我们的钢材产品质量与世界领先企业都还存在显著

差距，很多高端钢材产品依赖进口。如在高端机械加工（如磨具钢、轴承、

锯片）、高端民用消费（如厨房制品，剃须刀片等）等领域，进口产品仍占

重要份额。当然，在近些年的市场发展历程中，企业也越来越强烈地感知

到，产品质量在客户购买决策中的权重不断提高。未来，质量差异化有望

成为企业争夺市场份额和利润的有力筹码。 

我们发现国内钢铁市场存在以下重要现象和趋势： 

三大痛点制约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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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一：有限的标准无法满足用户无限的差异化需求 

生产的质量标准和用户的需求通常难以达到完全匹配。钢铁生产企业

一般根据有限的质量标准生产产品，但用户的质量需求却千差万别，而且

是动态变化的。质量管理中有个词叫“质量异议”，通俗来说就是供货和

用货双方在交付产品的质量上并未达成一致。例如，在某钢铁企业质量转

型项目中，我们深入剖析了某个质量异议问题，发现原来个中缘由非常简

单：所有钢卷在出厂性能检测中都符合制造标准，但在用户的冲压过程出

现了批量开裂，原因是用户改进生产工艺而导致实际要求的质量标准提高，

企业原先的供货标准已经不满足要求，是一次典型的双方标准错配、“合

标不合用”质量问题。 

痛点二：局部改善无法弥补体系薄弱 

钢铁制造属于多变量的长流程生产，产品质量受流程中每个环节和每

个变量的影响。某钢铁企业立足各个质量改善点开展技术攻关，却收效甚

微：有时耐火材料质量不合格导致夹杂类缺陷爆发，又有时轧辊材质有问

题导致表面类缺陷增多。如果以“救火”的心态实施质量管理，最终往往

还是被质量问题牵着鼻子走。尽管如此，只关注局部改善而忽视质量体系

建设，恰恰是当前绝大多数钢铁企业的习惯做法。 

痛点三：寻求长期利益却难舍短期利益 

质量提升需要有投入，包括局部工序成本的上升，甚至前期牺牲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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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量。但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企业经营决策者很难下决心取舍，

导致工作推进上患得患失，自然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某钢铁企业

为生产特种钢，工艺件消耗上升了约 15%，采购单价也小幅上升，但这些

都是开发高规格产品必要的投入。 

破局：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全面质量管理抓手 

钢铁是典型强周期行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以用户为中

心，寻求产品差异化和质量精细化管理上的转变和突破。针对当前行业和

企业的主要痛点，我们归纳总结了行业最佳实践案例，期望能开拓思路，

助力钢铁企业高质量转型。 

识别用户的真实需求 

 “用户现场”将是未来钢铁企业创造价值的最关键场景。根据用户的

不同要求制定差异化的生产标准才应是企业追求和遵循的法则，也才能体

现出市场竞争力。这一点已在国内一些顶级钢厂的做法中得到验证：许多

汽车、硅钢领域的高端用户高度认同某些领先企业的企业标准，并且愿意

为这些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用户将越来越关注钢铁企业的服务水平。当下钢铁企业往往只关注交

付能力，没有理解到后续服务的同等重要性。在汽车行业，当产品出现质

量问题，用户最关注的不是损失赔偿金额，而是材料供应商对问题响应的

及时性、根因分析和彻底解决方案的可信性。服务水平成为用户继续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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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重要依据。 

“质量门”工具助力质管体系建设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钢铁生产各道工序的过程质量控制都会对成品质

量产生影响，但大多数企业的质量转型着眼点很多而全面改善甚微。体系

化工作通常需要长远规划，结合企业实际有序实施，并逐步提升人员能力。 

在麦肯锡看来，引入 “质量门”管理工具，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有效建

立全面协同的质量管控。“质量门”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上工序的质量

符合下工序要求，“质量门”打开，上工序在制品通过并流入下工序继续

生产，否则“质量门”关闭。每一扇“质量门”都是对工序系列管理举措

的检验。 

“质量门”实际应用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团队、生产团队、质量团队

需要共同梳理及定义出具体生产线的过程关键控制点、设备参数，以及管

理制度和规范变更流程，形成质量判断的重要依据。在“质量门”执行过

程中，各个工序必须对本工序完全负责，确保最终只有合格产品流入下道

工序。以优特钢热轧产品生产为例，炼钢、探伤修磨和轧钢三个工序都应

有相对应的“质量门”管理工具。 

在某客户案例中，引入“质量门”工具后，炼钢环节夹杂类问题减少

70%， 连铸环节坯料问题减少80%，轧钢环节裂纹等问题减少70%~90%，

几类高端产品质量合格率在 3个月内从原先的 50%~85%均提升至 9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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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图一：质量门管理体系概述 

 

大数据提升质量管理效果和效率 

我们还看到了大数据分析在钢铁企业的质量管理中有了更多应用，如

通过过程参数建模分析预判质量、动态优化成分控制模型等。典型应用案

例包括在线钢坯质量快速识别系统、炼钢合金投加优化模型等。借助大数

据分析工具，生产现场可将质量风险管理大幅前置，提高反应速度。 

在实际案例中，某钢铁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解决了热钢坯表面质量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