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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协同优布局 再造竞争新优势
（上接第一版）差异化品种优势的建立需要技术

创新来支撑。为此，太钢将始终保持好行业领先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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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铁矿资源优势要发挥好，加快构建不锈钢
全产业链运营优势。“特别是不锈钢生产所需的关键
镍、铬原料资源，要通过合作等多种方式加快布局、建
设，确保关键矿产资源获取与保供安全经济、自主可
控。”盛更红强调。

太钢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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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绿色低碳发展要不动摇、不歇脚、不松劲，
树立太钢绿色低碳产品的品牌形象。作为“环保优等
生”的太钢（国家首批绿色工厂和钢铁行业环保绩效
A级企业），于2022年底，自我加压，在全行业率先实
现焦化、烧结工序“超超低”排放。

关于未来的发展，盛更红表示，太钢将加快重点
工序“超超低”排放改造，推动环保绩效由优秀向卓越
迈进。“太钢还将积极贯彻国家‘双碳’战略，加快推进
太钢钢铁制造全流程、全工序、全要素的低碳化，力争
今年底实现碳达峰。同时大力拓展低碳钢铁产品应
用。”盛更红表示，太钢有着绿色低碳发展的坚定决心。

第四，要加快培育数智化新优势，以智慧制造赋
能、加速公司高质量发展。盛更红代表介绍，过去两
年，太钢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方面做了很多“补课”和追
赶的工作。“今年，我们将聚焦服务‘集中一贯’管理理
念落地，加快推动数智技术与钢铁制造深度融合，一
体推进‘四三二一’（即‘四个一律’‘三跨融合’‘二个
中心’‘一个大脑’）智慧制造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生产
经营全过程、全流程、全要素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
他这样分享道。

盛更红强调，特别是要大力推动数据赋能，做好
数据应用和数据穿透，建立数据资产治理体系，借助
智能制造与大数据技术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逐步完
成从业务在线化、业务数据化到数据业务化的转型升
级，为实现管理目标由“以产量为主”向“以用户和品
种为核心”的转变提供数据支撑。

聚焦成本、效率、活力对标找差
形成战斗力、竞争力和效益

2月15日，盛更红在太钢集团十九届二次、太钢
不锈四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上强调，2023年要进一步
做好对标找差和创新工作，在自我革命中重塑自己。

“在行业处于下行周期的背景下，对标找差是太
钢应对当下钢铁行业严峻形势、赢得竞争空间的重要
手段。”盛更红表明了在此时大力开展对标找差的核
心原因。

据介绍，2022年，太钢重点解决了企业“对标不找
差”的问题，通过科学的体系对标，找到了差距和不
足；2023年，太钢将重点聚焦“成本、效率、活力”方面
找到的差距和短板，通过持续对标找差，来实现快速
的改善提升，进一步挖掘释放太钢成本和效率潜力。

“这3个方面，也是国企相对于民营企业的短板。”盛更
红强调。

一是成本。太钢要在对标基础上形成一体化的
思考逻辑和模型，通过推进算账经营，优化系统成本，
改变高成本体质，提升成本竞争力。

二是效率。讲成本一定绕不开效率；要满足市场
竞争的需要，也必然要有高的效率来保证。“高效率的
体现，就是设备极致能力的发挥和工艺技术的稳定，
这需要专业管理部门业务流程设计的简单高效，以及
体系和系统的高效运行来支撑。”盛更红表示。

三是活力。只有更好地增强组织和员工的活力，
才能提高对标工作的主动性和对标改进的效率。“要
激发组织和员工的活力，就一定要优化分配和激励机
制。”盛更红提出。

盛更红表示：“通过聚焦这3个方面，太钢将致力
于把对标找差改进提升融入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
程，形成闭环式、常态化对标改进工作机制，形成战
斗力、竞争力和实实在在的效益。”

协同效益显现
未来要形成总部“主建”、基地“主战”模式

太钢自加入中国宝武的两年多来，立足“中国宝
武不锈钢专业化平台公司”定位，战略上更加聚焦不
锈钢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太原总部+四个沿海基地
（即宝钢德盛、太钢鑫海、宁波宝新、太钢天管）”的不
锈钢产业布局。

盛更红表示，太钢在产业空间布局上迈出大步
子，走出了山西，走向了全国，并积极开展全球布局。

“通过‘一总部多基地’的协同运作，太钢不仅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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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通过在采购、营销、制造、研发方
面加强协同，两年来已实现协同效益36.5亿元。”他分
享道。

不过，这一模式也对太钢的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盛更红坦言：“太钢已初步建立起‘一总部多基
地’矩阵式管控模式，但还尚未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高效管理体系。”

下一步，太钢将强化总部一体化管理、基地一贯
管理，形成总部“主建”、基地“主战”的运营模式；同
时，将聚焦集团管控能力提升，深入推进“经营、运行、
营销、采购、研发”五大中心建设，优化完善“一总部多
基地”矩阵式管控架构。

具体来看，太钢经营中心将聚焦高效总部建设，
立足机制创新，强化管控体系和体系规则建设，加快
形成与发展速度匹配的体系能力。运行中心将持续
优化运行管控模式，加快推进安全、环保的一体化管
理，重点发挥工序支持室跨基地、跨产线协同组织能

力，聚焦工序能力建设，推进对标优化和管理提升，助
力各制造工序科学、有序、经济、高效运行。营销中心
将按照资源、价格、渠道、客户、互供料“五统一”的原
则加快体系建设。采购中心将加快构建灵活、高效、
廉洁的采购体系，推进制度、供应商、预算、策略、模
式、流程“六统一”。研发中心将按照研发集中统一管
理、科技分级的模式，加快以不锈钢研发为核心的一
体化研发平台建设，强力支撑各基地产品和技术高效
研发。

“通过‘一总部多基地’管控体系建设和实施，太
钢将最终实现优势互补、协同运作、高效运营，创造和
分享更大协同价值。”盛更红表示。

太钢3个项目入选“基石计划”
产业链布局正持续优化

“关于不锈钢行业形势，我的总体看法是，不锈
钢领域的竞争激烈程度是超过碳钢的，国内不锈钢
产业链和供应链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盛更红
表示。

他分析道，不锈钢行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多一
些。在原料端，近年来，印尼进一步严控镍矿及初级
镍产品出口，国内不锈钢企业镍资源获取难度将进一
步加大；在产品端，国内不锈钢企业市场空间日益受
印尼地区低成本不锈钢挤占，对国内不锈钢企业经营
效益冲击很大。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加快落实两大产业发展
计划（“基石计划”“以推广钢结构住宅为主的钢铁材
料应用拓展计划”），我认为非常及时和必要，对行业
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盛更红认为。

拿“基石计划”来说，自2022年3月份“基石计划”
启动以来，在国家部委和各地政府的推动下，取得了
实质性进展。“截至目前，太钢有3个项目入选‘基石计
划’。”盛更红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下一步，我们
将积极推进产业链上游资源领域布局和建设，确保关
键矿产资源获取与保供安全经济、自主可控。”

一方面，太钢将加快实施既定铁矿山及辅料矿山
可持续发展项目，加强山西及周边区域矿业生态圈建
设，持续提升矿山生产能力和效率，为钢铁主业发展
提供坚实资源保障；另一方面，将加速国际化进程，加
快推进既定海外资源项目落地实施，夯实铬、镍资源
安全保障基础。

对于推广钢结构建筑计划，不锈钢具有高强耐
蚀、绿色低碳、可百分之百回收利用的优点，是钢结构
及建筑维护系统的首选材料。据介绍，经两年的推
广，太钢建筑用不锈钢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大型高端公
共建筑、工业、厂房、民居建筑等领域。

“下一步，太钢将积极建议钢协联合住建部、相关
行业协会、设计院等部门，组织相关会议及学术研讨，
将建筑用不锈钢系统化纳入现行标准或制定新标准，
以更好推广、引导和支持TJ系列、TES系列、护栏板
用等建筑不锈钢的发展应用。”盛更红分享了未来针
对下游的发展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