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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协科„2024‟68 号 

 

关于商请提供《中国钢铁企业研究院院长 

上海共识》进展案例的函 
 

各有关单位：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提出的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员令，2022 年 9 月 28 日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组织召开部分钢铁企业研究院院长座谈会，联合签署并

共同发布《中国钢铁企业研究院院长上海共识》（以下简称

“上海共识”），提出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加大应用

基础研究力度，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2023 年 10 月 30 日，为了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全面实施党

的二十大精神，钢协在辽宁鞍山组织召开研究院院长座谈

会，对“上海共识”进行了细化和完善，针对新挑战和新趋

势制定了更具操作性的实施路径，并提供了详尽的指导方针

和行动计划，旨在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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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共识发布以来，钢铁行业按照共识精神，围绕科技创

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为总结创新经验，谋划下一步行业科

技创新工作重点，请贵单位提供 2024 年围绕共识 9 大要点

开展的相关工作案例，案例应具体到某一要点（要点详见附

件），每个案例约 500 字。有关案例材料请于 12 月 23 日前

发送至联系人邮箱，感谢支持！ 

联系邮箱：gxpzjsc@163.com 

联 系 人：宋  涛 18004146566 

          毛明涛 18046511210 

  李  煜 15101010554 

         

 附件：中国钢铁企业研究院院长上海共识（修订版）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科技环保部 

                             2024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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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钢铁企业研究院院长上海共识 

（修订版） 

 

一、使命共识：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战略 

（1）聚焦钢铁材料升级，支撑下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

持续推动钢铁产品提质升级，以“高强度、长寿命、高功效”为

导向，强化供给侧改革，为市场提供更好的钢材。开发优质钢材

支撑国家能源低碳转型，支持核电、水电、风电、光伏、输变电

等领域建设。我们将致力于推动建筑、交通、家电等下游行业用

钢标准升级，引导高性能钢铁产品推广应用。 

（2）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材料供应瓶颈。面向高铁、

极端环境船舶、重大装备等国家战略需求，重点发展高品质特殊

钢、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核心基础零部件用钢等小批量、多品

种关键钢材，创新一批“专精特新”产品，在关键核心制造技术

方面实现突破，有力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推进钢铁产业智能化转型，创建数字化钢铁企业。加快

融入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推进 5G、工业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

在钢铁行业的应用。在矿山开采、钢铁生产领域实现一批智能制

造关键共性技术突破；聚焦制造产线智能化、设备运维智能化，

在智能软硬件技术领域，培育一批技术推广应用场景。我们将积

极开展智能制造示范推广，打造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二、责任共识：坚持绿色发展，绘就碧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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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实现绿色制造，打造低碳钢厂。落实国家碳达峰碳

中和决策部署，实现低碳转型，钢铁行业责无旁贷。我们一致承

诺加大投入研发绿色低碳关键核心技术，探索零碳钢生产新工

艺，加速建设一批示范项目，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

低碳冶金工艺技术和装备，助力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如期实现。 

（5）积极实现与环境和谐共生，打造绿色工厂。我们一致承

诺，全面推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快推进钢铁企业清洁生

产。努力建设清洁生产环境友好型钢厂，共建城市亮丽风景线。

积极推进钢铁与建筑、电力、化工、有色等产业耦合发展，提高

钢渣等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大力推进企业综合废水、城市生

活污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 

（6）实现更高水平制造绿色，助力全社会低碳转型。我们将

进一步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制造、应用成本，面向行业推广最佳可

用技术、最短生产流程和最短业务流程，推动“因地制宜、热尽

其用”，推进直装直轧等工艺路径优化及全流程极致能效，实现

消耗更少资源，制造更高性能钢铁材料。树立全生命周期理念，

推动钢铁行业 EPD 平台建设，制定中国绿钢标准，促进全社会

使用更加低碳的钢铁材料。 

三、合作共识：加强协同创新，共建原创技术策源地 

（7）我们一致倡导全行业协同，建立“产学研用”合作。共

同开展重大工艺创新，围绕低碳冶金、智慧工厂、节能环保等关

键共性技术，加大创新力度。我们将大力推动钢铁企业与合作伙

伴构建战略合作关系，重点围绕“碳中和”前沿性、颠覆性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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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建设开放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体系、资源开发和供应体

系。 

（8）我们一致倡导产业链协同，挖掘合作的价值。建立健全

关键领域钢铁新材料上下游合作机制，共同促进材料开发和市场

应用的有机衔接。我们一致认为应发挥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

作用，搭建重点领域产业联盟，对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材料的设计

开发、装备制造、服役性能评价等开展材料国产化及应用技术研

究，建设国产材料制造与应用综合数据体系，打通创新链价值链，

争创国家级创新平台。 

（9）我们一致倡导国际协同，通过合作实现共同进步。形成

自主、开放、面向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国际合作创新生态，加

大开源合作生态及体制机制建设，加快从跟随创新向原始创新的

转变，同时向世界钢铁新兴国家分享中国先进技术。我们一致倡

导在世界范围内加大企业科技领军人才交流、合作和培养，引导

高端创新人才向钢铁行业集聚，聚天下英才，为中国及世界钢铁

的技术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