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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垄断——

大钢厂瞄准小零件

圆珠笔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物品，可就在几
年前，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20余万名从业
人员、年产400多亿支圆珠笔的中国，在核心原
材料笔尖钢上曾长期依赖进口。

人们不禁诧异，中国连火箭卫星、飞机高铁
都国产化了，老百姓日常用的圆珠笔原材料还得
靠进口，这小小的笔尖能有多难？

据了解，圆珠笔头主要由球珠和球座体两部
分组成。球珠一般用碳化钨材料制作，中国能造，
还大量出口。但托举这颗小球珠的球座体，就是
我们常说的“笔尖钢”，中国长期无法自主生产。

“别看它不起眼，但作为一种特殊钢材，笔
尖钢生产需要20多道工序，球座体表面粗糙度
和内部5条引导墨水沟槽加工精度达微米级，球
座体最顶端的内孔直径要控制在0.3到0.4毫米之
间。”青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勇伟告诉
记者“笔尖”何以成为难题。

近几年，随着国内钢铁企业攻关力度加大，
“笔尖难题”被突破，青拓并非国内首家，但其
研发的笔尖钢率先提升了产品的环保性能。

“为保证产品易切削，以保护制笔企业生产设
备，笔尖钢制造过程中会添加铅、铋等元素，但由
于圆珠笔接触人体，这些元素可能会危害健康，因
此我们从一开始就瞄着环保、无害做研发，最终成
功用锡替代了铅和铋。”孙勇伟说。

在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
锈钢分公司展览馆，一把剃须刀静静躺在展柜
里，诉说着中国不锈钢行业攻坚克难的创新故
事。与笔尖钢一样，剃须刀用不锈钢也一度依
赖进口。

“剃须刀刀身厚度不超过1毫米，刀刃更是
达到纳米级。”酒钢集团宏兴股份不锈钢分公司负
责人马国财介绍，任何毫米级的夹杂物都可能造
成崩刃甚至锈蚀，影响初始锋利度，还会使产品
舒适度大打折扣，这就要求原材料必须具备超高

的纯净度和加工韧性以及较强的耐腐蚀性。另
外，剃须刀用钢碳含量高，工艺极难把控，生产
中漏钢、断带、边裂等问题不断考验着技术和生
产团队。

依靠企业多年积累的马氏体不锈钢开发技术
储备，历经两年多艰苦攻关，酒钢不锈钢团队研
发的超高碳马氏体不锈钢6Cr13问世，一举打破
高端剃须刀用不锈钢依赖进口的局面。

中国不锈钢年产量达数千万吨，钢铁产量超
10亿吨，但像笔尖钢、剃须刀不锈钢等一度被“卡
脖子”。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秘书长刘艳
平说：“一些军工、核电等特种不锈钢，其技术突破
也是建立在民用特种钢材的技术积累之上，如果
不掌握核心技术，迟早受制于人。”

企业转型——

从“大路货”迈向“高精尖”

破垄断、填空白固然令人欣喜，但对企业
来说这笔投入是否值得？毕竟研发成本动辄上
千万元。

“这类产品有些用量不高，但都属于高附加
值特种不锈钢材。比如剃须刀不锈钢，国内只有
2000 吨左右的市场需求，吨利润却能达到数千
元，远高于普碳钢。”刘艳平说。

来自企业的声音证实了这一点。“中国不锈
钢市场竞争已十分激烈。地处大西北的酒钢宏
兴，由于物流、产能等多方面因素，与中东部地
区钢铁大企业相比没什么优势。”马国财说，“调
整产品结构，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开发和生产适
销对路、高附加值的新产品，推动‘大路货’向

‘高精尖’迈进，成为我们的必由之路。”
去年，酒钢宏兴投入科技经费27.3亿元，开

展科技项目139项，新增专利受理261件，科技
成果转化率近70%。“公司实现马氏体、双相不
锈钢产品的全系列供货，市场占有率超30%，高
端刀具用马氏体不锈钢、建筑装饰用超纯铁素体
不锈钢等多个钢种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科技
创新中不断提升品牌力，擦亮了酒钢产品的金字

招牌。”马国财说。
以生产高端产品为契机，带动公司转向高质

量发展，这与青拓集团发展方向不谋而合。“以
前我们的产品中，普通钢材比重高，高精尖产品
少，研发笔尖钢彰显了公司扭转这一局面的决
心，青拓要覆盖不锈钢领域每个钢种，尤其是高
端产品领域。”孙勇伟说，“在攻克笔尖钢过程中，
工艺精度、技术水平都得到极大提升，团队协作
能力也得到充分锻炼，这为企业转型奠定了坚实
基础。”

天津冶金集团天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
家 2019 年才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在该
公司上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车间里，技术中
心主任张泽指着打包好的银白色不锈钢卷板
说，“这就是‘手撕钢’，厚度只有 A4 纸的一
半，0.03 毫米，柔韧性、耐腐蚀性强，在新能
源锂电池、折叠手机、电脑屏幕金属外框、军
工航天等新兴领域、高端产品上有诸多应用。
我们已稳定量产 0.02 毫米‘手撕钢’，目前正向
0.015毫米迈进。”

混改以来，天材科技给了一线员工更大自主
权，鼓励大家参与技术和产品研发。张泽从那时
起将目光瞄准前沿产品“手撕钢”。“我们的设备并
不落后，怎么就造不出‘手撕钢’呢？”凭着这股不
服输的劲头，他和同事们一边保证正常生产，一
边利用工余时间搞创新。从0.08毫米做起，0.07
毫米、0.05毫米、0.03毫米，直至稳定量产0.02
毫米“手撕钢”，“厚度每降一个规格，难度成倍
增长，利润也大幅增加。”张泽说。这个名叫精
密带材制造部的生产车间，每年产出全公司近九
成的产值与利润。

撬动市场——

国产特钢有待更进一步

产品价值并非全由厚度决定，用张泽的话
说，“西瓜也能比榴莲贵，无籽、甜度高、口感
好的西瓜就能卖出高价”。“一款客户定制的0.07
毫米‘手撕钢’，对钢材平整度要求十分苛刻，钢

材下不能塞进A4纸，这种产品吨售价达10万元
左右，与0.03毫米‘手撕钢’价格相近。”张泽说，
这源于公司的深度定制能力。由于“手撕钢”大多
应用于新兴产业，下游需求与上游制造能力之间
可能存在错位。产品必须与市场深度结合，上下
游充分协作才能形成合力、提高效率。

新入局者在走向市场时难免遇到认可度的问
题。“工业品尤其如此，下游企业看到我们的产
品没有使用记录，就会有疑虑。打开市场的过程
没有捷径，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分析才会把产品
交给下游试用，同时把销售体系和研发体系紧密
结合，让技术人员靠近市场做产品服务，打消客
户疑虑。”马国财说。从产品研发成功到取得客
户信任只用了几个月时间，但实际上打开市场的
第一步从产品立项起就已迈出，并贯穿产品研发
始终。

如今，酒钢宏兴剃须刀不锈钢成功替代进口
材料，应用于小米、奔腾、飞科、飞利浦等剃须
刀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八成左右，具备与国
外先进企业掰手腕的技术能力，也意味着酒钢高
附加值产品占领国内市场能力大幅提升。

“开拓市场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青拓集
团研究院长材开发部部长奚飞飞深有同感。青拓
的办法是把自家产品和进口产品混在一起，由制
笔企业进行盲测。第一批产品在切削性能上还有
差距，但到第二批、第三批，随着生产工艺不断
改进、完善，差距被逐渐弥补。

“从市场反馈来看，青拓生产的圆珠笔书写
出墨量稳定，耐腐蚀和耐磨性能良好，总体质量
处于国内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青拓笔尖钢
已占据当前国内30%左右的市场，我们的目标是
国内市场份额的八成以上，这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但前景光明。”孙勇伟信心满满。

刘艳平认为，客观地说，在特种钢材的不少
细分领域，中国企业和国外“隐形冠军”还有技
术差距，作为追赶者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从踮
着脚摘取低处的果实做起，才能逐渐掌握突破更
尖端产品的能力。中国企业已经在不少“卡脖子”
领域开了好头，上下游还需凭着匠心与恒心，去
开创中国钢铁行业的光明前途。

“百炼钢”化作“绕指柔”，薄如蝉翼的
“手撕钢”为航空航天、高端电子制造保驾
护航；镀锌工序加装黑色耐指纹膜，使家电
面板表面光亮、不留指纹，供给突破创造全
新需求；加工精度比头发丝还细的“笔尖
钢”，让圆珠笔尖用上中国造……近年来，
国产特种钢产品从“跟跑”向“领跑”加速转
变，折射出中国钢铁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

回望中国钢铁产业变迁，从生产平平
无奇的“大路货”到制造高端先进的“俏尖
货”，这正是结构转型和艰苦创新反复淬炼
的结果。

“刮骨疗伤”去产能，为钢铁业“浴火重
生”创造新机。为摆脱亏损阴霾，中国钢铁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实施了世界钢铁发展史
上最大规模的产能更新计划。“十三五”期

间，累计压减钢铁产能 1.7 亿吨，取缔超 1.4
亿吨“地条钢”。“僵尸企业”和落后产能应退
尽退，让优势产能得以充分发挥，为企业
搞研发、促转型提供了本钱和底气。过去5
年，中信特钢研发费用达到销售收入的近
3%，宝武马钢研发投入率从2017年的1%提
升到去年的近4%，通过加大技术投入，优
化工艺流程，实现研发突破，为促成一项
项创新成果、冲破一次次技术垄断打下坚
实物质基础。

“苦练内功”谋创新，让钢铁业走上新
路。无论是“补短板”打破国外垄断的“手撕
钢”，还是“填空白”刷新世界纪录的缆索钢，
背后都是企业“十年磨一剑”的默默坚守。
为成功叩开0.02毫米不锈钢箔材的大门，太
钢技术团队历经10余年攻关，先后进行700
多次试验，攻克170多个设备难题、450多个
工艺难题；从研发到下线历时数年，中信特
钢啃下“缆索钢”这个硬骨头，一根钢丝能拉
起5辆小汽车，创下世界最高强度纪录……

一代代中国产业人、科技人耐住寂寞、潜心
研发，助力钢企焕发全新产业竞争力的同
时，更让钢铁业告别粗放发展的老路，大踏
步迈上创新发展的新路。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钢铁工业是国民
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近年来，通过与高
铁、家电、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紧密合作，
国产特钢的品种更多、性能更强、市场更
广。未来，钢企仍需加大投入、补齐短
板，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为提升产业

国际竞争力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添薪蓄力。

立足新发展阶段，钢铁业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路线图”已然清晰。前不久，《关
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印发，明确提出力争到 2025 年，钢铁工业
基本形成布局结构合理、资源供应稳定、
技术装备先进、质量品牌突出、智能化水
平高、全球竞争力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
高质量发展格局。期待雄踞世界钢铁业

“半壁江山”的中国钢铁工业能奋发不懈，
再上发展新台阶。

奋发不懈，百炼成钢
韩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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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飞机火箭、船舶汽

车，小到剃须刀、圆珠笔，其

生产制造都离不开性能各异的

特种钢材。特种钢种类繁多，

用途广泛，是衡量一个国家钢

铁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中国是钢铁产能和消费大国，

但“大路货”多、“高精尖”少的

局面曾长期存在。一边是产能

过剩，一边又不得不进口国外

的高价钢。

近年来，面对生存压力和

“卡脖子”难题，中国钢铁企业

吹响转型号角，高附加值钢材

攻关结出累累硕果，在不少领

域成功替代进口材料。从“卡

脖子”到“掰腕子”，国产特种钢

是怎样“炼”成的？
天材科技技术人员在观察轧制中的“手撕钢”表面质量。

受访企业供图
天材科技技术人员在观察轧制中的“手撕钢”表面质量。

受访企业供图
青拓实业股份公司笔尖钢生产车间一瞥。

受访企业供图

▶河北承德积极发展
钒钛特种钢产业，引导特
种钢制造智能化发展，实
现特种钢材生产自动化把
控，提升产品品质。图为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无缝钢管厂生产车间。

王立群摄（新华社发）

◀甘肃酒钢集团不锈
钢团队在监测剃须刀用不
锈钢生产情况。

受访企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