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School of  Management HIT 

2017-11 教授观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School of  Management HIT 

地址：中国·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街 13 号  

Add：No.13, Fayuan St. Nangang Dist, Harbin, P.R.China 

电话：86-451-86414009  

TEL：86-451-86414009 

 

 

 

 

 

 

 

 

   

 

 

钢是国家物质财富积累的重要支撑，在国家工业化演进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钢消费国，大量的钢以实物产品的形式在其生命周期内迅速蓄积于中国社会经济系

统之中，并服务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对国家工业化演进过程中钢消费、蓄积和退役规律进

行预测，能够为产业政策、资源战略和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钢的可持续使用提供指导。 

本研究以中国的钢社会蓄积量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国家层面上 2014—2100 年钢的消费、蓄积和

退役情况进行预测，以期深入挖掘国家工业化演进过程中钢消费、蓄积与退役的内在规律，定量解

析未来钢的社会流动过程。 

研究利用动态物质流分析方法，对 2014—2100 年中国国家层面的钢使用规律进行了预测。研究

发现，2014 年以后中国人均钢存量会先快速增长，然后于 2035 年以后达到饱和；中国未来钢总存

量会先快速上升，在人均钢存量饱和以后，钢总存量会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而下降。2014 年以后，

钢的退役量会先逐渐增加，然后在 2035 年以后超过钢的消费量，并于钢消费峰值出现的 30 年后达

到最大值。钢消费量将在 2015 年左右达到峰值，峰值数值会在 6.6—10 亿 t 之间。 

通过对不同经济增长和人均钢存量饱和情景下钢使用规律的预测可知，在未来的 30—50 年中，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将出现钢消费量达到峰值、钢退役产品不断增多、人

均钢存量饱和等情况，这些情况将会对未来钢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提出巨大的挑战。鉴于此，有如下

几点建议： 

（1）掌握钢消费规律，应对即将到来的消费峰值。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钢消费量将在 2015 年

左右达到峰值。在钢消费峰值出现以前，中国钢消费量迅速攀升，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而在 21 世

纪的后半期，中国将会出现一个稳定的消费情景，该时期的钢消费数量会远远低于钢消费峰值。因

此，在消费峰值到来前，中国仍需要大量的钢，以满足社会物质建设的需要，但与未来消费情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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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中国应在 2015 年以前做好减产准备，关闭落后产能，降低钢生产量，

使其适应未来的钢消费水平。 

（2）提高退役钢的处理能力，加强循环技术研究，实现资源解耦。中国钢的强消费活动导致钢

的退役量急剧增长，以实物产品形式退役的钢是未来钢铁生产的潜在原料，而当前现有的技术不能

充分地处理所有可用的钢退役产品。随着钢退役量的大幅增加，如何充分处理并利用二次钢资源是

当前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因此，为了应对 2035 年以后出现的钢退役繁荣时期，在未来的 20 年到

30 年中，应重新认识钢铁工业的发展重点，加强钢二次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投资，加大循环技术研发

力度，充分地处理和利用国内钢退役资源，使钢二次资源能够在数量和品质上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 

21 世纪 40 年代以后，钢退役量将超过钢消费量。从数量上讲，国内退役的钢能够满足同年钢

的消费需求，这使得闭合钢循环的形成成为了可能。而 21 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稳定的钢退役高产时期，

为中国实现节能减排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使用钢二次资源能够显著降低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耗，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 

（3）开拓国际钢铁市场，与初级工业化国家进行产业联合。中国人均钢存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

演进而不断增长，并最终达到饱和，钢存量的演进模式与钢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息息相关。一些

初级工业化国家（如印度）的人均钢存量水平还非常低，钢退役产品的循环潜力很小，此类国家会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按照人均钢存量的演进规律追赶其他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是中国过剩

产能的潜在消费者。因此，在已知中国未来钢需求量的情况下，可以开拓国际钢铁市场，向初级工

业化国家出口含钢产品，处理中国过剩的一次或二次钢，减轻中国钢铁工业的压力。从长期来看，

人均钢存量的饱和将会完全改变中国钢铁工业的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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