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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钢铁市场波动频繁、大规模整合并购持续发生、环保安全压力

日趋加重的大背景下，是否应该转型已经不是问题，如何转型才是大量钢

铁企业面临的挑战。 

钢铁行业数字化：表面落后，实则潜力巨大 

全球工业正经历一场由传统制造转向数字化智能制造的变革，三方因

素促成了这一转型：一是市场需求的改变催生新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二是

数字化驱动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和内容，三是核心业务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

升级。具体到钢铁行业，数字化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开设电

子商务交易与物流平台来整合需求、优化供给，并从数据中挖掘新的商机；

勇于“吃螃蟹”的领先企业引入大数据高阶分析来实现人工经验无法企及

的质量稳定与效率提升，等等。同时，数字化趋势也给钢铁行业带来了全

新挑战，比如，乘用车的电动化和轻量化意味着钢铁企业需要更为积极地

介入汽车客户产品研发工作，提供更好的产品供应预测。 

然而，钢铁行业整体的数字化转型还比较落后，根据麦肯锡对全球各

行业数字化程度的评价，包括钢铁在内的基础材料及能源行业排名相对较

为靠后（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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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落后恰恰意味着巨大的效益提升潜力。根据我们的实践与经验，钢

铁企业端到端全价值链的数字化提升和转型能达到客观成效，带来 7%~12% 

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提升（见图 2）。钢铁数字化试点用例，

比如将高阶分析应用在生产流程控制，将流程数字化应用于营销，都已经

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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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对中国先进钢企的调研表明，虽然 100% 的钢铁企业都已不同

程度地启动数字化研讨工作，但仅有不到 1/3 的企业开始着手数字化试点

或者转型工作，极少数表示有清晰且符合整体业务发展的数字化战略来指

导转型。在未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大部分钢企表示数字化势在必行，

但推进数字化并创造价值仍阻碍重重，步履维艰。 

五大“痛点”阻碍钢企数字化转型 

之所以落后于其他行业，我们认为是因为钢铁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

中面对更多棘手难题和“痛点”： 

1 基础数据来源多、质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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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生产流程复杂，即使单个工序也可能存在多个工业控制系统、

生产执行系统等。数据来源非常之离散。同时在计量体系上，既存在“秤

不准”的问题，也存在“缺秤少秤”的问题，基础数据的持续可靠性也受

到质疑。 

常见问题：是否应该将全部数据都存储在一起？如何将这些数据归纳

梳理？如何将数据收集手段统一？是否要把所有的缺漏差错数据补充完善？

是否要等全部的计量表计接入网关？如何避免用错误的数据得出错误的结

论？ 

2 信息化基础弱、规划少 

大部分钢企在建设信息化的时候缺乏规划与统筹，并且缺少对数据与

流程的统一管理，人为形成了流程与数据的“孤岛”，职能部门之间信息

不通，现场与公司之间信息不畅。这些单点系统在上线之初的确对生产管

理带来了一些效益，但随着工艺变更、设备升级或是运维暂停会逐渐被淘

汰搁置。 

常见问题：历史信息系统是推倒重来还是兼容并蓄？数字化转型是统

一平台还是部分升级？如何在多家供应商的复杂情况下做好统筹管理？ 

3 核心工艺数字化尚不成熟 

一方面，关键工艺数据来源不完善。如烧结、高炉、转炉等关键设备，

特别是中小型设备，如 2000 立方米以下高炉，150 吨以下转炉的计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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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配备并不齐全。主要生产原料，如熔剂、焦炭、废钢等原料的检化验样

本结果不具代表性，在线实际监测仪表也因为缺乏维护导致数据不准确的

问题。 

另一方面，核心工艺尚未真正被量化建模。比如高炉工艺本身同时存

在气液固三相反应，横断面及纵断面上反应环境及物理化学参数有巨大差

别，过程的指标关系不十分明确, 难以找出一个模拟目标来表达高炉过程的

特征。某些国内企业也曾尝试引进国际上相对成熟的专家系统，但由于原

料质量波动大、工况环境差异大以及中方技术积累不足等原因导致落地实

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常见问题：通过“老师傅”看火与看渣就可以高效判断炉况，何必费

尽周折做数字化？我们尝试过各种系统并不成功，数字化对我们到底有什

么帮助？ 

4 管理能力薄弱、关键技能缺失 

中国钢铁企业通常以“服众”作为管理者的评价依据，将“技术能力”

与“管人能力”作为选拔管理者的重要标准。要真正推动数字化转型，企

业的管理者需要将自身积累的经验模型化，并量化到日常的操作标准中，

并以指标体系来推动日常工作的开展，以结果与过程的偏差为导向对下属

与员工进行辅导与技能培养。当管理体系缺位时，经验管理与直觉管理必

然会阻碍数字化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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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工艺、质量管理、设备管理等重要环节应用数据分析技术是生

产数字化的核心要求。根据我们观察，大量企业仍然将数字化等同于自动

化与设备升级，忽视了对于自身分析能力的提升，没有采用经验与数字化

结合的方法，将工作“完全外包”给软件供应商或是咨询公司。脱离了生

产经验与关键管理人员能力的同步提升，钢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最终将流

于形式且停滞不前。 

常见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来推动数字化转型？我们的高

管如何转变自己？我们的员工需要什么技能？ 

5 数字化试点取得成功，但全面铺开受阻 

大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初期试点非常成功，但要全面推广或取得财

务和运营绩效持续稳定改善，却遇到了重重挑战。我们将之称为“试点陷

阱”，如何跨越试点阶段、全面铺开、突破瓶颈，数字生态转型是关键之

一（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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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与过去的制造管理系统（MES）或企业资源管理平台（ERP）

已经大不相同，并非由单一供应商承担全责。钢铁企业都需要建立一整套

的数字化生态圈合作伙伴，在不同的领域选择各有优势的合作伙伴分阶段

实现转型工作的推进。 

常见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体系 、规划和生态圈来推动数字化

转型？ 

两类转型路径，国企民企各领风骚 

在钢铁数字化转型大潮中，行业内一些勇于尝新的钢铁企业已经率先

行动起来了。根据麦肯锡服务钢铁客户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丰富经验，转型

路径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夯实基础路径（以国企为代表），即以信息化基础

为起点，系统搭建跨工序的数据与软件平台，为后续深入分析与突破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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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3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