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钢专栏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首钢第三

炼钢厂在82B大规格生产中，已经可

以稳定地将碳成分的含量控制在78—

80个碳(±1个碳)的范围内。这标志着

首钢三炼钢的质量控制水平已经进入

行业先进行列。从追求产量的普碳钢

坯生产厂，发展到质量精准控制的优

质钢生产基地，首钢三炼钢的系统控

制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首钢三炼钢自1996年开始从普

碳钢转向品种钢的生产，但当时质量

控制水平很低。比如，计划生产70号

钢(0．70)，但出来的可能是连号——成

分在0．65到O．75之间都有可能，甚至

出现隔号钢(如0．60)。所以，当时只能

套成分、挑坯子、算上哪个是哪个。三

炼钢自己戏称：只能是“打哪儿指哪

儿”。对于此前一直追求产量的三炼钢

来说，工艺装备落后这种“硬件”上的

不足与缺乏品种质量意识和技能这些

“软件”上的问题同时存在O

在这些问题面前，首钢三炼钢意

识到，品种钢的发展不但需要工艺设

备的更新，而且需要从思想观念、生产

组织、人才队伍等各方面进行脱胎换

骨的转变。

1．转变思想观念

在品种钢的发展过程中，首钢三

炼钢逐渐改变了以往的规模生产观

念，树立起了市场观念和“质量第一”

的观念。三炼钢的员工逐渐认识到，虽

然作为钢铁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

自己并不直接面对市场，但是，自己生

产的钢坯品种和质量直接影响首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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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因为，优质

钢材首先是炼出来的，然后才是轧出

来的。

2．改造工艺设备

为了提高品种钢的质量水平，从

1999年到2002年，首钢三炼钢先后完

成了品种高效铸机改造、增添了2座

LF炉和l座VD真空脱气装置，建立

了优质钢生产所需的基本工艺装备。

除了大规模的设备改造以外，三炼钢

还不断对一些关键设备进行局部改

进，以提高质量控制水平。比如，为了

提高入炉量精度，在天车上了电子秤、

白灰上了套筒窑、炉顶料包加了称量

设施。2004年下半年，精炼车间又装备

了进口的光谱分析仪，以满足成分精

准控制的需要。

3．关键技术攻关

首钢三炼钢在进行重点设备技改

工程的同时，还针对品种钢生产中出

现的问题和难点开展了许多技术攻关

项目。近年来，仅炼钢工序，就组织了

脱硫扒渣、挡渣出钢、高拉补吹、出钢

在线底吹氩、整体出钢口改造、低氮增

碳剂、氧枪喷头改造等多项重点技术

攻关。同时，在精炼工序也进行了接滑

电极、控制钢包到站基础条件、控制原

料形态、造白渣、碳线增碳等一系列技

术攻关活动。此外，在连铸工序也进行

了全保护浇注、提高大包自开率、低过

热度浇注等攻关项目。这些技术攻关

对三炼钢质量控制水平的提高发挥了

重要作用。

4．重组生产流程

为了指导国内全连铸钢厂的发

展，中国钢铁行业管理部门曾经提出

了“以铸机为中心、以转炉炼钢为基

础、以设备为保障”的连铸生产组织模

式。但这种行业普遍采用的生产模式

在首钢三炼钢品种钢发展过程中却引

发了新的矛盾。因为LF炉处理周期需

要40分钟以上，如果处理周期不够，

会直接影响到钢水的质量。如果以铸

机为中心，则整个流程的周期控制需

要以铸机的处理周期为基点，这样很

难保证LF炉的精炼周期要求。

2003年，三炼钢在技术规程中规

定：为了保证精炼处理周期，可以断

浇。这意味着，三炼钢正式将“以铸机

为中心”的生产组织模式转变为“以精

炼为中心”的生产组织模式，即以精炼

工序的处理周期作为整个系统周期的

基点。

5．规范操作规程

硬件设施的更新只是为品种钢质

量的改进提供了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要想最终实现期望的高质量目标，还

需要广大员工、尤其是一线生产员工

的共同努力。质量的观念不但要进入

大家的头脑中，而且要体现在员工的

行动上。首钢三炼钢在完善各种制度

规程、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强化激励考

核等方面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努力，

直至将这些努力转化为广大员工自觉

提高质量水平的行动。

三炼钢以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

2000版为准则，确立了品种钢生产的

质量方针和目标，并把全厂的质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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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量化分解到各工序和岗位，建立了

自上而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品种

钢生产中，又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结

合工艺设备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

的操作规程。

为了使质量意识深入人心，三炼

钢通过广泛开展的企业文化建设活

动，不断将质量观念渗透到广大员工

的脑海中去。对于工艺规程中明确下

来的操作，三炼钢还采取了强化的激

励措施，实行严格的岗位考核。根据操

作过程和结果，对相关人员进行奖惩。

通过这种机制，强化了员工的质量意

识。

在质量体系日益完善、操作规程

逐渐具体、企业文化不断熏陶和激励

考核愈加严格的过程中，广大员工也

逐渐增强了提高质量控制水平的自觉

性。

6．促进组织学习

要想实现期望的质量目标，只有

意愿还不够，还需要广大员工有足够

能力去实施。

除了为员工提供一些正式的培训

教育外，首钢三炼钢还在工作当中创

造了许多学习条件。比如，为员工创造

到先进企业培训参观的机会，借助内

部的计算机网络建立起广大员工沟通

信息、交流经验的平台等。

三炼钢还以创建学习型企业为契

机，开展了岗位练兵、单兵教练、自我

研修、“一帮一，师带徒”等活动，营造

出一个“人人学技术、人人钻业务”的

浓厚学习氛围，为三炼钢的发展提供

了强劲的动力。

兰炼钢还采用激励机制调动员工

的学习积极性，鼓励员工参加各种技

能培训和社会培训。在三炼钢，小指标

竞赛、班组的劳动竞赛、班组长末位淘

汰制等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是企业文

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活动的

开展不但促进了员工质量观念的增

强，而且提高了员工学习的积极性。

在促进组织学习的各种努力中，

企业文化是无形引导，激励机制是有

形动力，而内部竞争则带来了生存压

力。在这些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三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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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员工不但有意愿做好岗位工作，而

且有积极性进行主动学习。

经过方方面面长期艰苦努力，三

炼钢的品种钢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三炼钢在82B

大规格精炼结束成分检测时，碳成分

含量控制在0．79％±0．01％范围内的比

例已经稳定在95％以上。这意味着，三

炼钢的质量控制水平已经可以做到

“指哪儿打哪儿”了。

首钢三炼钢将质量控制水平提升

到“一个碳”的高度，给人很多启示。比

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炼

钢的质量控制水平反映了其系统能力

的提高；二是三炼钢在提高质量控制

精度过程中形成了很强的组织执行能

力；三是三炼钢敢为人先、不断学习以

求发展的精神。

启示一：系统能力的提高

首钢三炼钢从上到下一致认为，

“一个碳”的炼成，是三炼钢系统能力

提高的标志性结果之一。系统能力的

提高需要对上述各个环节控制能力的

增强。从三炼钢走过的历程看，其系统

能力的提高，发轫于管理层思想观念

的转变，构建于工艺装备的更新，得益

于生产流程的重组和技术攻关的助

力，在质量为中心的企业文化熏陶和

严格考核操作规程的引导下，假手于

员工质量意识的增强、技术知识的积

累和操作技能的精进，最终体现于“一

个碳”等技术经济指标进入行业先进

行列的成就上。

启示二：组织执行力的形成

从管理层质量观念的形成到“一

个碳”质量目标的实现，其间体现了首

钢三炼钢组织执行力的形成，即能够

使广大员工贯彻执行组织意图的能

力。

要想提高组织的执行力，需要有

标准、有意愿、有能力。有标准，就是需

要设定努力目标和行动规范。有意愿，

就是需要员工认同组织目标并愿意遵

从行动规范。有能力，就是需要员工具

备实施行动的知识和技能。

在硬件方面，三炼钢并不比其他

同行更有优势，相反，由于转炉的先天

不足，一次拉碳成功率还低于很多同

行。之所以能够实现“一个碳”的成就，

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员工提高质量意愿

的增强、技术知识的积累和操作技能

的精进。在此过程中，三炼钢企业文化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三炼钢，企业文化不是虚泛的

口号，而是发挥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其

作用途径既包括无形的引导熏陶，也

包括有形的物质激励，还有通过引入

竞争机制形成的生存压力。在潜移默

化的影响中，不但质量观念和学习意

识深入人心，而且体现为员工的自觉

行动。我们可以用如下图形表示员工

意愿、知识和技能的影响过程。

员工的意愿、知识和技能可以比

做一支笔尖朝下的水笔。通过企业文

化的引导熏陶、制度规程的完善和激

励考核、组织学习的开展和内部竞争

机制的建立等等，这支水笔不但已经

灌注了足够墨汁(知识和技能)，而且

随时保持着足够压力(意愿)，只要一

拿起来可以书写下历史新篇。因此，

“一个碳”被三炼钢人视为“水到渠成”

就不奇怪了。

启示三：干中学

当然，我们现在的认识是一种事

后总结。在实践当中，三炼钢并非在一

开始就对品种钢的发展建立起了全

面、清晰的认识框架，其发展历程是一

个典型的“干中学”过程。

在品种钢的生产比重从小到大、

管理经验从无到有、质量水平从低到

高的过程中，三炼钢一直在不断探索，

不断实践。从今天的结果来看，恰恰是

这种敢为人先、不断实践的积极行动，

才造就了三炼钢质量控制水平跃居行

业前列的成就。

“一个碳”的实现过程，既是一个

不断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能力

持续提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三炼钢

逐渐实现了组织能力、技术能力以及

员工个人能力的有效整合，提高了企

业的系统能力。从核心能力的整合涵

义上讲，这种持续提高的学习能力也

许就是三炼钢正在形成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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