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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2                       证券简称：山东钢铁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1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现场+视频会议） 

参与人员姓名 信达证券、广发证券、国泰君安、光大证券、浙商证券、

银河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华福证券、东吴证券、

海通资管、招银理财、宽远资产、宁银理财、鹏扬基金、

兴银基金、博时基金、东方红资管、华泰资管、兴业基

金、中欧基金、交银理财、嘉实基金、富国基金、招商

自营 

时间 2024 年 9 月 5日（周四） 

地点 公司总部办公楼 704 会议室现场+视频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代行）唐邦秀先

生，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规划与科技部、经营财务部、

运营改善部、宣传部、采购中心、营销总公司等部门负

责人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一、基本情况介绍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代行） 唐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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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 秀先生介绍了公司 2024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和深化改革

情况。 

二、提问及答复 

本次交流会中，互动问答的主要内容(口头交流内容

表述可能存在误差，如与正式公告内容冲突，请以正式

公告披露内容准)如下: 

问题 1：中国宝武参股山钢集团、宝钢股份参股山

钢日照后，对山钢集团、公司带来哪些改变？  

答：2023 年 12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宝武在

山东省济南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及相关投资协议，中国

宝武战略投资山钢集团。通过战略投资，中国宝武持有

山钢集团 49%股权。同时，中国宝武旗下上市公司宝钢

股份以 107.03 亿元现金收购山钢集团持有的日照公司

48.6139%股权。公司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创新打造

宝武参股山钢集团、宝钢股份参股山钢日照的“两参”

模式，战略合作红利持续释放。 

根据重组协议约定，中国宝武在山钢集团层面派出

相关人员担任董事、高管，积极发挥股东作用，推动山

钢集团完善公司治理；帮助协调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

降低融资成本。 

宝钢股份作为日照公司重要股东，积极发挥股东作

用，从采购、销售、研发、制造、财务、信息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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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协同支撑公司下属山钢日照基地，通过开展协同支

撑百日计划，上半年累计创效 4.4 亿元，二季度环比一

季度实现扭亏，减亏幅度高达 128.21%；同时对公司济

南钢城（莱芜）基地实施一体化协同支撑， 4-6 月累计

形成协同项目 95 项，整体协同效益逐步显现，二季度

环比一季度实现减亏，减亏幅度达 22.88%。 

公司充分借助宝钢股份的管理、技术、人才及资源

等优势，建立健全高效协同推进机制，深入挖掘协同支

撑项目，努力在采购、销售、研发、绿色、智能等领域

拓展协同空间，深度挖掘与宝钢股份的合作红利，最大

限度提升协同效益，为应对严峻形势提供了有力支撑。 

上半年，项目化、清单化推进上下游产业链协同，

此次合作协同求解使“1+1＞2”，助力公司提升核心竞

争力，实现产业要素资源的集聚和优化配置，促进公司

高质量发展。 

问题 2：钢铁价格持续低迷，公司对于四季度及明

年的市场情况是怎样判断的？ 

答：目前国内钢铁行业高产能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

性改变，行业运行仍表现为高产量、高成本、高出口、

低需求、低价格、低效益的“三高三低”局面，钢铁需

求进入下行通道已经成为行业共识；房地产持续低迷，

继续拖累建筑用钢需求，同时对工程机械等相关行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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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利影响；地方财政紧张导致基建项目施工进度有所

放缓；表观需求持续降低，没有好转的迹象。目前来看

三季度难有好转。同时，我们对四季度的市场情况判断

也并不乐观，即使有阶段小幅反弹，但总体低迷的趋势

难有实质性改变，四季度及明年上半年钢铁行业面临的

形势依然严峻。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将充分发挥宝钢股份协

同支撑作用，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加大降本增效力度、

优化产品结构、强化用户服务、巩固拓展战略用户群等

举措，努力消化各种增支减利因素，进一步提高产品竞

争力，全力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总之，我们有信心、有

勇气、有底气应对市场挑战，尽快扭转当前生产经营的

不利局面。 

问题 3：上半年济南钢城基地和日照基地经营情况

分别如何，以及未来提升效益的举措有哪些？ 

答：两基地上半年经营情况： 

济南钢城基地：上半年生产钢 320.24 万吨；吨钢成

本降低 99.78 元、超预算 19.78 元；内销产品结构增效

24.77 元/吨，超预算 4.77 元/吨。 

日照基地：上半年生产钢 459.53 万吨；吨钢成本降

低 55.54 元；内销产品结构增效 32.89 元/吨，超预算

12.89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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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提升效益的重点举措： 

公司将牢牢把握“双参”模式下的重大机遇，坚持

“四化”发展方向、“四有”经营原则，紧紧围绕“变

革求生”管理主题，坚持一切以效益为中心，牢固树立

价值创造理念，按照“1+6+N”总体谋划，深入落实“四

个中心”原则，突出现金为王，坚持算账经营，深化精

益管理，强化协同支撑，坚定不移固底板、锻长板、补

短板，为下半年提级晋位、做强做优上市公司打下坚实

基础。 

一是进一步提振信心、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大力

倡导“跳出钢铁观大势、跳出常规谋创新”的变革意识，

众志成城强韧性，坚定信心求突破，为股份公司扭亏增

盈打牢思想基础。 

二是深化管理变革，激发企业活力。实施总部机构

调整、营销变革、采购变革、制造变革、设备管理变革、

生产单元变革，全面提升运行效率。 

三是在效率提升上再发力再突破。重点是人事效率、

生产效率、资金效率、资产效率实现大的突破。 

四是在全体系降本上再发力再突破。建立公司、厂

部、车间三级成本管控体系，实现成本管控的体系化、

精细化、深度化。 

五是在产品经营上再发力再突破。瞄准一批合作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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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创效价值高、影响力强的潜在客户群体，充分发

挥经营体实质化运行优势，全力开拓终端市场，快速提

升直供比例。 

六是在协同创效上再发力再突破。充分学习借鉴宝

钢股份的管理、技术和人才优势，推动流程再造、业务

重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实现钢铁板块一体化协同

运营管理，最大限度提升协同效益。 

问题 4：今年上半年出口情况如何？公司产品走出

去的竞争优势在哪里？后续在海外拓展主要集中在哪些

方向？  

答：上半年，公司出口钢材 61.96 万吨，同比增长

37%，增幅高于行业 13 个百分点；出口钢材较内贸增效

1.33 亿元。其中，济南钢城基地强力推进型钢产品出口，

制定 H 型钢海外市场开发方案，上半年型钢产品出口量

同比增长 45.15%；日照基地发挥出口经营体作用，实现

风塔钢首次出口、汽车外板批量出口。 

公司产品品种多，规格格全，目前涵盖中厚板，热

轧板卷，冷轧板卷（包括酸洗、冷硬、镀锌）、H型钢、

优特钢、螺纹钢等全系列产品。日照公司获得了一系列

产品和客户认证，对于产品出口具有重要促进意义。日

照公司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认证供应商，可以提供非抗

酸的管线钢板及钢卷。近两年随着中东市场开发日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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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出口数量、质量持续提升。型钢产品 100-1000mm

高度可以全系列供货，并且开发了英标、美标、欧标、

韩标等多种外标品种。公司产品出口已经有三十年的历

史，质量稳定，在海外市场认可度较高。后续海外市场

一方面稳定增长中东市场（阿联酋、沙特等），亚洲市

场（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扩大欧

洲和中东等高端产品市场，扩大南美及东南亚等高端产

品市场比例。重点关注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利用当

地经济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的机遇，扩大

产品出口。宝武投资融合，不断注入新动能。与宝武协

同海外营销网络进一步完善，出口市场份额、终端直供

客户比例将不断提升。 

问题 5：公司上半年在人工成本降低、各项费用削

减等方面哪些进展？未来有哪些规划？  

答：注重人事效率提升。强化人力资源优化管理，

把激活人力资源、降低人工成本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推进实施机构变革、极致编制定员、推进主辅分离，不

断优化用工结构、岗位结构。上半年，公司按照“集中

一贯、机构精简、流程高效、职责清晰”的思路，分层

推进、分步实施山东钢铁总部和济南钢城基地组织架构、

管理流程变革，总部部门、直属机构（单位）设置分别

压减 52.4%、55.6%。下半年，公司按照“抓好生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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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队伍、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动态”的职能定位，推进生

产单元瘦身减负，提升运营效率。 

极致降低各项费用。抓实七大类 84 项降费举措落

地，努力降低维修费用；通过“减价”降费、“减事”

降费、“减量”降费等措施降低生产外委费用；通过物

流优化、协同降费、谈判降费等措施降低物流运输费用，

确保减产情况下吨钢费用持续降低。下半年公司在限产

环境下，坚持算账经营、效益为先，全面对标找差、追

求极致效率，系统性开展生产组织优化和动态调控。坚

持把结构优化调整、生铁成本控制放在首位，努力实现

减产不减效。 

强化资金管理。公司牢固树立现金为王的理念，强

化资金中长期规划管理，重点关注经营性现金流、有息

负债规模和财务费用等指标，发挥资金保供降本作用，

确保资金链安全接续。公司将加强经营性现金流管控，

制定下半年筹融资滚动计划，提升中长期融资占比，持

续降低融资成本，确保负债率年底不上升。 

问题 6：钢铁行业已经进入“存量优化”阶段，提

升产品高附加值、开拓用钢领域成为趋势。请问公司产

品主要下游有哪些领域？未来提升高附加值钢材占比的

发展规划如何？  

答：公司拥有从原料、焦化、烧结、球团、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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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到轧钢完整的生产工艺系统，整体装备水平较高，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产品包括中厚板、冷热轧、型钢、

特钢、建材五大系列，产品涵盖高端装备、海洋工程、

轨道交通、白色家电、石化装备、工程机械六大系列，

是全国著名的宽厚板、H 型钢、优特钢和高端建筑用钢

生产基地，是著名的精品钢生产研发基地、国家级技术

中心，是山东省钢铁产业链“链主”企业。上半年，公

司研发费用为 9.88 亿元，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为 2.18%，

有力支撑了工艺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主要产品成功进

军川藏铁路、长沙机场磁浮等 26个国家重点工程，型钢、

螺纹钢打入中石油“能源一号网”，厚板、热轧首次进

入国家管网供应商名单，应用于摩洛哥化工基地、新西

兰港口栈桥等国外重点工程；高强风电钢应用于全球首

台套 500MPa 高强钢风电塔架，刷新了全球塔架用钢板强

度等级新纪录，成为风电用钢技术标准的全球领跑者。 

未来，公司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促进产品提档、工艺升级，提升综合竞争力。厚板

以高强及耐磨钢、造船及海工钢、桥梁钢、容器钢、管

线钢、风电钢等六大产品为主导，重点提升超高强钢、

高等级的管线/桥梁/风电/容器用钢以及薄规格产品，打

造中国规模最大、产品系列化最全、专业化水平最高、

最具竞争力的厚板精品钢生产基地；型钢坚持“建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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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创名牌，专用型钢强特色”定位，聚焦“提高重点产

品市占率、提高重点用户合作份额”；特钢以齿轮钢、

曲轴用钢、非调钢为重点，建立产品系列化优势，进入

汽车用钢高端领域，齿轮钢市占率突破 20%，打造汽车

用钢品牌；全系列开发高强度风电法兰用钢、风电齿轮

钢等风电用钢，高端风电钢市占率突破 10%；热轧持续

走高端路线，聚焦汽车钢、高强耐磨钢、管线钢等产品，

推动 3 大类新产品开发；冷轧立足于汽车、家电行业，

围绕汽车家电主机厂认证，提升汽车钢、家电钢、专用

钢产品档次，聚力打造特色产品。 

问题 7：请公司详细解读一下“1+6+N+100”变革求

生体系？  

答：公司锚定“扭亏增盈”根本目标，着力推进

“1+6+N”变革（1是扭亏增盈的总目标，济南钢城是扭

亏、日照是增盈；6 是产品、效率、服务、创新、成本、

文化六大核心竞争力；N 是组织、人事、投资、采购、

营销、制造、设备等 N项举措）。1+6+N 变革求生体系，

具体到落地推进层面，当前公司将其细化分解为

“1+6+9+100”。 

1：即扭亏增盈总目标，济南钢城基地吨钢利润分位

值达到行业 50 分位。 

6：即公司着力打造的 6 大竞争能力。以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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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领，以成本、效率、创新、文化为支撑，6 大竞争

能力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

体；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清晰指明了公司变革求生

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 

9：即经营、人力、营销、采购、制造、设备、投资、

能源、物流等 9 条变革路径，是当前管理变革和降本增

效的重点任务，是提升 6 大竞争能力的着力点。 

100：即 100 余项（滚动调整，目前已下达 108项）

支撑项目，是 9 条变革路径的再分解，是体系落地的具

体抓手。主要涉及机构变革、流程变化、模式创新、降

本增效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随着公司一系列降本增效、改革举措的有效落地，

我们有信心尽快实现扭亏增盈的目标。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有关

的规定，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未出现未

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以上如涉及对行业的预测、

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等相关内容，不能视作公司或公司管

理层对行业、公司发展的承诺和保证，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附件清单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