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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冶金企业运输模式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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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冶金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市场、原燃料价效、对标、交流，正实现日益的透明化，而物流管理已成为企业降低成

本、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竞争优势的新领域和突破点，物流运输在现代冶金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找到

适合冶金企业自身发展的物流运输模式对策已迫在眉睫，应以此为契机，探索物流运输如何更好地服务钢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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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钢铁企业大规模整合开展，大的联合钢铁企

业模式凸显，像宝武、河钢、山钢、华菱等。但随之钢铁主

体的精干、高效，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长期以“保钢保

运”为己任的运输单位，对运输、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情况下，冶金运输单位要想永保活力，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发挥自身优势，立足钢铁主体，积极探索适应冶金企业

发展的物流模式。

1  铁路物流发展现状

1.1  国家铁路物流发展现状

铁路运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全

国综合交通体系骨干行业，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的大量投入，社会对各项基础能源的需求量大幅度增

加，因此，导致对铁路货物运输的服务水平和生产能力产生

了新的、较高的要求。据统计，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由2007

年初的7.7万公里扩展到2021年底的15万公里，其中高铁超过

4万公里，大功率和谐型电力机车、载重70吨级以上重载货

车得到广泛使用，铁路运力显著提升。与公路等其他运输方

式相比，铁路在运输距离、运输费用、持续性、全天候、绿

色环保等方面具有优势，是现代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近年来经济政策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物流需求和物流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传统的铁路运输方式难以满足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主要存

在的问题是铁路运输零散货物的市场份额较低；配套保障体

系有待健全。针对问题，我国铁路物流亟需加快推进现代化

物流转型发展，积极推进铁路供给侧改革，提升铁路物流竞

争力。一是不断优化运输品类结构，在传统大宗工业品（煤

炭、铁矿石、钢材、焦炭和石油等）运输的基础上，进一步

重视零散物流需求；二是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实现以现代化

物流园区为核心、以铁路干线运输为基础、以公路区域运输

为延伸的多方协同发展的物流网络服务体系，实现多种运输

方式良好衔接，降低社会物流服务成本。

1.2  冶金企业物流发展现状

1956年是我国冶金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在这之前，钢铁工业的建设是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的。

1956年新成立的冶金工业部开始认真探索按照中国国情发展

冶金工业的新路子。就这样，中国的钢铁工业冲破了苏联发

展钢铁企业的老框框，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新路子—

大中小三结合之路。1957年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

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中，正式提

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一大批

“十八小”钢铁企业以及地方办的“罗汉”们，几经波折，

跌倒了再爬起来，绝大部分都在历史的磨难中发展壮大，成

为地方经济的支柱。2007年，安钢和济钢均已进入千万吨级

大钢的行列[1]。

同钢铁企业发展起来的冶金铁路运输，也取得了令人骄

傲的业绩。1958至1967年的初期阶段，冶金运输业务范围主

要包括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及装卸搬运等。1968至1977年属

稳步成长阶段，冶金运输铁路线路、机车动力等设备设施，

逐步到位，资产增加迅速，铁路运输总量也在不断攀升。

1978至1987年，冶金运输属于全面提升阶段。这期间，随着

颁布了作业技术规范要求，制定出站管细则和行车组织规

程，使得铁路运输管理再上新台阶。1988至1997年间，冶金

运输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踏入稳定发展阶段。进入90年

代，随着信号楼、机车库、冶金车库等基础性建筑设施先后

建成投用，同时，无线调车、6502电气集中等项目的实施，

进一步加强了铁路运输保障能力。1998至2007年间，冶金运

输逐渐走向机车内燃化、车辆大型化、线路重轨化、信号微

机化、调车无线化、管理信息化的“六化”发展的大格局。

2008至今，钢铁行业曾一度持续低迷，冶金运输也积极相应

号召，着力打造突出降本打造成本最低的“效益铁运”，实

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2  冶金企业铁路物流存在的问题

据业内统计，我国有46家钢铁企业分布在省会和各类型

城市。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限制了钢铁企业的发展，也

给铁路物流带来了巨大压力。城市钢铁企业铁路物流运输多

呈现出线性分布、星式布局的特点。造成的原因是因为城市

钢铁企业，可拓展的空间有限，仅能原址扩建或拆除后建。

钢铁企业的总图规划，大部分都是先考虑主体设备再规划铁

路，给铁路运输的后续能力优化和运行效率提升，带来不小

的困难。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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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输资源有限。一些内陆型的钢铁企业，大宗原

燃料运输主要依靠铁路，而做为铁路与企业到达物资的交接

站。不仅服务于钢铁企业，还要服务一些周边企业或者物流

园区。同时还担负着管内各站的车辆集结、解体和编组工

作。这就意味着大家都需要抢占有限的运输资源，那么谁的

作业效率更高或者周转效率更快，就意味着能够接收或者说

抢占更多的运力资源。

（2）铁路布局受限。受城市钢铁企业客观条件的限制，

造成厂内铁路运输保产单线路多、区域单咽喉多、折返运行

进路多、一批次作业车数少，这些条件，造成无法进行大规

模的装、卸车作业。必须依靠频繁的倒调作业和无功作业，

才能满足接卸、外发重载化的需求。从而保证国铁线路的运

行顺畅，确保到达和外发的需求。

（3）设备检修受制。因为钢铁企业的总图规划，大部

分都是先考虑主体设备建设再规划铁路，这就造成部分钢铁

企业铁路运输的设备存在一些非标设计，像30度交叉、十字

交叉、三开道岔、大规模小于9#的道岔运用。曲线半径小于

180的线路等，加之这些地点处于咽喉区域或者单线，这些

都给后续的设备检修带来制约[2]。

3  冶金企业运输模式发展分析

3.1  大物流运输模式分析

随着钢铁企业整合的逐步深入，大物流运输模式也正在

初具雏形。做为物流活动的信息化、运输化、仓储化、装卸

化、配送化等关键化环节。在大物流运输中，可以通过统一

的采购、统一的运输、统一的装卸、统一的储存、统一的配

送。在统一中将资源进行整合，从而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

降低生产物流成本。但是这需要高度的信息集中化、强有力

的运输保障和足够场地的仓储周转做为支撑。目前全国新建

的钢铁企业或者搬迁重建的钢铁企业，从规划布局开始，就

具有先天的运输优势，大宗原燃料到达港口后，可以通过皮

带机直接运送至大型的封闭料场，通过二次混匀，再向前道

工序进行供应，直接成品进行外发。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

大物流只是初具雏形的原因。但是，一批物流园区却抓住了

运输发展的时期，欣欣向荣的发展起来。

3.2  专业化运输模式分析

与大物流运输组织不相同，专业化的物流运输模式会是城

市钢铁企业今后发展的另一个方向。因为不是任何企业都有能

力支撑或者发展大物流运输模式，打通信息与现场实际的制约

瓶颈。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物流成本，提升企业效益。那

么专业化的运输模式就是发展的另一个方向。安钢在这一方面

就走到了前列，通过部分运输资源的优化整合或者新建，立足

现场周转实际，钢铁企业可以根据倒推模型，结合现场实际指

导进行采购和组织发运，这样可以最佳的结合需求和现场的实

际，实现“以卸定采、以存定发、以发定到、以到定卸”，最

大限度的打通中间瓶颈问题。“以计划服务生产、以现场服务

计划”，最大程度的减少中间等待环节。以精益化管理实现计

划流程的标准化，最大限度的挖掘运输潜力，提高周转效率，

减少延期占用。同时通过双渡线以及增加牵出线的方式，盘活

厂内运输制约瓶颈，才能更大程度上，缓解和释放铁路运输周

转能力。通过形成区域化、模块化的生产运输网络，实现快进

快出的周转模式，用速度代替量的制约与不足。从而达到快

发、快到、快接、快进、快卸、快供、快拉、快对、快装、快

发的周转循环模式[3]。用铁路的高周转指导生产的高标准。根

据企业发展的需求，最大化的发挥铁路运输的专业化功能，从

而实现大物流的功能保障。

4  结束语

上述浅显的现状和模式分析，仅是从工作实际出发的一

些思考。各行业或者企业的情况不一样，不能偏一概全。唯

有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最大化的合理压缩运输成本、

提升经济效益，坚持到底、提升执行才是最终发展的王道。

唯有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才能推动我国运输行业的健康有

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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