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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埃德温·巴松

世界钢铁协会

总干事

值此世界钢铁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世界钢铁协会伴

随全球钢铁行业走过的五十年光辉历程，并展望美好的未来。	

1965年，来自德国奥古斯特•蒂森冶金公司的汉斯-君特佐尔博士与来

自美国共和钢铁公司的托马斯•巴顿以增强钢铁行业更为紧密的技术协作为

出发点，就成立组建国际性的钢铁协会进行首次讨论。经协商议定，世界钢

铁协会(早期英文名称为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2008年
10月，英文名称更名为World Steel Association)于1967年5月25日在纽约

宣布成立，1967年7月10日布鲁塞尔公证处签发了注册登记证书，世界钢铁

协会正式成为法人单位。

世界钢铁协会的总部办公室设在布鲁塞尔。在1967年7月10日举行的

首届世界钢铁协会理事会会议上，汉斯-君特佐尔博士当选为协会会长，来

自美国阿姆科钢铁公司的洛根•约翰斯顿当选为协会副会长。世界钢铁协会

首届年会随后于1967年11月11-12日举办，此后，理事会会议和年会每年举

办。会员公司也由最初的来自北美和欧洲地区发展到辐射全球区域，本手册

首页列举了世界钢铁协会的创始会员公司。

我们将钢铁行业过去50年的发展历程浓缩成一张张信息图在本手册呈

现，与今天的钢铁行业比较，形成鲜明的对比，展望下一个50年，钢铁业还

将经历类似的变革吗？

据相关预测，到2050年，全球的人口还将新增20-30亿。钢铁行业已积

累了丰富的应对能源及生产效率挑战的成功经验，如建造摩天大楼、高速

铁路、为可再生能源及深海应用提供解决方案等，因此我们更加有理由坚

信钢铁仍将是未来住房、能源、水、食品、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要材

料，而钢铁行业仍将持续不断创新，以适应新变革。

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钢铁行业将会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其中最为突出

将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循环经济带来的挑战。我们的社会对零废弃、减少材

料消耗并推动材料循环再利用的呼声日渐高涨，而这正是钢铁产品的先天

优势。

我希望您喜欢这份纪念特刊，并期待与全体会员单位一道，携手奋进下

一个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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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20位的钢铁生产企业，1966  - 2016

前10大钢铁生产国

1966* 2016

美国钢铁公司

伯利恒钢铁公司

共和钢铁公司

八幡制铁所

富士制铁所

美国国家钢铁公司

奥古斯特·蒂森冶金公司

意塔赛德/芬赛德钢铁公司

琼斯与拉夫林钢铁公司

阿姆科钢铁公司

法国优基诺钢铁集团

内陆钢铁公司

布罗肯希尔有限公司

日本钢管株式会社

德国赫斯钢铁公司

英国杨斯敦钢铁公司

川崎制铁株式会社

住友金属

卢森堡阿贝德钢铁公司

科克尔-奥格林-普罗维登斯钢铁公司

安赛乐米塔尔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河钢集团

新日铁住金株式会社

浦项制铁

沙钢集团

鞍钢集团公司

JFE钢铁株式会社

首钢集团

塔塔钢铁集团

山东钢铁集团

纽柯钢铁公司	

现代制铁

马钢集团

蒂森克虏伯公司

新利佩茨克钢铁公司

建龙集团

盖尔道集团

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华菱集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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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9.7

19.3

9.1

9.0

8.3

8.0

7.2

7.1

7.0

6.9

6.3

6.2

5.9

5.5

5.5

5.5

5.1

4.9

4.8

4.2

165.5

95.5

63.8

46.2

46.2

41.6

33.3

33.2

30.3

26.8

24.5

23.0

22.0

20.1

18.6

17.2

16.6

16.5

16.0

15.5

15.5

622.2

百万吨 百万吨

1967

美国

苏联

日本

联邦德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波兰

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

总计

115.4

102.2

62.2

36.7

24.3

19.7

15.9

10.5

10.3

10.0

407.1

（百万吨） 2000

中国

日本

美国

俄罗斯

德国

韩国

乌克兰

巴西

印度

意大利

总计

128.5

106.4

101.8

59.1

46.4

43.1

31.8

27.9

26.9

26.8

598.7

（百万吨）

中国

日本

印度

美国

俄罗斯

韩国

德国

土耳其

巴西

乌克兰

总计

808.4

104.8

95.6

78.5

70.8

68.6

42.1

33.2

31.3

24.2

1 357.4

*1966年的列表中不包括来自当时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钢铁企业

总计 总计

（粗钢产量，百万吨）

2016 （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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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
1969年7月21日，人类第一次登上了月球，宣告人类进入了激动人心的太空探索时代。我们的历

史，正是源于60年代末，世界钢铁协会的正式成立，揭开了全球钢铁行业发展的新篇章。

70年代是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时期，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两大“巨头”相继诞生，标志着个人电

脑时代的开启。1978年，首个试管婴儿诞生。

对于钢铁行业而言，伴随计算机技术在各个领域深入应用，飞速提高了生产效率，数字化在各环

节的推进提升了行业的自动化水平，主流程工艺实现了自动控制，正是这些技术帮助钢铁行业快速

克服了1973年石油危机带来的影响，也拉长了战后经济增长的周期。70年代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钢铁委员会成立，致力于呼吁钢铁行业解决行业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石油价格不断攀升的时代背景下，能源消耗强度成为了全球关注的问题，钢铁企业主动采用电

弧炉技术以降低能耗，电弧炉炼钢以本地自产废钢为主要原料，提高了电炉钢在总钢产量中的比重。

在这一时期，伴随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的钢铁消费快速增长，1970年，八幡制铁与富士制

铁两家公司合并，诞生了新日铁株式会社，此后，新日铁株式会社又与住友金属工业合并，诞生了新日

铁住金株式会社。

在首任总干事查尔斯•贝克的领导下，世界钢铁协会的会员规模快速壮大。1968年，有来自20个
国家的新会员加入，其粗钢产量约占全球粗钢产量的56%。随着来自印度、南美和前南斯拉夫的钢铁

公司相继加入成为协会会员，世界钢铁协会会员的全球覆盖率也在不断扩大。韩国的浦项制铁公司也

在这一时期加入世界钢铁协会。70年代中期，我们协会的会员覆盖39个国家，其中包括21个发展中国

家。1978年，查尔斯•贝克退休，拉尔•霍尔舒接任总干事一职。

世界钢铁协会在成立之初，就已意识到行业肩负的环境责任。1972年，协会通过了一项环境政策

声明，30年后，该声明的内容也成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本框架。



0.0021072毫米厚耐热镍钢合金，为阿波罗9号
登月舱提供隔热保护

电弧炉炼钢工艺
苹果II计算机--信息时代的象征

美国芝加哥的威利斯大厦，1974年
落成，一度是世界最高的大厦，直到
1998年这个纪录被打破

查尔斯•贝
克，世界钢
铁协会总干
事，1967 -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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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 

1971年，《世界钢铁统计数据》
首次发布；1978年，《钢铁统计年
鉴》首次发布

世界钢铁协会创始大会，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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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1982年，对于钢铁行业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一年，世界经济复苏再次遭受第二次石油危机的重

创，直至80年代末，钢铁行业形势才有明显好转，钢铁消费恢复增长。连铸工艺因金属收得率高、产

品成本低、生产费用少等一系列优点，逐步取代了模铸工艺。

80年代末，东欧发生巨变，柏林墙倒塌，波兰首次进行自由选举，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前捷克斯洛

伐克争取到了更高程度的民主权利。美国和加拿大在此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时期，全球人口

突破50亿大关，带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

这一时期里，钢铁业全面推进钢铁质量的提升，使钢铁更轻，具有更高的抗拉强度。钢铁行业也

在此时期经历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如：在美国，大型钢厂被当地的短流程钢厂取代，以适应本地的钢

铁市场需求；在欧洲，1988年英国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对英国钢铁公司实行了私有化。

尽管在80年代初钢铁行业历经一些波折，但1989年迎来了最好的一年，在这一年，亚洲钢铁行业

在全球钢铁行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来自该地区的钢铁公司陆续加入世界钢铁协会，其中包括中国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台湾）、东国制钢（韩国）、现代制铁（韩国）以及爱知制钢（日本）。

钢铁行业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始终坚持不懈地提供各种行业性的解决方案，在把提高能源效率作

为首要目标的同时，还重点关注噪音的影响，并寻求降噪的解决办法。

1985年，联合国环境署举行了首届顾问委员会会议。80年代末期，举办了“第三届钢铁行业全球

环境控制大会”。



1987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

世界钢铁协会第16届
年会上理事会成员集体
合影，日本东京，1982

比利时博杜安国王在世界钢铁协会于1988年举办的理事
会上

油价曾经一度暴涨至每桶35美
元，但在1986年跌至10美元以下

1989年，柏林墙倒塌

80年代，世界钢
铁协会出版了诸
多技术类的报
告，获得广泛的
好评 

拉尔•霍尔舒，世界钢
铁协会总干事，1978 
– 1998

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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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
90年代出现的万维网给我们日常交流方式、知识分享及商业交易带来了颠覆性的革新，在世纪之

交时，计算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90年代初，东西方的紧张局势随着冷战正式结束趋于缓和，而波斯湾爆发了战争却使得中东地区

的紧张局势升级。

在全球化大浪潮下，钢铁行业持续进行大范围的结构调整，生产效率获得极大的提高，每生产一

百吨粗钢的平均收得率从78吨提高至89吨。伴随中国的钢铁消费增长翻倍，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

的产钢国。

90年代末，电炉钢占全球粗钢产量的三分之一。经历了20年的结构调整，一个更高效、更为可持

续发展及更加安全的钢铁行业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冷战的结束开启了与东欧国家间的贸易，来自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及斯

洛文尼亚的钢铁公司以及来自印度的塔塔钢铁及埃萨钢铁纷纷加入世界钢铁协会，世界钢铁协会的

会员总数扩大至181家，分别来自50个国家。此时，我们也将目光投向中国，开始接洽中国大陆的钢铁

生产企业加入到我们协会这个大家庭中来。

1992年，世界钢铁协会参加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在峰会上，就钢铁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政策达成了共识并形成协议，随后，与联合国环境署共同制定了环境管理指导方针，致力于解决环

境问题。1993年，世界钢铁协会举办首届国际钢铁管理研修班，至今仍定期举办。1995年，世界钢铁

协会发布了第一份全球性的钢铁行业生命周期评价清单，并在1996年启动了以开发新型先进高强度

钢为目标的超轻钢制车身项目，旨在减轻汽车重量，提高汽车的安全性及降低环境足迹。

1998年，在协会担任总干事一职长达20年的拉尔•霍尔舒退休，由伊安•克里斯马斯接任。90年代

末期，协会开展的最重要项目是于1999年启动的零事故安全生产的项目。	



世界钢铁协会参加联合国地球峰会，1992

伊安·克里
斯马斯，世界
钢铁协会总
干事，1998 – 
2011

世界钢铁协会第33届年会上理事会成员集体合影，墨西哥的墨
西哥城，1999

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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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事故的钢铁行业》一书发
布，1999

快速而又简单
操作的搜索引
擎让谷歌成为
最受欢迎的搜
索工具，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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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年代
00年代对西方的金融业而言是祸不单行的10年：首先是00年代初期的互联网泡沫（又称dot泡

沫）破裂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小幅度震荡，虽然在2003年至2007年间得以短暂的强劲复苏，但以美国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崩溃为导火索，引发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市场遭受重创。而在亚洲却

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中国的钢铁产量急速上升，以17.4%
的年化增长速度从2000年的1.285亿吨上升至2010年的6.387亿吨。

2001年，178个国家通过了抑制全球变暖条约《京都议定书》，但席卷南亚地区的海啸，以及肆虐

墨西哥湾沿岸的“卡特里娜”特大飓风，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大自然灾害的残酷及地球的脆弱。

印度洋海啸摧毁了14个国家无以数计的建筑物，此次自然灾害对未来的建筑设计产生重大的影

响，建造安全抗震的房屋成为人们迫切的需要，而这一切离不开钢铁。数十年来，钢铁行业持续提升

产品性能，建筑设计师可以使用钢铁设计不同建筑物，而其中的钢铁用量不增反减。现代炼钢工艺已

达到极高水平，钢铁行业真正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意味着对炼钢工艺产生重大

的影响。

这一时期，重组整合成为钢铁行业的主旋律，其中重大的整合有塔塔钢铁公司对康力斯公司的收

购，以及安赛乐钢铁公司和米塔尔钢铁公司的合并组建安赛乐米塔尔钢铁公司。协会下属的超轻型钢

制车身项目（ULSAB）发展成为世界汽车用钢联盟，并启动了一个以下游用户为中心的新项目--未来

钢质汽车项目。

在00年代，世界钢铁协会迎来了多个“首次”。2002年，在线钢铁大学网站上线。2006年，启动

了在线模拟炼钢挑战赛（现已发展成为年度赛事）。2004年，世界钢铁协会发布了行业可持续发展

报告，成为全球第一个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行业。2006年，协会确立安全和健康管理工作原则，在

2008年启动了安全与健康卓越成就奖表彰活动。

美国纽柯钢铁公司是第一家电弧炉炼钢的会员企业，俄罗斯谢韦尔钢铁公司是俄罗斯钢铁企业

中首个加入世界钢铁协会的会员企业。另外，我们迎来了中国会员的加入--鞍钢、宝钢、邯钢、首钢、

武钢，以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006年，我们在中国北京设立代表处。2008年，我们协会英文名称更

名为World Steel Association，中文名称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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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成

为经济巨人

鸟巢体育馆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

中国钢铁生产企业加入世界钢铁协会

世界钢铁协会第42届年会上理事会成员集体合影，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08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世界钢铁协

会第41届柏林年会上，德国柏

林，2007

2008年，启动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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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代
全球人口已经达到75亿，并且还在持续增长，据相关预测，在2030年将达到85亿。可持续发展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京都议定书》有效期延至2020年，钢铁行业根据2016年《巴黎协定》的约

定，积极参与制定各国自主减排贡献值（INDC）。

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引发海啸，造成大面积破坏，福岛核电站也遭受严重破坏，导致核泄

露，日本经济因此遭受重创，全球经济亦受牵连。

中国在经历10年的经济快速腾飞之后，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虽然中国自2013年以来经济

增速放缓，但中国钢铁消费仍占全球总钢铁消费的45%。

这十年里，钢铁行业见证了多个里程碑式的进步。钢铁行业的能耗强度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下

降了60%，对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和土壤中都严格执行最高标准，水资源管理也采取向大自然“借用”

模式而非“消耗”模式，几乎所有水在使用后返回水源地，并且实现比抽取时更为清洁。

2010年，世界钢铁协会举办了首届钢铁行业“Steelie”奖颁奖典礼。2011年伊安•克里斯马斯总

干事退休，埃德温•巴松加入并担任新的总干事。2014年，为支持国际劳工组织发起的全球安全生产

宣传活动，钢铁行业启动首个“安全生产日”活动，现已发展成为年度活动。2015年，我们发布了首个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与迈向低碳未来的立场文件。

目前，世界钢铁协会代表大约160家钢铁生产企业（其中包括世界上10家最大型钢铁企业中的9
家）、以及各国和各地区的钢铁行业协会和钢铁研究机构，会员企业的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约

85%。

2016年启动了“钢铁-循环经济中的永久性材料”宣传活动，宣传钢铁的重复循环利用优势。同

时，我们行业加大了在工艺技术的研究投入，应对气候变化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如碳捕获

及储存。

2017年7月，世界钢铁协会获得比利时皇室的表彰，这是对我们协会过去5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

绩、稳定的经营及提供优质的服务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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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特斯拉Model 3首次展出，该款车型以钢铁为主材

埃德温•巴松，世
界钢铁协会总干
事，2011 – 至今

启动“钢
铁与循环
经济”宣
传活动

世界钢铁协会第49届年会，美国芝加
哥，2015

第9版《安全与健康卓越成就奖获奖项目
简介》发布，2016

世界钢铁协会第44届年会暨首届“Steelie”
奖颁奖典礼，日本东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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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钢产量，百万吨

1967

2000

2016

其他亚洲地区
和大洋洲

8.5

54.7

37.2

中国

10.3

128.5

808.4

日本

62.2

106.4

104.8

韩国

0.3

68.6

43.1

欧洲

165.0

210.4

199.7

北美

127.3

110.6

135.4

6.7

40.2

39.1

非洲和中东

4.2

44.6

24.6

苏联
- 

独联体*

102.2 102.4

98.5

印度

6.3

95.6

26.9

492.9 850.2 1 629.6世界总
产量

* 1967年，仅有苏联的产量数据

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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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钢铁协会的会员覆盖范围

2017年会员的直接和间接覆盖范围

前10大钢铁生产企业的粗钢产量占总粗钢产量的比例*

1967
20世纪60年代，为加强钢铁行业内更为紧密的技
术协作，将主要的钢铁生产企业凝聚在一起组建
了世界钢铁协会

今天
世界钢铁协会的会员遍及世界各地

18 家会员单位
11 个国家
3 个地区

161 个会员
63 个国家
全部地区

≈ 85%
全球钢铁产
量（2016）

≈ 28%
全球产量

84%

96%

98%

90%

91%
80%

78%

88%

94%

北美自贸区

79%

中南美洲

96%

其他欧洲地区
42%

非洲

79%
中东

80%

其他亚洲

地区

73%

中国

25%

独联体

81%

间接覆盖范

围（包括地

区性和国家

性协会）

直接会员覆

盖范围（钢

铁生产企

业）

%

行业分散化
局面依旧存
在

1966

1967 现在

2000 2016

欧盟
84%

27%26%23%

4.74亿吨
8.47亿吨

16.30亿吨

* 包括非会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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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钢铁消费量：全球平均数据 钢铁国际贸易

回收废钢的利用情况

1967至2016年，碱性氧气转炉和电弧炉路线生产的钢材达到450亿吨，其中消耗：

今天，在每件新
生产的钢铁产
品中，回收废钢
占30%

1967年以来，废钢循环利
用节约的原料:
289 亿吨铁矿石
144 亿吨煤炭
22 亿吨石灰石
+ 大量能源和水

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每使用1吨废钢减
少1.5吨二氧化碳
排放

189 亿吨回收
废钢

432 亿吨
铁矿石

1967

1967 2016

2016

1967 2016

143千克

74%

26%

0%

43%

16%

41%

225千克

50 吉
焦/吨

20 吉
焦/吨

-60%

炼钢工艺的发展 每吨粗钢

平均能源强度

BOF

EAF

OHF

1967 2016

BOF: 碱性氧气转炉； EAF: 电弧炉；
OHF: 平炉

1 Gt = 10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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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更高强度的钢材

 - 节省原料
 -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
能耗

 - 减轻车身重量
 - 节省原料
 -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能耗

 - 提高车辆安全性和燃油效率

 - 节省原料
 -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
能耗

 - 减少对运输的影响

建筑立柱数量的减少，
而可用空间量增加

减少了施工时间和对运
输的影响

增强了对地震和其他自
然灾害的抵御能力

现场作业人数减少

1967

19671967

2017

20172017

先进高强度钢材MPa =  兆帕 传统软钢

≈ 达到 
   1 500  
   MPa

≈ 200  
   MPa

≈ 0.12  
毫米

≈ 0.24  
毫米

今天在基建项
目中使用的先
进高强度钢材
（AHSS），其强
度是1967年传
统钢材强度的
两倍

50%

50%

x2

高强度钢材用于
建筑业

高强度车身结构钢优质包装用钢

≈ 485  
   MPa

≈ 235  
   MPa

50% 25%降至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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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以来，摩天大楼的数量猛增，钢铁发挥了关键作用

1967

2017

1968 2017 2017
（近海）

克莱斯勒
大楼，纽约 
（1930年落

成）

319

米

381
442

508

632

828

1 008

452

台北101
大楼，台北
（2004年落

成）

帝国大厦，
纽约（1931
年落成）

哈利法塔，迪拜
（2010年落成）

王国大厦，吉达
（预计2020年落成）

1980

威利斯大
厦，芝加哥
（1974年落

成）

双子塔，吉隆
坡（1996年落

成）

有2座大厦超过300米 有116座大厦超过300米有24座大厦超过300米

容量：
1 500 TEU*

25米标准长度

世界最长的单轨长度为150米

塔架高度
18米
叶片长度
 5米
能量输出
0.03 兆瓦

塔架高度  
105米
叶片长度  
80米
能量输出  
9.5兆瓦

容量：
21 000 TEU

* 20英尺标准箱

数据来源：摩天大楼研究中心

容量增加
14倍

长度增长
6倍

集装箱船

铁路

风力发电机

1967 2017 未来2000

能量产出
增加

300倍

钢铁行业与世界共发展

上海中心大厦，上海
（2015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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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仍将是循环经济模式

中所使用的核心材料，钢

铁业将更加致力于为下游

用钢行业及社会提供更优

质的新型材料。

钢铁行业的未来发展将基
于创新、可持续发展及诚信
经营等价值观。钢铁业的社
会责任要求企业信息的公开
透明，并且将安全生产及环
境保护作为首要任务。

国计民生离不开钢
铁，人类实现深海深
空的梦想离不开钢
铁，行业的未来前景
广阔。我们将向世人
展示创新能力、尖端
技术和进取之心，使
钢铁行业成为现代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
石。

钢铁行业的成功之本在
于人才管理，让年轻一
代充分了解技术如何推
动新一代的钢铁产品开

发、促进钢铁行业的未来发展，以
及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加入，才能让
行业得以健康及长久的发展。

权五俊
首席执行官
浦项制铁

萨克切特•维斯瓦纳特•纳伦德拉

董事总经理

塔塔钢铁有限公司

约翰•费利奥拉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纽柯钢铁公司

保罗•洛卡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德兴集团

林田英治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JFE钢铁株式会社

马国强

董事长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未来，钢铁工业将
适应个性化品质需
求，迈入定制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阶
段，与城市、社区和
谐共存，为人类文明
创造更多不可或缺
的新型材料。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到来，钢铁行业转型升
级为智能化的制造行
业势在必行，在世界钢
铁协会的引领下，汇聚
所有会员企业的共同力
量，一起开创制造业复
兴的新时代。

于勇

董事长

河钢集团

钢铁是当前世界上最
广泛使用的金属材
料，在今后50年甚至
更远的未来仍将是占
主导地位的材料，为
实现钢铁行业的长远
发展，钢铁行业须积
极推广循环经济的理
念，并将这一理念融
入到日常经营活动中
来，使钢铁业成为一
个以客户为中心、数
字化、资源节约型及
绿色环保的蓬勃发展
的行业。



我们的未来

我
们
的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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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钢铁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智能化城市的建设将仍以钢铁为

主要材料，如高层建筑、大跨度桥梁、自动驾驶汽车及可再生能源等。钢铁可无限循环和重

复利用，减轻地球的资源负担，是实现循环经济的基础。人们对环保型材料的重视将推动

钢铁在更多领域的广泛应用，以铸就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社会。

为实现这个愿景，钢铁行业将对行业的数字化和自动化进行升级，工艺效率和产品品

质都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主流程工艺自动化及危险作业远程操控也将使钢铁行业的安全

性更上一层楼。

钢铁制造工艺进步将进一步提高产品性能，为设计师和工程师带来高品质的新型钢铁

材料，以用于各下游应用领域，让更多新型产品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里。

展望未来，钢铁将推动实现未来智能网络的互联和节能，为建造住宅、工厂、体育馆和

医院等提供高强度的轻型材料。除此之外，钢铁还可用于建设可再生能源电站，为大家提

供清洁电力，钢铁还将推动未来的交通网络的发展，如公路、铁路、船舶、飞机或宇宙飞船

等，为大家提供安全、可靠的交通出行方式。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世界钢铁协会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钢铁实现一切可能，为地

球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钢铁铸就未来发展

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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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胡格兰德
霍高文钢铁集团

1985 - 1986

武田	丰
新日铁株式会社

1983 - 1985

弗雷德里克·杰克斯
内陆钢铁公司

1981 - 1983

80年代
洛根·约翰斯顿
阿姆科钢铁公司

1969 - 1971

汉斯-君特佐尔
奥古斯特·蒂森冶金公司

1967 - 1969

稻山	嘉宽
新日铁株式会社

1971 - 1973

雅克·费里
法国钢铁工会
1973 - 1975

迪特尔·斯佩特曼
蒂森股份有限公司

1979 - 1981

斎藤	英四郎
新日铁株式会社

1977 - 1979

乔治·斯廷森
美国国家钢铁公司

1975 - 1977

60年代

70年代

世界钢铁协会
历任会长
 
1967 - 2017



弗朗西斯·梅
优基诺钢铁集团

1997 - 1998

金满堤
浦项制铁

1996 - 1997

今井	敬
新日铁株式会社

1995 - 1996

千速	晃
新日铁株式会社

1999 - 2000

托马斯·厄舍
美国钢铁公司

1998 - 1999

大卫·罗德里克
美国钢铁公司

1986 - 1988

齋藤	裕
新日铁株式会社

1988 - 1989

罗伯特·斯库雷爵士
英国钢铁公司

1989 - 1990

沃尔特·威廉姆斯
伯利恒钢铁公司

1990 - 1991

布莱恩·罗腾
布罗肯希尔集团

1991 - 1992

柯蒂斯·巴内特
伯利恒钢铁公司

1994 - 1995

齋藤	裕
新日铁株式会社

1992 - 1993

海因斯·科里维特
蒂森钢铁公司

1993 - 1994

90年代

王钟渝
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0 - 2001

00年代



约翰·梅伯里
多法斯科公司

2002 - 2003

李龟泽
浦项制铁

2007 - 2008

盖·多尔
安赛乐公司

2005 - 2006

约翰·瑟玛
美国钢铁公司
2006 - 2007

三村	明夫
新日铁株式会社

2004 - 2005

布莱恩·莫法特爵士
康力斯集团

2001 - 2002

科比·亚当
博思格钢铁公司

2003 - 2004

约翰·费利奥拉
纽柯钢铁公司

2016 - 2017

郑俊阳
浦项制铁

2013 - 2014

沃尔夫冈·埃德尔
奥钢联集团

2014 - 2016

阿历克谢·莫尔达索夫
谢韦尔钢铁公司

2012 - 2013

拉克西米·米塔尔
安赛乐米塔尔

2008 - 2009

张晓刚
鞍钢集团公司
2011 - 2012

马田	一
JFE钢铁株式会社

2010 - 2011

保罗·洛卡
德兴集团

2009 - 2010

1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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