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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钢与新日铁的科技交流(1972-2011) 

——从科技交流史的视角出发 

许瑞娟
1
 

(武汉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科学技术交流成为国际间交往的重要一章。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

的邻国，有着频繁的科技交流活动。武钢与新日铁的科技交流始于上世纪 70年代，并持续至今，其交流不仅推动了

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对中日友好交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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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往往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情境下的国家交流呈现不同的模式，产生不同的效

果。中日之间的交流一直以来呈现出合作与对抗交织并行的特点。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交流呈现出不同的方式，交流的内容也

出现新的侧重点。其中，科学技术交流成为重要的一章。中日之间由于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通，一直有着频繁的科技交流活动，

日本是中国对外科技交流的重要对象。但是关于中日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却十分匮乏。 

首先是日本方面关于中日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如田育诚(2002,2004),对近代中国(尤其是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科技在中国的

导入与传播进行了整理。另外，日本科学振兴机构(JST)出版的《日中科学技術交流の 40年》,对中日两国 40年(1972-2014)的

中日科技交流史进行了整理，并对农业、工业等不同领域的科技交流进行了归纳。 

其次是中国方面关于中日科技交流史的研究。李延举、吉田忠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8:科技卷》和羽离子的《中外科技

交流史考论》,两本书对古代中国的科技交流史进行了概括。汪前进(1993)对古代的中日科技交流史进行了整理，强调中日两国

从汉代到清代即有着十分密切的科技交流活动，并指出中国的水稻栽培技术、印刷术传到日本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对上述为数不多的中日科技交流史研究资料进行整理，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主要集中在古代

中日科技交流史研究，然而古代与现代的科技交流完全不同，缺少参考价值；二是大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明晰中日科技

交流现状，促进今后交流发展缺少现实意义；三是缺少具体到地区、产业或企业的研究，对于落实和促进中日科技交流缺乏现实

可行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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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省钢铁业的对日科技交流 

1.11972-1978年武钢与新日铁科技交流的初期阶段 

武钢于 1955年开始建设，1958年正式投产。苏联的技术专家参与了武钢初期的规划、选址和建设，为武钢初期的发展提供

了技术、人才支持。随着上世纪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从武钢撤离，留下大批技术难题，武钢的发展举步维艰。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决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1972 年 8 月，中央决定从国外引进一米七轧机工程。为了做好引进工作，特

别成立引进小组，还重点派出 2个小组去联邦德国和日本进行考察，掌握国外技术水平的发展动向，为随后的正式谈判做准备。

1973 年上半年，联邦德国财团、日本新日铁和川崎等钢铁厂家、英国维尤乃梯公司和美国纬安联合公司，相继提出报价书。我

方通过审查报价、分析、准备，1973 年开始进行引进一米七轧机的谈判。在经过多次技术谈判和商务谈判，综合分析了技术和

经济情况，并考虑了该国的外交政策后，确认从日本引进热连轧机和硅钢片轧机，从联邦德国引进冷连轧机和连铸机。 

1974 年一米七轧机工程正式动工，日本方面主要是当时的新日铁株式会社与武钢对接，而新日铁的前身恰好是清朝与汉冶

萍公司有过诸多交集的八幡制铁所。湖北钢铁业与日本钢铁业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再次续起。为推动武钢更好地吸收学习先进

设备和技术，在中共湖北省委和冶金部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北省建设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指挥部”,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派

出 19名领导干部和冶金部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担任指挥部领导，负责指挥一米七轧机工程的建设工作。此外，为促进双方技

术人员的交流，更好地吸收新日铁的先进技术，武钢通过多种方式深化双方的技术交流。在进入负荷试车、试生产准备阶段，指

挥部要求生产线上的干部、工人，通过请外国技术人员讲技术课、请国外技术人员共同参加考察工人的操作技术，命题考核工

人、挑选第一批上岗人员；热轧长试车时，主动请日方人员当正职，我方人员当副职，取得负荷试车和试生产的成功。新日铁还

特别派遣大分制铁所的工程技术人员进驻武钢，从事生产线的建设和技术指导。同时，武钢也先后派遣部分技术人员常驻大分制

铁所，学习先进技术，人数由开始的 17人逐步增加至近 200人。大分制铁所热情接待，并专门提供了“友好舍”。 

新日铁的总工程师龟山弘带领 50多名技术人员进驻武钢，进行技术交流指导。他在这里度过了八年时光，为武钢引进和消

化新日铁的设备技术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也因此对武钢这个企业、武汉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厚的情谊。2018 年长江日报的记者占

思柳特地去日本，对 82 岁高龄的龟山弘进行专访。他表示自己早已把武汉当作第二故乡，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回去帮忙”。 

武钢与新日铁的技术交流，不仅使中日技术人员缔结了友好的情谊，也促成武汉和大分市缔结为友好城市。当时新日铁的社

长齐藤英四郎曾多次到武钢了解技术交流的情况，他感觉到武汉和大分有诸多相像之处，于是向当时的大分市市长佐藤益美介

绍了武汉的情况，并建议佐藤益美加强和武汉的交流。于是佐藤市长三次向武汉政府递交缔结友好城市的建议书，终于在 1978

年武汉与大分缔结为友好城市。这也是武汉对外缔结的第一个友好城市。 

1972-1978年是武钢与新日铁科技交流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的交流方式主要为引进成套设备、聘用新日铁专家到武钢任职，

以及派遣员工到新日铁学习等，整个交流过程体现出国家主导、地方推进、企业实施的显著特征。交流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对引进

设备和技术的理解与吸收上，尚未开始技术的超越和创新，因此仅停留在科技交流的初级阶段。但是，武钢与新日铁的科技交流

开创了新中国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先河，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2 1978-1996年武钢与新日铁科技交流的中期阶段 

1978 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民间签订《中日长期贸易协议》,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环境，两国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也更加频繁，武钢与新日铁的技术交流不断深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一米七轧机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钢铁生产的落后面貌，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钢铁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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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进口、质量不好等问题。在一米七轧机工程初步建设完成之后，立足于我国工业生产需求，为满足国内硅钢需求，武钢开始了

以硅钢生产为主的技术改进与升级。 

1978 年武钢硅钢片厂建成投产，成为中国第一代冷轧硅钢片的专业化生产厂；投资初期具有 13 条作业线、1070 台(套)设

备，全套生产装备及专利技术均从日本新日铁公司引进。1980年 8月，武钢自行研制出 0.15mm厚的无取向硅钢新产品，突破了

引进新日铁专利的品种与牌号；1981年，研制成功了 0.7mm的开关料，达到日本 HMS标准；1985年，突破新日铁专利技术，实

现硅钢全连铸……武钢的技术人员凭借扎实进取的精神，实现了对硅钢技术的一次又一次突破，终于探索出属于武钢自己的新

方法、新技术，建成国内第一条无取向硅钢生产线。 

与此同时，1978 年我国开始筹划上海宝钢的建设，宝钢在建设之初即准备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但是引进哪个国家的

技术成为当时争论不下的问题。冶金部决定遵循“三社合一”的原则，即在引进国外品牌技术的时候，至少要参照三个公司的价

格、技术、合作条款等进行比较。中国向日本，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发出了邀请。但是和中国没有过技术合作经验的欧美国家反映

较为冷淡，且当时国内“文革”刚结束，除了日本之外的大多数国家仍保持观望态度。且武钢和新日铁有过十分成功的技术交流

合作的先例，最终经过多方考量，宝钢决定全面引进新日铁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模式等。这标志着武钢与新日铁之间的科技交流

得到了横向的延伸和发展。 

另一方面，武钢与新日铁的科技交流在纵向方向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武钢在引进日本冷轧硅钢片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同时

也引进了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中心的 18种方法，并结合武钢自身在原引进专利技术时引进的一贯管理模式，形成了具有武钢特色

的“一条龙”管理模式。武钢与新日铁之间的交流不再仅仅局限于设备与技术引进，而是开始了更加全方位、深层次的交流合

作。 

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一亿吨，成为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和钢铁消费国，至此，中国钢铁业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转变。 

综上 1978-1996 年为武钢与新日铁科技交流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的交流从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延伸到对引进技术的消

化和吸收，还在以硅钢为代表的多个技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武钢与新日铁由师徒关系走向亦师亦友，平等竞争

的交流关系。此外，双方之间的交流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都取得了更深层次的发展。 

1.3 1996-2011年武钢与新日铁科技交流的后期阶段 

199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终于跻身于世界钢铁大国的行列，实现了为之奋斗了百年的“钢铁梦”。

但是随着钢铁产业的迅猛发展，世界钢铁产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的倾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武钢与新日铁的科技交流也发生

了变化。 

单纯的技术引进需要武钢遵守日方相关的专利要求，对一些技术进行保密，且在出口方面也倍受限制。因此想要得到进一步

发展就必须要摆脱日本的技术限制，走独立自主之路。2003 年起，武钢开始自主研发一般取向硅钢新技术，经过 3 年摸索获得

国家专利。相比日本技术，武钢攻克低温制造方法，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而关键的磁性水平指标全面超过日本指标。 

进入 2000年以后，中日开始成为世界钢铁产业中的竞争对手，中国钢铁出口量逐年增加，对日本钢铁出口大国地位造成威

胁。200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钢铁产业大受打击，钢铁出口量骤减，武钢在内的一批中国钢铁企业发展停滞。然而金融

危机并没有对日本的钢铁出口产生太大影响。这是因为日本出口钢材多以优质钢材为主，虽然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但是由于优

质钢材没有可替代品，其生产技术也没有几个国家掌握，因此出口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但是我国的出口钢材仍以初级产品为

主，高级钢材相对较少。这使得中国钢铁产业呈现出“大而不精”的特点，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对于经济危机和产业风险的抵

御能力也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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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日本几大钢厂相继停产，对日本钢铁产业产生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武钢硅钢的产量和质量

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占据了更多出口份额。因此日本不得不调整本国硅钢价格，实行低价出口。面对世界钢铁产业的新变化，

武钢和新日铁也开始寻求新的生存模式。2011年，双方宣布联手建立武钢新日铁(武汉)镀锡板有限公司，共投资 18.5亿元，双

方各持股 50%,武钢和新日铁从竞争走向合作。 

1996-2011年，武钢与新日铁之间的科技交流逐渐减少，但在国际钢铁市场上的交集却不断增加。交流初期由国家主导的交

流模式转向为企业主导的交流模式，国家的方向引导作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和市场需求不断调整交流合作

的模式。 

2 结论 

本文选取 1972-2011年将近 40年的时间，对武钢与新日铁的科技交流史进行了梳理总结。根据不同阶段的交流方式、内容

和特点将其交流时期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初期(1972-1972)主要以大型设备的引进为主，体现出强烈的国家主导、地方推进、企业实施的特点；中期(1978-1996)属于

交流的快速发展阶段，由完全依赖技术引进走向技术突破和超越，开拓出一条自主研发之路。另外交流的横向和纵向都得到了极

大的发展；后期(1996-2011)武钢与新日铁的直接交流减少，开始角力国际市场，为适应竞争谋得生存，双方由竞争对手转变为

合作伙伴，其交流模式也由国家主导转向企业主导。 

武钢与新日铁科技交流的 40年间，中国钢铁业迅速发展，中日之间的民族感情不断加深，中日两国的交流也日趋频繁，为

中国的对日科技交流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在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武钢与新日铁的科技交流的成功来源于多方力量

的共同推进，首先是国家政府层面的引导和推动；其次是湖北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再次是企业本身的勇敢实践和尝试。

但无论是国家、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其根本力量都来自人，上到中央领导人、地方领导人，下到中日双方企业领导者、技术工人，

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最终促成了武钢与新日铁科技交流的成功。 

因此，在推进中日科技交流的实践中，不仅要汇聚中央、地方、企业等多方面的力量，还要重视每一个科技交流参与者的力

量，只有多方同心，共同努力，才能促进科技交流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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