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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 年版）》政策解析 

及对钢铁企业的影响 

 
  2025 年 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 年版）》，通过创

新分级评价体系、强化基础指标和增设引领指标，对钢铁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更为严格和

全面的要求，推动行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 在当前钢铁行业面临产能过剩、

需求结构调整、环保压力增大等诸多挑战的背景下，新版规范条件的出台将重塑行业竞

争格局，龙头钢企凭借技术、资源和整合能力将进一步巩固竞争优势，中小钢企或面临

加速淘汰。 

联合资信 工商评级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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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演进历程 

在钢铁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政策导向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钢铁行业

规范条件》无疑是其中的关键指引。自 2010 年首次发布以来，该规范条件经过多次

修订，每一次调整都反映出钢铁行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与变革诉求。 

2010 年版：初定规范，整治行业乱象 

2010 年，钢铁行业快速发展为保障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产能增长过快、产业集中度低、布局不合理、淘汰落后进展缓慢、铁矿石经营秩序

不规范等问题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发布

《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从产品质量、环境保护、能源消耗和资源综合利用、

工艺与装备、生产规模、安全卫生和社会责任等 6 个方面，对钢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予以规范。该规范条件的出台，旨在促使钢铁企业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推动

行业规范化发展。 

2012 年版：强化管理，化解产能过剩 

2012 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愈发凸显，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催生了行业乱

象。不同地区、企业在质量、环保、能源、财税、安全及社会责任等方面执行标准各

异，部分企业为维持运营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

基于此，工信部修订并发布《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12 年修订）》，该修订更加注重

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对钢铁企业在污染物排放、资源综合利用、能耗指标等方面进

行了调整，实行更加严格的能耗环保管理标准。这一修订旨在规范存量钢铁企业的生

产经营秩序，响应“十二五”规划中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的硬性要求。 

2015 年版：适应新常态，更新准入标准 

随着钢铁行业步入新常态，行业管理也发生了新变化。钢铁项目投资管理由国家

核准改为地方备案，2015 年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进一步提高了环保标准。为适应

相关法规政策的变化，结合我国钢铁行业发展实际以及行业管理工作的需要，工信部

对规范条件再度修订。此次修订强化了环保节能约束，明确了新建和改造项目的准入

条件；根据不同产品，设定了差异化的冶炼装备准入要求；取消了规模要求，转而细

化产品质量、工艺与装备、环境保护、能源消耗和资源综合利用、安全卫生和社会责

任等方面的内容。 

2025 年版：分级评价，引领高质量发展 

历经多年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钢铁生产大国，但行业内企业规模和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既有大型现代化钢铁集团，也存在众多小型企业，钢铁行业结构差异导致行

业整体运行效率、技术创新能力和环保水平不一致。2025 年 2 月，工信部发布了《钢

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 年版）》，距离上次修订间隔将近十年。目前钢铁行业面临着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3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此次修订的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分

级评价、环保能效升级、兼并重组等方面。 

表 1  2015 年与 2025 年版钢铁行业规范条件对比 

方面 2015 年版 2025 年版 演进意义 

管理机制 动态准入，年度自查 
分级评价（规范/引领型），两

年动态调整 
从单一合规向分层激励转型 

环保要求 
设定排放限值，未明确时间

节点 

2026 年起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

改造并公示 

倒逼企业技术升级，加速低

碳转型 

能效标准 未量化基准水平 
2025 年底前主要生产工序能效

指标达到基准水平 

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促进短

流程炼钢 

行业集中度 未涉及兼并重组 将兼并重组纳入高效化指标 
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国际竞

争力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分级评价 

本次修订最大的创新在于引入分级评级体系，评价指标分为基础与引领两类，实

施“规范企业”和“引领型规范企业”两级评价模式。基础指标是评价“规范企业”

的依据，包含基本要求、工艺装备、环境保护、资源消耗、安全生产、质量管理 6 项

一级指标、20 项二级指标。引领指标是评价“引领型规范企业”的依据，包含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安全化、特色化 6 项一级指标、32 项二级指标。 

点评：分级评价体系建立了差异化激励机制。一方面，成为“规范企业”是企业

的基本目标，确保企业在合规经营、工艺装备、环境保护等基础方面达到行业要求；

另一方面，“引领型规范企业”的评价指标为企业树立了更高的标准，激励企业不断

加大在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等方面的投入，提升自身实力，在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2）环保能效升级 

本次修订在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方面提出了时间要求，2026 年起完成全流程超

低排放改造并公示，2025 年底前主要生产工序能效指标达到基准水平。 

点评：钢铁行业作为碳排放大户，其绿色低碳转型已然成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任务。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钢协”）的数据，截至 2024 年底，

共有 171 家钢铁企业（包括一家球团企业）完成或部分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

测。其中，126 家企业全过程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涉及粗钢产能约 5.53 亿吨，吨钢超

低排放改造投资约 475 元，吨钢平均环保运行成本约 224 元；45 家钢铁企业部分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涉及粗钢产能约 1.68 亿吨。目前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的粗钢产能

占比超过 50%，但仍有大规模产能需要尽快完成改造。未来，若企业未能如期完成全

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或将面临环保处罚、限产停产等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

经营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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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兼并重组 

本次修订将兼并重组纳入“高效化”指标，鼓励跨区域、跨所有制整合，促进行

业集中度提升，优化产业布局和组织结构。 

点评：近年来，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和资产整合的步伐有所加快，目前国内钢铁行

业 CR10 市场份额在 43%左右，集中度低会导致行业过度竞争、产业链利润分配不均

等问题。未来，随着钢铁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将有利于行业竞争格局的优化，

并提高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促进行业及企业盈利更趋稳定。 

《钢铁行业规范条件》的演变，是对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无序、环保压

力增大、技术发展需求以及高质量发展导向等问题的回应。通过不断修订完善，该规

范条件持续为钢铁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推动钢铁企业提升生产效

率、加强环境保护、增强创新能力，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全球产业变革中，实现

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 

二、对钢铁企业的影响 

短期来看，为满足新版规范条件中环保、能效、智能化等方面的要求，钢铁企业

在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方面会持续进行资金投入，这将在短期内增加资本支出和运

营成本，压缩利润空间，需关注杠杆水平较高的企业因资本支出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长期来看，通过满足规范条件，企业能够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生产成本、

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改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新版规范

条件的出台将重塑行业竞争格局。龙头钢企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强大的技术研发能

力，在满足规范条件方面具备先发优势，同时通过持续创新和兼并重组，进一步强化

领先优势和市场竞争力，但中小钢企或将因环保改造压力、能效达标困难等问题面临

加速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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