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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朝鲜钢铁工业更面临的原料短缺、电力不足、技术设备落后等困境出发，介绍了朝鲜冶

金矿产资源、钢铁工业产能、重点钢铁企业等方面的情况。指出改变朝鲜钢铁工业发展困境的途径

是通过开放政策引入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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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概况

根据“2011年度朝鲜中央年鉴”等数据资料，

朝鲜的铁矿石埋藏量较高，高达数百亿吨，详见图

1。韩国“地下资源网” (I-RENK)就认为：在朝鲜平

均品位63.5%的铁矿探明储量约为43亿t，平均品位

50%的铁矿探明储量约为50亿t，每年可生产500万t
的铁矿石[1]。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铁矿石有：磁铁

矿、赤铁矿、褐铁矿、菱铁矿等。韩国“资源研究

所”于2013年发行的“地下资源潜在价值和生产量

推测”报告书称，朝鲜的铁矿石主要由以茂山铁矿

为首的十多个矿山进行生产，铁矿石储量接近世界

前十位，潜在价值为6207亿美元，相当于韩国的

133倍多。不过大部分铁矿山都是以磁铁矿为主，

铁矿石品位并不高，约为30%，必须进行磁选后才

能用于钢铁生产。煤炭的探明储量为 147.4 亿t, 其
中无烟煤储量 117.4 亿t, 褐煤储量 30 亿t，现有技术条

件下的可开采储量约为 79 亿t，但缺乏钢铁工业所必

需的沥青煤 (焦炭的原料) [2]。此外，钨矿、镍矿、铬

矿、钴矿等合金矿，粘土、蛇纹石等非金属矿物资

源也非常丰富。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资料显示[3]，2013年
朝鲜铁矿石生产总量为530万t，需求总量为900万t。
按类别划分，依次是：生铁500万t，主体铁300万t，
粒铁100万t；2013年煤炭生产总量为4100万t，用于

炼铁的煤炭需求为240万t；2013年石灰石生产总量为

1200万t，用于钢铁冶炼的石灰石需求为240万t。
同时以朝鲜钢铁工业的生产规模 [4] ，每年至少需

要841万t的铁矿石，根据每生产1 t生铁消耗1.54 t
铁矿石测算，但目前每年能生产出的铁矿石仅为

500万t左右。

钢铁工业现状

1995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不足，工厂的厂房

无法进行后期的改建和扩建。再加上焦炭、电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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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足，生产设备落后和人员流失，因此朝鲜钢铁

厂与生产能力不高，开工率也非常低。进入20世纪

90年代后期，新建的中小型发电站相继启动，1998
年也启动了对钢铁厂的设备检修和维护。同年5月，

黄海制铁所即制造了氧热法高炉，用无烟煤替代了焦

炭炼铁，还建立了铸铁专用煤球的车间。1999年，金

策制铁所引进了不需要焦炭的COREX工艺。同年朝鲜

开展全民收集废铁运动，并从中国进口40万t焦炭，直

接供给金策制铁所和黄海制铁所，设备开工率明显

得到提高[5]。2009年朝鲜宣布开展“150天战斗”活

动，目标是每小时生产400 t钢材。同年千里马制钢

所宣布自主开发超高功率电炉，建立1座不需焦炭的

高炉。遗憾的是这些举措最终都没能从实质上提高

钢铁工业的整体生产能力。近期，朝鲜对韩国浦项

制铁公司开发的FINEX工艺非常关注，因为这项技

术采用的是不需要焦炭的低品位的铁粉矿和烟煤，

非常符合朝鲜钢铁业发展的实际。

目前，朝鲜的综合钢厂有金策制铁所、黄海制

铁所、城津制钢所、德岘制铁所等。另外，清津制

钢所在炼铁工艺方面实力较强，千里马制钢所也是

炼钢和轧钢的重要生产基地[6]。仅有金策制铁所具备

“高炉-LD转炉-连铸”的生产体系，而且还是20世
纪70年代前苏联援助扩建的，黄海制铁所拥有中小

型高炉，其余企业普遍采用的是回转炉-平炉、电炉

等设备。如表1所示，炼铁能力前几位的企业依次是

金策制铁所、黄海制铁所、清津制钢所和城津制钢

所。轧钢能力前几位的企业依次是金策制铁所、黄

海制铁所。

表1 朝鲜主要钢铁厂产能情况  

工厂名称
炼铁 炼钢 轧钢

产能/万t 比例% 产能/万t 比例% 产能/万t 比例%

金策制铁所 222.7 41.9 240.0 36.4 147.0 36.4 

黄海制铁所 113.4 21.3 193.9 29.5 75.0 18.6

城津制钢所 48.0 9.0 82.0 12.5 41.5 10.3 

清津制钢所 96.0 18.0 — — — —

千里马制钢所 —　 — 75.0 11.4 55.0 13.6 

4.13制铁所 36.0 6.8 — — — —

德岘制铁所 9.6 1.8 9.0 1.4 9.0 2.2 

平壤钢铁厂 — — 10.5 1.6 10.0 2.5 

海州钢铁厂 — — 5.2 0.8 5.0 1.2

城干制钢所 — — 10.0 1.5 8.0 2.0 

咸兴钢铁厂 — — 5.2 0.8 5.0 1.2 

江界钢铁厂 — — 5.2 0.8 5.0 1.2

元山钢铁厂 — — 5.2 0.8 5.0 1.2 

铸元钢铁厂 — — 5.2 0.8 5.0 1.2 

其他 6.0 1.1 11.2 1.7 33.2 8.2

合计 531.7 100.0 657.6 100.0 403.7 100.0 

重要钢铁企业

朝鲜的所有钢铁企业中综合实力较强的有五

个，分别为：金策制铁所、黄海制铁所、城津制钢

所、清津制钢所和千里马制钢所[7]。

金策制铁所(金策制铁联合企业所)位于咸镜北道

的清津市松坪区域的沙峰洞。该厂占地430万m2，有

5万余名员工，7座高炉，是朝鲜第一大综合钢厂，如

表2所示。金策制铁所由朝鲜最大的铁矿山——茂山

铁矿直接供应铁矿石，北仓火力发电站供电，输城川

输出工业用水。主要产品有：生铁、热轧板卷、中厚

板、冷轧板、镀锌板、镀锡板等 [7]，年产能分别达

到：炼铁222.7万t，炼钢240万t，轧钢107万t，冷轧

40万t，炼钢产能占全国的38%。但进入20世纪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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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由于电力供应、原料采购不足等原因，目

前只有1座高炉还在运行，开工率还不足10%。

黄海制铁所(黄海制铁联合企业所)位于黄海北

道松林市松山洞，占地330万m2，有1万余名员工，

见表3。铁矿石主要由殷栗、载宁、华城、安岳等地

的矿山供应，电力主要由平壤发电站提供，该厂也

有自备发电站，用水取自大同江。主要产品有热轧

板、冷轧板、中厚板、镀锌板、钢轨以及小型型钢

类，年产能分别是：炼铁113.4万t，炼钢193.9万t，
轧钢75万t。其炼钢产能占到了全国总量的31%，是

朝鲜第二大综合钢厂。

表2 金策制铁所设备产能情况(单位：万t)

类别 大中型高炉 小型高炉
合计

炼铁
1# 2# 3# 4-7#

51.5 62.6 75.6 30 222.7

炼钢

转炉 LD转炉
合计

1-2# 3-4# 5-6# 1-3#

16 7 17 200 240

轧钢
薄板1# 薄板2# 热轧 冷轧 合计

5 10 92 40 147

山、虚川、德城、利原等地的矿山供应，电力由富

宁水力发电站和西头水水力发电站供应，工业用水

主要是来自输城川。主要生产主体铁，产量约占全

国总量的54.1%。

千里马制钢所(千里马制钢联合企业所)位于南浦

直辖市的大安区域，占地约274万m2，有员工1.3万
余名。炼钢原料主要是黄海制铁所提供的生铁，以

及国内各地采集的废铁。电力由平壤火力发电站供

应，用水取自大同江。主要产品包括：普通结构用

合金钢、碳素工具钢、合金工具钢、弹簧钢、不锈

钢、钢管等。

 存在的问题

尽管朝鲜铁矿石储备丰富，国家也试图努力发

展钢铁工业，但总体来说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存在

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1) 原料供应有限。由于矿石中所含铁品位并

不高，且存在设备老化、电力不足等先天问题，朝

鲜目前的铁矿石开采量完全无法满足钢铁生产的需

要。同时，朝鲜自身还不能生产焦炭原料——沥青

煤，只能依赖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但是1989年以

后，受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焦炭、石油等

原料供应大幅缩减，导致朝鲜的钢铁工业出现原料

严重短缺的困境，也致使造船、机电等相关需求产

业陷入了停滞状态。

(2) 电力供应不足。为了解决电力供应问题，朝

鲜试图以水力发电取代火力发电，同时也寄希望于

发电设备的更新换代来解决这一问题。2009年全国

开展的“150天战斗”活动的目标就是，由火力发电

为主转变为水力发电为主，2012年达到770万kWh的
电力供应，彻底解决电力供应问题。但是，生产发电

涡轮机的工厂却无法生产出足够的机器，这正是因为

钢铁厂产能不足所造成的。因此，水力发电建设的目

标也只能一拖再拖。目前估计朝鲜的最大发电量仅为

157.7亿kWh，远远不能满足生产能耗需要[8]。

(3) 生产设备落后。在朝鲜现有炼钢和轧钢设备

中，有40%以上是来自前苏联和中国，大部分都亟

需进行必要的检修和维护。通常钢铁工业至少每10
年应该对设备进行更新换代，但朝鲜仅对部分炼铁

设备进行过检修。究其原因，还是国家财政投入不

表3 黄海制铁所设备产能情况(单位：万t)

类别 高炉 回转炉
　合计

炼铁
1# 2# 4# 5-8# 3-4#

41.1 37.1 7.2 21.6 6.4 113.4

炼钢

平炉 转炉 电炉
　合计

1-4# 5# 6# 1-2# 1#

45.5 39.6 19.8 39.6 49.4 193.9

轧钢
中厚板 薄板 冷轧 涂镀 不锈钢 合计

15 6 3 50 1 75

城津制钢所位于咸镜北道的金策市，占地约

99.2万m2，员工2500余名。炼钢原料主要是金策制

铁所提供的生铁，自主生产的生铁，以及国内各地

采集的废铁。电力由虚川江水力发电站供应，用水

取自龙阳川。主要产品包括：中厚板、棒材、弹

簧钢等；其电炉可生产特钢，主要用于生产军需用

品；年产能分别是：炼铁48万t，炼钢82万t，轧钢

41.5万t。 
清津制钢所咸镜北道的清津市浦项区域，别名

叫“3月10日制铁所”，前身是三菱矿业清津制钢

所，占地90万m2，员工8000余名。铁矿石主要由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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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所致。而生产设备的老化直接影响了生产效率的

提高和技术的革新。

(4) 技术水平不高。从1971年开始，为了降低焦

炭的进口量，朝鲜大力推进无烟煤自主炼铁技术的开

发。该项名为“主体铁”的技术由于能耗高、生产效

率低，已被国际社会所淘汰，但朝鲜一直在坚持使

用。而在炼钢工艺方面，尽管朝鲜可以生产普钢和特

钢产品，并用粒铁生产部分钢种，但由于二次精炼设

备不完善，因此很难生产高强度特钢产品。轧钢工艺

方面，冷轧、大型初轧、宽幅轧制等相关设备也不尽

如人意，从朝鲜钢铁工业的整体装备水平来看，与生

产能力相比，生产技术已经严重落伍。

前景展望

由于采矿设备、电力、汽油等物资供应的不

足、铁道设施的老旧，已经严重影响了原燃料的正

常运输。而钢铁厂自身的运作体系也不稳定，产品

质量不高，无法出口换取外汇，大部分只能供给国

内下游产业使用，钢铁工业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的

怪圈。

虽然朝鲜铁矿石资源丰富，钢铁厂地理位置优

越，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但钢铁工业的未来形势

依然不容乐观。目前看来，改变朝鲜钢铁工业发展

困境的途径只能是通过开放政策引入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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