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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攀枝花钢铁集团研究院一栋老

的办公楼里，记者见到了第十二届、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孙朝晖。他中等个子，穿

一身灰色工装，温和谦恭，说话语气

和缓，让记者很难把这个外表普通的

中年人和屡次破解钒钛综合利用技术

难题、打破美国技术垄断的科技尖兵

联系在一起。但当谈到他带领的实验

室，谈到科技创新，谈到攀钢和攀枝

花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就像打开了话

匣子一样滔滔不绝，一遍一遍地给我

们讲钒钛综合利用，使我们深深感受

到了他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对攀钢和

攀枝花的深厚感情，对全国政协委员

这一荣誉和使命的珍视。

35 年只做一件事

1984年大学毕业后，孙朝晖就响

应号召来到了攀钢，从此与钒钛资源

综合利用结下不解之缘。

攀枝花市已探明钒钛磁铁矿约

100亿吨，约占全国储量的59.1%，名

列全国第一、世界第三位。其中，伴生

钛资源储量占全国的93%，居世界第

一；伴生钒资源储量占全国的63%，

居世界第三。此外还伴生有铬、镓、

钪、镍、铜、铅、锌、锰、铂、钴等20

多种有益元素。“矿石中含有元素多

是优势，但相伴而来的提取难度和所

需技术也更高，加之世界上同类型的

矿床少，开发利用也少，可借鉴的技

术就更少。因此每一次技术提升都是

我们的原创，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

做出来的。”孙朝晖自豪地说。

提到钒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自主

创新，就不能不提孙朝晖主持的钒氮

合金商业化生产技术研发项目。钒氮

合金是一种新型合金添加剂，可以替

代钒铁用于微合金化钢的生产。氮化

钒添加于钢中能提高钢的强度、韧性、

延展性及抗热疲劳性等综合机械性

能，并使钢具有良好的可焊性。“采用

钒氮合金作为钢的添加剂，可以使钢

材生产企业节约20%—40%的钒消耗

量，钢材用户节省10%—15%的钢材

用量。以每年全国消耗5000多万吨钢

筋计算，如果建筑行业使用钒氮合金

技术生产的钢筋，全国每年可少用钢

筋800万吨，少开采铁精矿1240万吨，

节约煤炭600万吨，同时大量减少二

氧化碳、二氧化硫和废渣排放。”孙朝

晖解释道。

因为钒氮合金产业化技术难度

大，直到20世纪90年代，也只有美国

战略矿物公司下属的钒公司实现了钒

氮合金商业化生产，因此形成了独家

垄断，可以在价格上左右国际市场。

1998年4月，美国钒公司第一次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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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李颖 刘慧娴

国推销钒氮合金产品，就在攀钢的学

术报告厅特别强调美国从1968年就

开始进行研究，用了20多年时间才实

现商业化生产。当攀钢对这项新技术

表示出浓厚兴趣，试探着希望引进该

技术或者双方合作在中国建厂时，美

方只撂下一句话：技术转让和合资生

产均不可能，你们只有采购产品，需

要多少，就供应多少。“美国人的傲

慢刺伤了我们大家的自尊心，但也激

发我们下决心干出名堂来，让他们瞧

瞧!”谈起往事，孙朝晖仍旧心情激动。

在这种情况下，攀钢随即抽调精

兵强将成立了课题组进行攻关，孙朝

晖担任负责人。起步阶段异常艰难，

孙朝晖和课题组人员在白手起家的情

况下投入实验，得不到国外相关信息，

他们就跑遍大江南北，和国内科研院

校密切合作，反复进行各种实验，从

中获得准确数据。经过一系列实验，

孙朝晖大胆提出了“采用连续式常压

工艺，进行钒氮合金产业化生产”的

思路。几经波折，2001年，课题组终

于攻克了世界领先的钒氮合金商业

化生产技术。这项技术迅速在攀钢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如今已形成了年产

8000吨的生产能力，产品不仅销往欧

洲、大洋洲，还进入了美国市场，为

攀钢创造了巨大的直接经济财富。同

时，钒氮合金的生产迅速在全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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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得到推广，为我国优质高强钢筋发

展、普及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

为提高我国钢筋产品质量、确保建筑

物安全性，为淘汰落后产能提供了基

础。这项技术也连连获得殊荣：2004

年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

会冶金科学技术特等奖和四川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2005年获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200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

与技术创新奖。

攀钢钒氮合金产业化成功后，国

内外许多企业纷纷通过各种方式与孙

朝晖接洽，高薪聘请他，但他却丝毫

不为所动。“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在钒

钛领域还有可以发挥的空间，还有很

多事可以做。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

觉得自己对科研还是很有兴趣。就像

啃骨头，啃着啃着就觉得挺有味道。

另一方面，既然当初选择了这个行业，

就应该坚持。做科研工作从某种意义

上说其实是很枯燥的，也常常会遇到

各种诱惑和选择，如果没有耐心很难

坚持下去。就像在沙漠里跋涉，没走

出去很可能就被困死在那，而坚持下

去就有可能走到绿洲。那种在沙漠看

见绿洲的欣喜是别人无法体会的。”孙

朝晖说。

此后，他又带领团队破解了钒铁

冶炼的多项技术难题，为攀钢钒铁产

品质量提升以及确立在国际上钒行业

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坚强的保障；打通

宇航级钒铝合金工业化生产中的各个

瓶颈，结束了我国没有航空航天级钒

铝合金的历史，为攀钢钒产业向高端

应用市场进军提供了技术支撑。他先

后获得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中国标

准创新贡献二等奖，科技部、财政部、

原计委、原经贸委优秀成果奖2项，

中国专利20年优秀成果特别金奖，四

川省科技进步奖6项。还获得发明专

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56项。入选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获得2019年四川“最美科技工作

者”称号。

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孙朝晖35

年科研事业的最好总结和注脚。但在

孙朝晖看来，自己只坚持做了一件事，

“应该说这件事也还没做完，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孙朝晖说。

“我爱攀钢，我爱攀枝花”

在攀枝花生活了30多年，孙朝晖

早已把这个城市当作了第二故乡。谈

到攀钢和攀枝花几十年的变化，孙朝

晖感慨万千。“当初攀枝花是根据‘先

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开发建设的，所

以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住的是席棚、

毡棚和草棚，‘干打垒’算是条件比较

好的房子；路是土路，下雨天到处是

泥巴；喝的是从金沙江挑回来的水，

水是黑的，就用明矾简单过滤一下；

每年7、8个月的旱季，天气很热，光

膀子吃年夜饭是常事，就是在这样的

条件下，攀钢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

壮大。”

攀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11—

2016年，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攀钢

连续6年亏损，生存面临考验。“但即

使在资金非常短缺的情况下，攀钢也

始终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的生命

线，其他业务部门经费不断缩减，但

科技研发方面一分钱没有减少，反而

还有少量的增加。”孙朝晖说。近几

年，攀钢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航

空航天级钒铝合金形成批量供货能

力，研发出钛板、钛管、钛带、钛丝等

系列产品，成为国内第二家成功开发

出DP1180汽车用高强钢的企业，贝氏

体钢轨开发取得重大进展……突出科

技创新为攀钢扭亏脱困增添了不竭动

力，2014—2017年，攀钢科技创效累

计达56.51亿元。

同时，强力推进结构调整，加快

推进转型发展。孙朝晖介绍，在淘汰

低端产能方面，攀钢自2014年以来，

平稳关停部分钢铁产线，累计削减

粗钢产能362万吨，占攀钢总产能的

26%。其中，攀成钢彻底关停全部钢

铁产线，转型升级打造以科创研发、

高端制造、现代物流等产业为核心的

积微智慧产业园。积微物联成为西南

最大的大宗商品全产业链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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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智能制造和工业大数据创新中

心，自2014年成立以来交易量由40

万吨增加至1477万吨，交易额由11

亿元增加至709亿元。

2018年，攀钢集团实现营业收

入780亿元，同比增加110亿元，增幅

16%；实现经营利润53亿元，同比增

加47亿元，增幅8.14倍，均创历史最

好水平。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攀钢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突出抓好环境保护。” 孙朝晖

介绍，他们攻克了攀西钒钛铁精矿烧

结烟气脱硫世界性技术难题，SO2削

减量居全国钢铁企业第一；全面开展

环保隐患排查治理，2017年投入5亿

元，实施节能环保项目67项。2018年

环保治理投入10多亿元，实施环保项

目100余项，涵盖矿山、发电、焦炉、

烧结、高炉、转炉、轧钢、钒钛等工序

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等治

理，主要排放物均达到国家现行排放

标准，实现焦炉、高炉、转炉煤气全

部回收利用，西昌钢钒达到废水“零

排放”，攀钢钒焦化酚氰废水处理系

统升级改造项目实现了焦化工序工业

废水全部循环利用，有效保护了金沙

江生态环境。

“攀枝花的环境这几年变化很大，

我们每天生活在这里都能感觉得到。

过去攀枝花是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现

在攀枝花的空气质量优良率每年都

在98%以上，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康

养城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休闲度

假。”孙朝晖自豪地说，“从攀枝花的

空气状况就可以看出攀钢在环保方面

的成效。”

两届连任 履职尽责  

作为连任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孙朝晖尽职履责，先后针对攀西国家

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资源开发

与利用、大型国企改革与发展、财税

改革与转移支付、科技体制改革与知

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30余件提

案，得到了全国政协和财政部、科技

部等有关部委的高度关注。

他提交的《关于帮助钢铁企业渡

难关的建议》提案，相关建议得到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的充分肯定和采纳；就

他提交的《关于出台攀西战略资源创

新开发试验区科技支撑配套政策的建

议》提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

相关部门、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到攀

西实地调研，进一步向中央高层建言，

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笔批示，

为后来每年一次的省（四川）——部

（国家发改委等）联席会议机制的建立

铺平了道路。

2015年“两会”期间，他提交了

《关于加大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

验区财税支持力度的建议》提案，建

议对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

铁矿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孙朝晖介

绍，当时受国际矿业巨头低成本竞争

的影响，国际矿价已由2014年初的

每吨130美元左右降至60美元以下，

而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市场价为280

元，按钒钛磁铁矿与普通矿的理论使

用价值测算，对应62%品位的进口矿

价格为82美元左右，使攀西钒钛磁

铁矿的经济性进一步下降。同时，高

税负让攀西地区的矿企雪上加霜。攀

西地区的兰尖矿和朱家包包矿属国

家资源税列名矿山，税额分别为14.5

元 /吨、14元 /吨 ；白马矿资源税按12

元/吨征收，而四川省内其他铁矿按7

元/吨征收，攀钢矿山资源税的税负

远高于其他企业。钒钛磁铁矿的资源

特点，造成其生产成本高、市场价格

低的先天劣势，铁精矿品位仅54%—

56%，价格仅为普通铁精矿的一半。

这就意味着，每百元钒钛磁铁精矿收

入所负担的资源税为普通铁精矿的2

倍。由于铁矿资源税按原矿量征收，

低品位矿和表外矿的资源税税负极

高。以表外矿选取铁精矿为例，每吨

售价280元的铁精矿所缴纳的资源税

高达116元，极不利于调动企业开展

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

“国家大力推进攀西战略资源创

新开发试验区建设，攀西资源开发重

回国家战略，必须维系好矿山生产这

一基础。攀钢的矿山是我国为数不多

的年产超过1000万吨的支柱性矿山

之一，在稳定国内矿石供应、抗衡国

外矿山垄断、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攀西矿企的成

本竞争力一直削弱，甚至生存不下去，

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就将面

临巨大的灾难。”孙朝晖说。因此，他

在提案中建议，一是减轻矿山生产的

税负，将白马矿资源税标准调整为7

元/吨，与四川省内其他矿山保持一

致；二是将上缴的资源税的50%返还

给矿山企业，用于扶持企业发展；三

是尽快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实现公

平税负。

孙朝晖说：“财政部对我的提案

给予了认真答复，我很满意。” 2016年

资源税从价计征推广到全国整个矿山

产业。

2019年“两会”，孙朝晖又提交

了3个提案，“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

是攀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问题，另

一个是攀西地区对外交通问题。” 孙

朝晖说，“作为政协委员，肯定要为

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呼吁，这是我的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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