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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铁产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钢铁价格波动对钢铁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至关重要。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钢铁企业进入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 河钢集团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

的样板企业,故文章以河钢集团为例,首先,基于供求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和边际效应理论分析了钢

铁价格的变化对钢铁企业国际化路径的影响;其次,采用国际化蛛网模型综合评价当前河钢集团的

国际化水平;最后,根据评估结果,来进一步归纳研究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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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

路”国家的政策贸易等的沟通,推动了
 

“一带一路”
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表明,国际合作环境

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我国的贸易数字化以及“数字丝

绸之路”也将更上一个台阶。 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推

动,企业的国际化合作平台更加宽广,国际化壁垒进

一步降低。 钢铁行业作为设施联通、国际合作的重

要行业之一,也在加快国际化探索的步伐。 在加快

国际化探索的过程中,我国涌现了大批优秀的钢铁

企业,河钢集团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工程受

到广泛关注。 因此,本文以河钢集团为例,在以往学

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钢铁价格波动对钢铁企业

国际化路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国际化蛛网

模型评估了河钢集团当前的国际化水平,根据评估

结果以及吸取优秀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归纳研究我

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路径,从而为我国钢铁企

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借鉴。

一、文献回顾

　 　 自“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

都对企业国际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主要分为

三方面。 首先,是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任鸽等

人(2019)认为企业快速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国际化进

程,并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的发展范围、国际

化速度和国际化水平三方面,研究企业的经验环境

对其国际化进程的影响[1] 。 侯治平等人(2020) 认

为,企业国际化水平与企业价值和科技研发投入有

密切关系,并针对设计咨询、装备和土建三个不同的

行业分别分析了三者的关系[2] 。 潘镇等人(2021)认

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与“创始人+CEO”的联合身份

特征有关,且该身份特征对企业国际化有积极作

用[3] 。 毕立华等人(2021)认为,家族的影响与干预

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有重要作用,家族企业机制越完

善,越有利于企业国际化发展[4] 。
其次,是企业国际化的战略管理和风险管理。

Silva 等人(2019)以 2014 年-2018 年巴西证券交易

所列示的 649 个公司为研究对象,表明传统风险管

理( TRM) 正向整体的视角转变, 企业风险管理

(ERM)的战略规划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5] 。 郝晨

等人(2021)认为,风险投资与企业国际化以及企业

绩效有重要影响,企业风险管控越严格,越有利于企

业的国际化发展,也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6] 。
江乾坤等人(2021)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离不开

企业的社会责任风险管理,并以字节跳动为例,着重

研究了社交型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路径[7] 。 宋姗姗

(2022)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离不开对企业风险

的控制和管理,并以石油企业为研究对象,得出背景

和资金支持对石油企业国际化发展至关重要[8] 。
最后,是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Ferrucci 等人

(2018)以非洲和意大利的中小企业为例运用国际化

网络理论,表明网络在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过程

中十分重要,国际化网络关联是企业深思熟虑后的

战略计划,是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之一[9] 。 Cook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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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18)认为在新兴企业跨国并购的过程中,要注

重对跨国公司的收购意图和收购战略的研究,二者

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路径以及收购的挑战和组织人

力资源的建设都有重大影响[10] 。 Denicolai 等人

(2021)以国内外 438
 

家中小企业为样本,调查了人

工智能、国际化和数字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人
工智能、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是企业实现国际化的

重要路径[11] 。 Kyriakopoulos 等人(2022)认为,循环

经济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及公司创新有重要作

用,在新兴市场中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和逆向学

习成功的经验和产品来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以及国

际化发展水平[12] 。
综上所述,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评估方法多种多

样,但是在研究钢铁价格对钢铁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的背景下,针对钢铁行业的国际化量化评估及路径

研究较少。 而我国学者鲁桐(2001)提出了“国际化

蛛网模型”,量化高效地评估了企业的国际化程

度
 [13] 。 基于此,本文将在“一带一路” 政策的背景

下,通过分析钢铁价格波动与钢铁企业国际化的机

理,基于国际化蛛网模型,来研究我国钢铁企业的国

际化发展路径。

二、钢铁价格波动与钢铁企业国际化的机理
分析

(一)企业国际化的路径

　 　 本文对于企业国际化的路径主要分为传统路径

和新型路径两种。 其中,传统路径与芬兰学者曾提

出的内向国际化相似。 但是,新型路径则有所不同,
它有如下几个步骤。 首先,资源整合,将其做大做

优。 其次,将钢铁服务化。 钢铁服务化就是从原料

开采,加工制作,售卖,做成产品,以及售后服务都由

一个企业整合。 这样才能将钢铁企业做大做强,以
价低质优的产品销往世界,打开国际化之路。 其不

同之处如表 1 所示。
表 1　 传统国际化与新型国际化的不同

传统国际化路径 新型国际化路径

资源整合度 较低 较高

服务化程度 较低 较高

供应链完整度 较低 较高

交易平台网络化程度 较低 较高

市场参与度 较低 较高

目前,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化仍旧停留在初

步阶段,许多钢铁企业都遵循以往旧的国际化路

径发展。 然而,我国钢铁企业在海外的市场会被

挤占,加之钢铁成本价格的上升,国外需求并没有

大幅增加,钢铁企业的利润空间会被进一步缩小。
因此,继续深化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化成了当前

的重点。

(二)钢铁价格波动对钢铁行业国际化的相关理论

分析

　 　 根据中国钢铁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趋势预

测报告(2022)显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沿

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加强,钢铁企业数量增加,行业效

益得到提升。 预估 2022 年,在“双碳” 政策的背景

下,钢铁企业将加大绿色转型的力度。 从 2021 年 8
月到 10 月,由于钢材原料价格上涨以及“双碳”政

策的提出,一些大型钢厂兼并小钢厂,整合行业产

能,导致中国钢价格综合指数上升。 由于经济疲软

现象愈演愈烈,多国采取发放救济金等宽松的宏观

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 加之疫苗接种率的上升,全
球经济逐渐复苏,这使得钢材下游消费有一定的增

长,中国钢铁的出口量有所增加。 进入 2021 年 11
月以来,受国内“双碳”政策的影响,国外钢铁市场

仍有所增长,国内钢铁市场趋于下降,原材料供给

过剩风险增加,这使得中国钢铁综合价格指数有所

回落。

图 1　 2021 年 1 月-2022 年 5 月国内外钢材价格综合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业协会,RESSET 行业数据库之钢之家;图
1 说明:时间轴记录的是总月数,时间为 2021 年 1 月-2022 年 5 月

从图 1 可以看出,2021 年 1 月-2022 年 5 月,国
内外钢材价格的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国外钢

材价格综合指数上升幅度大于同期国内钢材价格综

合指数。 其中 2021 年 5 月-2021 年 10 月全球钢材

基准价格较高,2022 年 4 月达到峰值。 国内钢材价

格综合指数受政策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其中 2021
年 4 月及同年的 7 月、8 月和 9 月指数较高,9 月数

据为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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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钢铁协会数据显示,2021 年 12 月,全球粗

钢产量为 1. 587 亿吨,而受相关的减产政策的影响,
2022 年 1 月粗钢产量下降为 1. 550 亿吨,同比下降

6. 1%。 在 2021 年 1-12 月份的粗钢累计产量统计

中,由于印度钢厂的第二座高炉的投入使用,使得其

全年粗钢产量 1. 18 亿吨,同比增长 17. 8%。 俄罗斯

为 7600 万吨,同比增长 6. 1%,受战争因素的影响,
使得俄罗斯于 2022 年 4 月开始,加大了对中国钢材

数量的进口。 韩国到 2021 年下半年开始复工复产,
进而使得韩国钢材产量开始增加,其 2021 年全年钢

材数量大约为 7060 万吨,同比增长 5. 2%。 2021 年

房地产业,建筑业等的政策调整,使得中国的钢产量

受到影响,2021 年全年,中国的粗钢产量为 10. 33 亿

吨,同比减少 3. 0%,这些因素持续影响到 2022 年上

半年。 根据产业调研网《2021—2027 年中国钢结构

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表明,国内钢铁

产能过剩较为严重,加之“双碳”政策的推行,钢铁行

业绿色转型及国际化发展势在必行。
根据前人的研究以及国内外钢铁价格近来的走

势,本文汇总了以下相关理论。
1. 供求理论

供求理论主要包含三类信息:价格,需求,供给

量。 随着复工浪潮不断涌起,加之“一带一路”背景

下,我国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加强,钢铁产量不断

增加,但是,与此同时钢铁市场的需求量并未大幅度

增长。 国内钢铁供给量较为充足,加之受“双碳”目

标以及冬奥会的影响,“供需双减”政策将被贯彻落

实,这都使得国内的钢铁企业不得不探索适合自己

的国际化路径。
2. 劳动价值论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且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随着全球越来越

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相应

的政策。 其表现在钢铁行业中最突出的就是“供需

双减”政策以及钢铁的绿色化转型。 随着越来越多

的绿色清洁技术运用到钢铁行业中,钢铁企业的生

产工序以及生产时间可能花费的更多,一些企业响

应号召采取绿色清洁技术,其钢铁价格较高,而另一

些企业为了节约成本仍采用旧技术生产,其价格就

低。 这导致钢铁的价格出现波动。
3. 边际效应理论

边际效应理论是当收益到达峰值,继续增加投

入,所得到的收益会减少。 就目前的国内钢铁市场

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已经由高速度发展转变为

向高质量发展的局面,钢铁也已经开始由追求量产

到追求质产的转变。 国内钢铁供给量已经很充足,
其钢铁消费的潜在空间较小,因此国内钢铁企业实

现国际化发展成为必然。

三、基于国际化蛛网模型的我国钢铁企业国
际化路径分析

(一)国际化蛛网模型

　 　 鲁桐(2001)利用国际化蛛网模型来评估企业

的国际化程度。 国际化蛛网模型由 6 部分组成,每
一个方面都由不同因素决定,其具体内容由表 2 所

示。 因为考虑到蛛网法较好地克服了权重受主观

因素影响而对企业经营状况客观评判的干扰,所
以我们可以将其加以发展并应用于对企业国际竞

争力的评价当中。 故本文借鉴鲁桐( 2001) 的研

究方法。
在本文中, TNI 表示跨国指数; a 表示国外资

产; b 表示总资产; c 表示国外销售额; d 表示总销售

额; e 表示国外雇佣人数; f 表示雇佣总人数。 跨国

指数公式:
TNI = (a / b + c / d + e / f) / 3∗100% (1)

(二)国际化蛛网模型的案例分析———以河钢集团为例

　 　 河钢集团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工程,
拥有丰富的钢铁企业国际化经验。 它规模优势显

著,产品结构优秀,产品覆盖多个重要领域,最主要

的表现就是将棒材、线材、热轧带钢等运用于汽车、
铁路、建筑、交通等领域。 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引

领下,河钢集团建造了完整的产业链来抢占海外市

场。 它本着“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

化”的互利共赢发展理念在海外市场迅速扩张,有
“四钢两矿一平台”的美誉。 本文运用国际化蛛网

模型对河钢集团进行国际化评估,进而在借鉴它先

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我国钢铁企业国际化

的路径。
1. 变量选择说明

本文选取河钢集团为分析样本,采用国际化蛛

网模型来量化分析其当前的国际化水平。 首先,通
过对河钢集团的调查利用表 2 的指标对其打分。

(1)跨国经营方式。 河钢集团在跨国经营方式

上首先整合资源,将邯钢,唐钢强强联合组成特大钢

铁集团,随后注重科技研发,建立多所研究院,并与

海外公司合作,合资控股多家海外公司,为其国际化

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河钢集团海外事业多以合资控

股的形式经营,在经营对象上以部分生产经营系统

为主,因此是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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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际化蛛网模型划分指标

国际化

蛛网

模型

一级指标

跨国经营方式

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战略

组织结构

人事管理

人才培训方式

国际化指数

二级指标

出口代理(1 分)
出口子公司(2 分)
许可证,特许经营,管理合同(3 分)
合资(4 分)
独资(5 分)
按项目分类(1 分)
按国别分类(2 分)
按地域分类(3 分)
按子公司分类(4 分)
不分类(5 分)
市场分析及调研(1 分)
价格策略(2 分)
多渠道销售(3 分)
营销技巧(4 分)
开拓新市场(5 分)
无独立部门(1 分)
有独立部门(2 分)
设立地域董事(3 分)
成立总海外公司,不归属于国内

公司(4 分)

国内外公司并行,受国内总公司

管控(5 分)
有系统的全球培养机制(5 分)
有系统的海外培养机制(4 分)
按需培训,无系统机制(3 分)
临时招聘(2 分)
其他(1 分)
根据长期计划定期进行人员培

训(5 分)

委托当地教育机构进行定期培

训(4 分)
岗位培训(3 分)
非制度性岗位培训(2 分)
其他(1 分)
100%-80%(5 分)
79%-60%(4 分)
59%-40%(3 分)
39%-20%(2 分)
19%-1%(1 分)

表 3　 国际化程度判断指标

图形面积 0-20. 117 20. 117-40. 232 40. 232-60. 35
国际化程度 低度国际化 中度国际化 高度国际化

(2)市场营销。 河钢集团利用自身的资金和技

术优势已经在海外铺就较大的营销网络。 其主要分

布在欧洲、美洲、非洲等地区,并建立多个海外服务

中心。 此外,河钢集团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其他国家

和地区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其国际化进程,加大海外

资产利用率,广泛吸纳海外人才,向着“全球拥有客

户,全球拥有市场,全球拥有资源,做世界的河钢”的

目标继续发展。 在进军海外市场时,我国要在中外

友好交流的氛围下建立工厂园区,要在基础业务的

基础上不断改进,加大科技创新,不断开发新业务,
探索新市场。 此外,还要重视国外的资源开发,技术

升级以及贸易市场的扩大,广泛吸纳国际化人才,打
造顶尖的科研平台,加大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建立健全营销服务平台以及钢铁制造平台

的培养制度,从而提高收益率。 在上下游供应方面,
不仅要有利拓展下游各供应市场,还要在注重资源

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开拓新能源,将“重能耗、重污染”
向“轻能耗、绿色环保”方向发展。 从河钢集团官网

了解到,它在海外的营销政策是在综合考虑全球市

场的前提下,总公司根据海外分公司的具体定位来

制定方案,采取了宏观调控,微观自主的策略,因地

制宜,因此,此处为 5 分。
(3)组织结构。 河钢集团通过设立海外事业部,

并成立国际公司来管理海外事物,他们都统属于河

钢集团。 河钢集团设立海外事业部,成立国际公司,
其管理结构为混合型,此处为 4 分。

(4)财务管理。 河钢集团的国内业务和海外业

务实行统一的财务管理,从 2021 年上半年河钢集团

财务报表中可以看出,其海外资金筹措率估算超过

51%,由此可以看出,河钢集团的海内外资金运用比

较灵活,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主调控资金使用。 此

外,海外资产在总资产的利用率中占比较高,其抗风

险能力较好,资产结构较好,运作状态比较稳健,因
此,此处为 5 分。

(5)人事管理。 河钢十分注重人力资源,公司启

动“本,硕,博”分层次招聘计划以及海外招聘计划,
在人事管理方面实现人才本土化。 每年定期与海内

外名校合作,组织员工进行培训。 在人才管理和培

养上,河钢集团有自己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其人才

培养的战略定位是基于全球市场的大背景下的。 每

个人从培养刚开始,就会被灌输全球市场的意识,培
养适用于全球市场工作的能力。 在当地录用管理人

员的培养、管理上,河钢集团多委托当地的教育机构

进行定期人员培训,此处为 4 分。
(6)跨国指数。 据估计,截止 2021 年年底,河钢

集团海外资产 739. 28 亿元,海外收入 1174. 78 亿

元。 在 2021 年中国跨国指数榜单中,经估算河钢集

团的跨国化指数大约为 19. 87%。 它以其较高的国

际化水平在钢铁行业中遥遥领先。 这不仅体现了河



第 3 期 马志超等:基于国际化蛛网模型的我国钢铁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 35　　　

钢集团丰富的国际化经验,更印证了我国“一带一路”
政策的伟大。 但是,就全球钢铁市场的国际化排名可

知,河钢集团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因此,此处为 1 分。
2. 模型建立

由国际化蛛网模型可知,衡量公司的国际化量

化指数就是计算由各个指标组成的多边形的面积。
根据前文从河钢集团的不同方面量化出的得分,可
得出河钢集团的国际化蛛网模型图,如图 2 所示。
由图可得河钢集团国际化量化指数,如下所示。
S多边形 = 0. 5∗(4∗5 + 4∗5 + 5∗4∗sin45° + 4∗1∗

sin45° + 1∗4∗sin45° + 4∗5∗sin45°) ≈ 36. 97
3. 结果分析

由计算结果可知, S多边形 ≈ 36. 97 < 40. 232,故
河钢集团目前属于中度国际化,仍有向高度国际化

发展的空间。
河钢集团在海外拥有完整的产业链生产体系

后,在海外建立了较多的生产基地。 由于其独特的

管理经验,人才优势及技术优势,河钢集团在短时

间内拥有了海外市场的一席之地,在短时间内迅速

盈利,收益巨大。 由此可见,钢铁企业的国际化不

仅可以消耗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而且还有机会参

与全球资源配置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海外市场

潜力巨大。

图 2　 国际化蛛网模型结果图

四、我国钢铁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

　 　 不同企业的国际化路径各有千秋,因此,本文在

借鉴河钢集团的国际化经验的基础上,对比宝钢,安
塞乐米塔尔和浦项制铁公司的国际化经验,来进一

步研究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路径。 本文将宝

钢,河钢,安赛乐米塔尔和浦项制铁公司的国际化路

径进行对比[14] 。 从整体来看,它们经营理念有相似

之处,对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具体内容,如图 3 所示。

图 3　 钢铁企业的国际化路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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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企业体系

　 　 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完善企业体系,提升企业综

合实力。 企业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有更多的机会走

向国际。 由于产能过剩,效益低下,资源错配,市场

调节机制失灵,宝钢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
与上钢,梅山联合重组,去掉老旧设备及管理理念,
引进新设备及适应时代潮流的全局观,之后它才有

了足够的实力发展海外原料产地。 河钢正是优化资

源配置后,才有足够能力打造全球营销服务平台,参
与全球资源配置;安塞乐米塔尔通过换股合并,整合

资源后,业务范围才会更广;浦项制铁公司优化资源

配置后,才能一直拥有较高的生产力,资金和技术。

(二)逐步完善供应链

　 　 供应链的完善与否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长久发

展,能否持续盈利的关键。 宝钢集团从供应链改革

开始,逐渐发展自己的海外原料供应地,建设海外生

产基地,完善国际化经营体系;河钢集团则是将产业

链向中高端延伸,打造自己的材料供应商和服务商,
打造大客户营销体制;安塞乐米塔尔注重产研结合,
注重创新,拓展全球市场,研发新的产业流程;浦项

制铁公司则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链氢产业,注重绿

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三)信息,资源,技术的共享与流动

　 　 信息,资源,技术的共享与流动在一个企业的生

产决策中至关重要,他们影响了企业发展的时效性。
宝钢集团认识到这一点后,积极引进国际化人才,改
革新的技术体系,在新的技术体系下精准用户定位,
完善服务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更改物流配送方式,从
而稳定国际市场份额;河钢集团则是成立产业研究

院,定期与有国际影响力的院校和企业加强交流合

作,从而提升自己;安塞乐米塔尔则注重科技人才的

运用,成立位于欧洲和南北美洲等 14 个研究中心,
研发新的产品和技术,其预算耗资超过 1. 9 亿美元;
浦项制铁公司则是分别在纽交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

上市,吸纳资金,以资金和技术在海外投资建厂,指
导当地工人学习。

五、我国钢铁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政策是我国钢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

重要指示。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对我国钢铁企业的

国际化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跨国经营方式要因地制宜。 在“一带一

路”背景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供应链,促进信

息、技术、人才的共享和流动有望成为一种通用模

式,并受到各类钢铁企业的追捧。 采用此模式,风险

相对较小,并可快速满足客户需求。 钢铁企业在发

展海外市场时要根据不同的国家采用独资,合资,并
购等多种方式在当地设厂,要加快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完善国内外产业链与供应链,要
及时调整政策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

第二,组织结构向产品型全球性结构过渡。 在

加强公司总部职权的同时,还要强化海外分公司的

决策权。 可按区设立海外分公司经理来决定不同国

家,地区的大小事务
 

。 同时,可以延长产业链,将原

材料出口为主转变为产成品,技术,设备等出口为

主,提升经济效益。
第三,市场营销的方式方法要灵活多样。 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一些国家处于大力开发,大搞

基建的阶段,钢铁需求量大,但是本国的钢铁产量

少。 对此,可以原材料出口为主。 也有一些国家,原
材料市场较小,但是产成品或技术设备等比较欠缺,
可以产成品、技术设备、人才输出为主[15] 。 此外,在
国际化经营中,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了解

当地的风土人情及市场偏好,要不断加大科技投入,
加强科技创新,制造出高科技含量的精品,将产业链

向中高端发展。 在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还要注

重广告宣传作用,要多与当地有名的公司,院校合

作,突出品牌形象,提高知名度。
第四,注重人力资源的选择。 要想在全球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人力资源十分重要。 我国钢铁企

业的国际化发展,要广泛吸纳人才,要做到利益本地

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进而打开本地市场。
“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展可促进不同民族、种族、人脉

和文化等融合,这样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复合型中高

端海外人才,这些对企业成功实施国际化战略同样

十分重要。 此外钢铁企业还要强化其创新主体地

位,深入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实现技术突破。 鼓

励企业从以产品加工,产品销售为主向以市场需求,
客户需求为主转变。 此外,还要注重员工的定期培

训,加强跨文化培训,提升文化融合度和交际能力,
使员工更好的了解当地市场。

第五,在财务管理方面,要加强国内外财产管理

一元化。 “一带一路”政策降低了国际交流的壁垒,
使得海内外贸易和投资趋于便利化

 

。 此外,海内外

“资金融通”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国内

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钢铁企业也要紧跟潮流。 要加快钢铁行

业大数据及云平台的建设,这样使得钢铁交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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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透明,还可以快速匹配资源,营造公平公正的钢

铁销售新市场。
第六,加快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绿色

制造”的步伐。 随着“双碳”政策的提出,以及“工业

4. 0”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应多应

用于钢铁行业中来。 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以及绿色

钢结构的发展成为今后钢铁市场的主趋势。 随着各

个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提出,一些先进的智能设备

开始在各大钢铁企业出现,视觉设备在工业场景中

广泛应用。 这些设备的出现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生

产价值,保障人员安全。 钢铁企业开始转变经营方

式,由单一的生产模式转向整体配套生产。 一些钢

结构绿色节能建筑开始出现。 为了降低能耗,实现

“双碳”目标,氢能的发现及使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

所重视。 如果氢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能广泛应用

于重能耗,重污染的行业中,那么“双碳”目标的实现

就指日可待。

六、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沿线各个国家都

因此受益,尤其是对我国钢铁企业走出去,开展国

际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

的到来,我国钢铁企业需要从跨国经营方式调整、
产品结构调整、数字营销、人才建设和数字化转型

方面进行创新,这不仅是国际化发展的要求,也是

更好的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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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eel
 

indust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illar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the
 

fluctuation
 

of
 

iron
 

and
 

steel
 

price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China’s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have
 

entered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BIS
 

is
 

a
 

model
 

enterpri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 the
 

Belt
 

and
 

Road”.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HBIS
 

as
 

an
 

example.
 

Firs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upply
 

and
 

demand,
 

labor
 

value
 

theory,
 

and
 

marginal
 

effect
 

theory,
 

the
 

impact
 

of
 

chan-
ges

 

in
 

steel
 

price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is
 

analyzed.
 

Secondly,
 

the
 

internation-
al

 

cobweb
 

model
 

is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HBIS.
 

Finally,
 

accord-
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is
 

further
 

summarized
 

and
 

studie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internationalization;steel
 

price;cobweb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