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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走俏非洲

本报记者 钟文

不久前，一则“钢企开始组团封杀自营类钢铁电商”的

传闻突至。 有文章称，最近，从山东、天津、河北、重庆等地

相继传出部分钢企发文严禁旗下销售公司、协议户与一些

自营类电商平台合作，否则将采取措施甚至取消其协议户

资格的消息。

兰格钢铁网分析师张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件

事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业内都是通过电话口头通知的，

主要以河北、山东等地的一些钢企为主。 ”

传统贸易商担心饭碗

一位知情人士也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 目前来

看，没有一家钢企明确出来回应此事，他们也知道，拥抱互

联网是大势所趋。

电商的发展速度显然让传统钢贸商感受到了威胁。 毕

竟在钢铁电商出现之前， 传统钢贸商是钢企的主力销售渠

道。

“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会跟供应商、厂商沟通，我们拿

的是佣金，钢厂与供应商定什么价格，我们就卖什么价，不

存在大肆压低市场成交价的情况。 ”钢铁电商找钢网的联

合创始人王常辉说。

有一部分传统钢贸商认为， 钢铁电商以自营这种简单

粗暴的方式切入，以较低价格从钢厂拿资源，在市场上与

自己的用户进行价格竞争， 非但没有帮助用户经营市场，

反而加入竞争，使得市场平衡进一步向恶性方向转化。

在价格竞争、效率、物流等方面，传统钢贸商与钢铁电

商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那些与钢企有协议的贸易商是

被逼到了墙角。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冶金工业规划院院

长李新创表示，在钢铁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或微利、需求低

迷的背景下，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需要融合创新，传统钢

贸商营销模式已经不适应形势要求， 并出现大规模倒闭，

旧的钢贸模式难以为继。 日益成熟的钢铁电商平台将成为

钢贸流通主流模式。

李新创表示，根据研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提高资金

周转速度、加快物流效率、减少库存等等，钢铁电商平台可

以大幅降低现有交易成本折合吨钢 100 元至 150 元。

对电商平台几无影响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封杀”事件之

所以闹得沸沸扬扬，与一些经销商不了解情况甚至有一些

恐惧心理有关。

河北钢铁集团是外界认为涉事可能性最大的一家，但

该企业并未做出回应。 从该集团高层之前的表态中看，公

司对钢铁电商还是支持的。“电子商务代表集团未来发展

的一个新的最活跃的元素，也是集团嫁接到现代商业网络

平台的一个重要环节。 ”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于勇在今年 3

月底曾做出以上表态。

上述知情人士称，此事件更多的是企业基层员工所为。

“封杀不符合当前政策和趋势，事实上也是封杀不了的。 ”

王常辉告诉记者：“对我们几乎没有影响，从数据看，6

月份找钢网的自营销量有 75 万吨，销量是增长的。 ”

据记者了解，与该平台合作的 20 家左右钢企在找钢网

的线上销量已经超过了钢企总销量的 10%，因此，钢企很

希望看到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 王常辉预计，年底与电商

平台合作的钢企会达到 100 家左右。

其他几家区域性的钢铁电商平台有关负责人也告诉记

者，影响不大。

华北一家大型钢企的副总李先生告诉记者， 虽然没有

与钢铁电商合作过， 但比较看好销售平台端的钢铁电商，

在目前形势下，钢铁电商起到了优化、降低成本等多个作

用，这是必然趋势，挡不住的。

宝钢、山东钢铁等企业内部人士也告诉记者，互联网是

大趋势，但凡有点眼光的钢企都不会采取“封杀”的办法。

200 多家钢铁电商平台存泡沫

张琳表示， 这是第一次出现钢铁电商和钢铁行业的对

抗，说明传统行业的从业者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

在王常辉看来，钢铁电商的出现，就是消除钢铁流通过

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环节，实现扁平化和去中间化。

李新创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 电子商务是大势所

趋，尽管困难，但是不可阻挡。

而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也有助于加快改造钢铁这一传

统行业。 工信部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关于钢铁电商的政

策应该也会有。“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等方面对电商

有涉及，电子商务应该是方向。 未来的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可能也会有电子商务方面的内容。

王常辉告诉记者，钢企要顺应互联网大潮，谁能够与互

联网拥抱，谁就有机会。 而钢铁电商反过来可以利用手中

大数据提高钢企信息化的软实力。

在王常辉给工信部领导汇报的一份材料中， 清晰地显

示了这一过程。 通过大数据，显示出市场所需求的产品的

规格和数量。 将这样的数据提供给钢企后，钢企按照需求

生产的钢材根本不愁销路。

据统计，通过钢铁企业、钢贸企业以及第三方搭建的钢

铁电子商务平台总数已超过 200 家。 一位在钢铁行业从业

超过 15 年的人士向记者表示，现在 200 多家是泡沫，未来

绝大部分会倒闭。 张琳也认为，未来会剩下少数几家。 资

金、互联网交易模式、是否有创新能力等决定着钢铁电商

的生死。

本报记者 张龙

钢企封杀电商背后：

“互联网 + 钢铁”首度冲撞

非 26 国建立大自贸区：

2000 家中资企业比拼生存能力

早在 2011 年，非洲各国领导人就

决定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建立

非洲自由贸易区， 实现整个区域内的

货物自由流通。

“建设非洲大自贸区是非洲的必

然选择。 ”著名经济学家、民进中央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民营投资企业

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非洲国家单个

发展自贸区意义不大，只有抱团建立

大自贸区，实施统一的关税、统一的

优惠政策，才能争取更多的国外投资

者、贸易者，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上

新台阶。

早在 1963 年，非洲就成立了非洲

统一组织。 2002年，该组织被非洲联盟

所取代。 在此期间，非洲各国之间也成

立了各种各样的区域性组织， 有效地

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 数据显示，在

非盟成立的 10 多年间，非洲各国贸易

总额增长了 10多倍。 但由于发展基础

低， 非洲总体水平占世界贸易的份额

十分有限， 经济一体化的要求非常迫

切。

近几年， 周德文经常带领中国企

业家到非洲各国考察， 成为一些国家

总统府上的座上宾。 他告诉记者，由于

非洲各国之间的政治、 经济等存在诸

多差异，包括战乱、国际制裁等因素以

及市场分割、交通不便、缺乏互联互通

等制约着非洲经济发展， 使得非洲的

一体化程度总体来看还是处在一个很

低的程度上。 他认为， 实施自贸区之

后，将会彻底改变这一格局。

周德文告诉记者， 尽管非洲的经

济及贸易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 但是非洲有着一个庞大的市场。

目前非洲大部分的商品都依赖进口，

中国产品占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非

洲自贸区的成立能加快产品的进出

口， 为非洲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机

遇。 他说，对非洲来说，自贸区的建

立，对非洲的经济发展有着里程碑式

的意义。

非洲经济一体化梦想终于实现了。

6 月 10 日，26 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开罗非洲

经济峰会，签署了大自由贸易区协定(TFTA)，将

非洲地区现有的三大自贸区———南部非洲开发共同体

(SADC)、东非共同体(EAC)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

场(COMESA)整合为一。 整合之后的自贸区占整个非

洲经济总量的二分之一， 惠及人口超过 6.25 亿。 协议

称，将通过塑造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来促进区域内贸

易，提升投资水平和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发展。

相关专家表示， 非洲自贸区的成立将给中国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 但是挑战也不小，必

须很好的熟悉当地的政策和产业环境及文化。

非洲经济一体化将为中国民营企业创造更多投资机会。 此前，西方一

些国家固执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代表国家意志，抓住“辫子”不放。

中资企业的非洲新机遇

中非是传统友谊国家。 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国给予了非洲诸多的援建，

特别是近年来， 中国对非洲的大量投

资，深得非洲各国人民的欢迎。

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延续弱复苏的

背景下， 中非经贸关系也一直保持着

良好发展势头。 国家海关数据显示，

2014年， 我国与非洲进出口额 2218.8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5.5%。

其中，我国对非出口 1061.5亿美元，首

破千亿美元大关，增长 14.4%。

对于中国来说， 扩大后的非洲自

贸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将是不少在

非中资企业要思考的问题。

非洲自贸区成立后，对中国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将带来更多的机会。

周德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机

会很多，但竞争也将更激烈。 不仅有企

业间的竞争，还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特别是近几年，美国凭借雄厚的实力，

中美在非洲的竞争更趋激烈。 他说，美

国强大的实力， 使得一些非洲国家在

一些项目上出现摇摆， 谁出钱多就对

谁好，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但是，作为

传统友谊国家， 非洲大量的基础设施

都是中国无偿援助建设的， 非洲兄弟

至少会考虑这一点的。

非洲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与中国

的投资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浙江

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徐剑峰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事实上，我国目前对非

洲的投资比例并不高。 商务部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我国境内投资

者共对全球 156个国家和地区的 6128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累计实

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6320.5亿元

人民币。 以美元计，全年累计实现非金

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028.9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4.1%。 商务部《2012年对外投

资公报》显示，在我国对外投资中，非

洲占比仅为 4.1%。

去年 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非

洲访问时表示，到 2020 年，中国对非

洲直接投资存量要达到 1000 亿美元。

而截至 2013 年年底，中国在非洲投资

存量仅为 250多亿美元。

要实现 2020 年对非投资达到

1000 亿美元的目标 ，2014 年—2020

年，中国年均对非投资流量须达到 107

亿美元。

“要达到 1000 亿美元的目标，这

一空间将非常巨大。 ”徐剑锋对记者表

示，今后几年，除传统的能源资源领域

的投资合作外， 中国必将在非洲拓展

其他产业领域的合作， 为民营企业提

供了更多的机会。

亟需改变投资格局

一直以来， 我国在非洲的投资主

要以政府为主导，国有企业投资为主，

这一格局也受到西方国家的诟病。

必须要改变这一格局。 周德文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要鼓励民营

企业去非洲投资， 并在资金以及政策

方面多一些支持。 他说，近几年，随着

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

的民营企业到非洲去掘金。 民营企业

在非洲投资已经占到半壁江山， 这有

利于国家战略的实施。 他说：“以前西

方一些国家总抓住我们国有企业投资

的‘辫子’，认为代表国家意志，总批评

我们。 民营企业去投资，他们就无话可

说。 ”

周德文对记者表示， 在加强和非

洲的关系上，一方面，在政治上，要继

续保持对非洲友好的态势。 人多了，总

有一些背弃信义、过河拆桥的，但是我

们不能因此而忽略非洲， 要真正把非

洲当兄弟，要把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成

果与非洲兄弟共享； 另一方面， 经济

上， 非洲还是后发地区， 资源非常丰

富，但是以前我们关系很好，所以投资

都是粗放式的，没有很好的加工。 这也

受到西方的诟病。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

们要对非洲进行很好的研究， 摒弃以

前那种粗放的发展，要制定好计划，更

加精细化发展， 这有利于资源的合理

利用。

非洲自贸区的建设， 无论对国企

还是民企都提供了发展机遇， 对中非

经贸关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徐剑锋

对记者表示， 去年李克强总理在非洲

考察时指出， 中方将积极参与非洲公

路、铁路、电信、电力等项目建设，实现

区域互联互通。 中国政府倡议实施中

国企业与非方建立合资航空公司，提

供民用支线客机， 共同发展非洲区域

航空业。 中方还将在非洲设立高速铁

路研发中心。 自贸区的建立使货物、服

务、投资商业成本大大降低，并促使非

洲增加投资， 发展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等，中国企业必将从中受益。

2000家中资企业的生存考验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企

业对非投资持续增长， 目前已累计在

非设立各类投资企业逾 2000 家，涉及

农业、基础设施、加工制造、资源开发、

金融、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截至 2012

年底，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达到 170 亿

美元，而 10 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 5 亿

美元。 在非洲所有外来投资中，有十分

之一来自中国。

“投资空间非常大。 ”作为一个在

非洲有多年投资经验的企业家， 亚非

国投俱乐部执行总裁姚歆女士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

前景诱人， 但非洲国家间仍然存在经

济发展水平不均衡、 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人力资本不足、产业同质竞争等制

约因素，非洲一体化进程挑战巨大。 她

告诉记者， 尽管从官方提供的材料来

看，非洲有很多诱人的地方，但只有他

们这样对情况非常熟悉的人， 才能对

这些项目做出一个好的判断。 她说，必

须很好的研究当地的政治、 产业政策

以及法律、风俗等。

一位不愿具名的在非洲投资的企

业家告诉记者， 他们此前在非洲某国

开发房产项目，由于对当地不了解，该

国受到了联合国的制裁， 但他们在制

裁结束前就进入了， 并开始了施工建

设。 另外，当地政府对征用的土地的补

偿没到位，农民总去闹事，使得该项目

目前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

“这就是对情况不了解造成的。 ”

姚歆告诉记者， 她们俱乐部就是为中

国企业进入非洲和亚洲其他国家服务

的一个平台。 目前的组成人员大多是

在非洲有投资或者对非洲非常熟悉的

专业人士以及商务、法律等专业人士。

她说， 俱乐部首先会先对项目进行综

合考察，经过筛选后，再邀请国内的企

业家前去考察， 极大地避免了投资的

盲目性和盲从性。 尽管一些小的障碍

是难免的， 但是有他们这样专业的团

队介入的话， 可以更大的减少投资的

风险。

2013年《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

白皮书显示，中国自 2009 年以来已成

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双边贸

易规模逐年扩大， 中国对非投资层次

也不断提升，超过 2000 家中企在非洲

50多国进行投资。从合作领域来看，比

重最大的是采矿业，占 30%，其次是金

融、建筑和制造业，占 15%—19%。

要注意产业的整体性。 姚歆告诉

记者， 目前国内在非洲投资的大部分

还是围绕基础设施、 政府项目以及资

源性开发项目， 一些建材方面的企业

也做得不错， 但也是介于资源加工方

面的。 她说， 一些制造业企业也想进

去，但目前还不是很好的时机，主要是

产业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产业链。

去年 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非洲访问时表示，到 2020 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

量要达到 1000亿美元。 而截至 2013年年底，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仅为 250多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