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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9_A9_E6_B5_81_E6_c31_512338.htm 近期以来,由于国内油

价大幅上涨,导致钢材物流成本急剧上涨,进而缩短资源流通半

径,导致钢材价格波动。而由于我国钢铁产业的特殊性,历史上

就形成了钢材生产圈和消费圈分离的产业特点,导致物流成本

在钢材总消费价格的组成上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物流成本

的波动必然影响到钢材价格的走势,这是毫无疑问的。最近召

开的奥运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出于安保的需要,限制钢材物流,

在前期直接拉高了钢材流通的成本,间接拉高了钢材价格。对

于奥运以后,钢材价格走势将怎么运行,这是需要仔细研究当前

的市场最新变化才能明确奥运后的钢材走势。 宏观形势稳中

有变 这轮宏观调控是出现在我国加入WTO以后的第一次的上

升周期，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结合在一起，国内问题已经国

际化；经济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可以解决的问题。宏观调

控部门的考核指标不是短期考核，而是长期考核。 我国现在

处于世界经济大变局的转折点上，世界经济出现了一半是海

水、一半是火焰的变局。现在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面临的问

题完全不一样，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发展中国家经济又过

热，经济变局由此产生。 下半年将增强宏观调控预见性、针

对性和灵活性，避免出现大的起落。既要保增长，又要治通

胀，中国经济要走好这一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当前

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压力来自四个方面。第一是国际因素

。今年以来世界各国价格普遍上涨，近两个月来，包括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的CPI都在冲高，有些达到了10多年以来的



较高水平。而初级产品，特别是石油和粮食的价格，今年以

来增长都在30%以上。据有关国际组织统计，6月份国际能源

价格环比还在继续上涨，涨幅为8%。在中国开放度越来越大

的情况下，国际因素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第二，生产资

料价格涨幅继续扩大，对CPI也形成了较大的传导压力。5月

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了8.2%，6月份涨幅进一步扩大到8.8%

。而近期成品油和电价的上调，灾后重建形成对建材的需求

等，都可能形成价格上涨的新的因素。第三，通货膨胀预期

还比较强。虽然近两个月随着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回落，社

会公众对价格上涨的预期比前一段稳定，但在当前国内外，

特别是国外价格上涨较快的形势下，社会公众容易产生对价

格继续上涨的预期。第四，下半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还比

较高。初步测算，下半年价格翘尾因素将影响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1.8个百分点。 7月份中国的PPI为10%，是1996年10月开

始公布PPI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

购进价格上涨15.4%。对企业而言，PPI上涨的压力则可能是

致命的。如果有企业需要在7月购买燃料动力类、黑色金属材

料类、有色金属类和化工原料类产品，将不得不接受其购进

价格同比分别上涨30.1%、26.9%、2.5%和9.0%的事实。与此

相对应的是，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幅只

有20.9%。利好消息在于，国际原油价格已经从每桶140美元

的高位线上大幅下挫至100美元以下，使企业看到了成本回稳

的一线曙光。所以下半年的宏观调控将微调当前的政策,适当

放开控制过紧的银根,给大部分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输血,而且

最近的美元走强也将给高油价下的中国企业适当减压,所以在

奥运会后的宏观调控将出现一点变化,但是由于政策的滞后效



应,要期待产生具体效果还要等到明年年初。 钢材物流模式研

究 目前，国内钢铁产品大部分还是通过市场流通到达用户手

中，钢厂直销力度虽然在加大，但相比5亿吨的产量，直销的

比例还比较小。放眼整个钢铁供应链，钢铁物流技术水平明

显偏低，主要体现在组织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程度低，交易

市场和加工配送中心、物流中心布局不合理，物流效率低、

成本高。钢铁生产领域外的销售、运输、加工、配送、仓储

等物流环节还没有形成通畅的流程，各个环节之间缺乏有效

衔接和协调。同时由于物流相关企业信息化程度还较低，物

流信息系统相对滞后。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钢铁贸易流

通企业有20万家之多，仅在上海就有6000多家。我国存在大

量的钢材交易市场和钢材经销商的情况，与下游产业组织化

程度低有密切关系。我国钢材消费主要是大量分散的、规模

相对较小的建筑公司、金属加工企业和工程项目，单个用户

对钢材需求量少、种类多，而且不确定性大，钢铁企业无法

直接满足这些分散的、需求量较小的用户的需求，而交易市

场和钢材经销商则通过其集散功能，满足终端用户不同品质

、不同材质、不同规格的用钢要求，完成钢材从生产企业到

最终用户的转移。 国内钢铁物流中心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即产地型、消费型和交通型，或综合上述2~3种的综合型。目

前大部分主要为消费型和交通型，靠近消费地区，贴近终端

用户，并且交通便利。这些钢铁物流中心首先是钢厂或贸易

商自有资源的剪切加工，其次为社会提供外来加工，而其加

工业务首先依赖自身贸易的带动。 从钢铁物流中心的运营主

体来分，大致有两类，即钢厂和贸易商。对钢厂来说，建设

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或物流基地，能够延伸钢厂产品链，增加



产品的附加值，能够发展更多直供户并贴近直供户，稳定销

售渠道，有利于稳固钢厂与用户之间供应链，形成自身完整

的供应链体系，结成产业联盟，同时获取更为可观的利润。 

目前，根据研究,钢材的总物流量是钢产量的6倍。就是说，

中国5亿多吨的钢产量，要形成30亿吨的物流总量。若能将物

流成本每吨节约10元，将会为整个社会节约至少300亿元。 然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贸易、消费市场，钢铁流通

却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钢材产品的跨区域不合理流

动。在国内市场上，众多钢材成品是经过贸易商流通至终端

用户手中，这中间会出现商家盲目组织资源跨区域流动的现

象，直接导致成本增加；还有，同一钢材资源，在同一区域

市场内，会出现反复倒手后才送至终端用户手中，中间增加

数次物流成本。 对于如何降低钢铁物流成本，近年来，国内

钢铁贸易企业面临物流集中度低的问题，这种情况在长江口

区域，尤其在上海更加突出，造成钢铁物流成本过高。所以

要降低物流成本，就要在物流体制机制上下工夫。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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