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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免费体验：百考试题物流师在线考试中心 当今企业与企业

的竞争，已经不是企业为争夺顾客的一对一的竞争，甚至也

不是为了争夺产品市场的占有率、覆盖率的竞争，而是日渐

发展为供应链体系之间的整体竞争。我国钢铁企业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保持不败的唯一武器，是以社会化和信息化的钢

铁物流供应链为核心，为用户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多样化

、专业化的钢铁物流服务，多方面、多角度地提高现代钢铁

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煤炭料场紧挨着烧结设

备，一条传输带就把原料送进烧结炉；烧结炉与炼铁高炉间

依靠传送带即可输送焦炭；1号高炉和2号高炉的间距仅只320

米，两座高炉共用一条焦炭、矿石传输带，共用一个生产调

度监控室；炼铁厂与炼钢厂之间不过900米，运输距离大幅缩

短。 在京唐钢铁公司，记者看到，烧结-球团-炼铁-炼钢-连

铸-热轧-冷轧，京唐钢铁公司的每一道生产环节都是无缝衔

接，用京唐人自己的说法，是 “嘴对嘴”连接。 “京唐钢铁

公司是真正临海而建的世界上距离码头最近的钢铁企业。” 

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从曹妃甸码头到京唐钢铁公司矿石

料场，距离不到1800米，用传送带就可以输送矿石，物流运

输成本每吨节省100元以上。 钢铁物流呼唤“无缝链接” 钢

铁产业的物流量非常巨大，而中国的钢铁企业大多原料和成



材分块管理，物流分条运营，钢企的物流大多采用自营和外

包给社会不同港口、火车站、物流企业运营。但这些流通环

节采用钢铁产品的原代码各不相同，支撑技术、装卸、堆码

没有统一标准， “钢铁从原料进到成材出不能完全对流运输

，钢铁从上游到下游的物流供应链不能无缝对接。” 目前中

国还没有物流企业能独家承接大型钢厂全部物流业务的能力

，造成了现在中国钢铁物流流通环节多、集中度低、成本居

高不下。 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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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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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又

增加数次物流成本。 然而贸易商环节又是不能缺失的。我国

存在大量钢材交易市场和钢材经销商的情况与下游产业组织

化程度低有密切的关系。 我国钢材消费者主要是大量的、分

散的、规模相对较小的建筑公司、金属加工制造企业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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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比较小的企业

的需要，而通过物流的整体服务功能却可以实现。 通过钢铁

流通链条的集散功能，满足终端用户对不同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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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钢材市场的存

在与发展，有效地提高了钢材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促进我国

中小企业成长、促进制造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产

业集群的形成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随着工业进程的逐渐



深入发展，钢铁物流链显然不能仅仅止步于钢铁交易市场。 

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钢铁流通企业约15万余家，其中

，销售量超过100万吨的约有10多家，销售量在10万～100万吨

的不足100家，其余都是低于10万吨的小型经销商。 这些中小

型钢材经销商运作模式大同小异，都是采取从钢厂或上游批

发商拿货，再经市场差价卖给下家的搬砖头模式，很少提供

增值服务。 我国的钢材加工配送中心在数量上已超过美国，

但 “大而全、小也全”的经营思维一直没有改变，他们竞相

建立自己的加工配送中心，80%的规模较小，集中度较低，

不少还建在综合钢铁物流园区外，无法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

的优势。 另外，据调查，我国的钢材加工配送中心布局并不

合理，致使我国钢材的成材率和使用效率都比较低。同一区

域重复建设同类加工配送中心，钢材本身的附加值没有得到

有效提升，钢铁行业、物流业与制造业没有能够联动发展。 

这是钢铁物流面临的 “危”，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金融

危机中国家对钢铁业的振兴，则是钢铁物流面临的 “机”。 

我国钢铁产业在经历了长期粗放型扩张后，必然要进行一次

大的调整。3月份国务院颁布 《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和 《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通过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

、联合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加快钢铁产业调

整和振兴，推动钢铁产业由大变强，对钢铁产业的后期发展

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准备，钢材期货于2009

年3月份正式在上期所挂牌交易。 从3月27日上市到5月27日42

个交易日，螺纹钢累计成交744万手，相当于我国去年螺纹钢

产量的76％，成交金额2657.47亿元；线材累计成交合约66.7万

手，成交金额229.29亿元，同时对应的是螺纹钢和线材持仓量



稳步增加。 物流链的新方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

猛发展，现代物流配送作为社会化大生产中最为经济合理的

综合服务模式，正日益显示出巨大的需求发展潜力。 “我国

一般钢材的深加工比重仅为10%~15%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

钢材的综合深加工比可达50%以上。”按此预测，我国钢材

加工配送未来的市场非常广阔。 钢铁行业作为复杂型制造行

业，一般上下游工厂众多，资金密集，生产技术复杂，加工

层次深，多条生产线有高达几万种的最终产品，利用供应链

管理优化订单，提高设备利用率，优势非常明显。 随着钢铁

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物流供应链管理若仍保持现状，会表

现出与企业要求的发展规模明显不适应，必然会成为制约企

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在当前的原燃料供应、产品竞争的市场

条件下，降低物流成本必然会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降低产品

总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新的亮点。 在惠龙港钢铁物

流基地，记者发现，选址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基地

。创建了为钢铁物流上下游企业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吸

纳1000家钢铁生产企业、贸易企业、加工运输企业来惠龙集

聚。 “其成功经验就在于实现钢铁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发

展。” 惠龙港国际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施文进对记者说，

根据制造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在港内物流基地加工中心将钢

材加工成半成品直接配送到制造车间。帮助上下游企业降低

成本，开展各个环节的物流增值服务。 随着国内资源供应长

期处于紧张状态，市场波动幅度增加，同时铁矿石、焦炭等

大宗原燃料价格逐年上涨，海运费及到厂运输费的居高不下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钢铁生产经营成本。 现实形势迫使钢厂

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物流供应链的稳固程度。 从供应链角度观



察国际优势企业发展的历史看出，我国钢铁生产企业正无一

例外地采取了强化供应链合作模式，加强对全过程的控制，

不少企业都曾采取了以 “资产”为纽带的“自给自足”的上

下游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这也是在工业化初、中期资

源约束型的市场环境下非常盛行的成长模式。 在当今买方市

场背景下，这种非专业化经营模式既形不成竞争规模优势，

又存在着巨大的投资及管理风险，在片面追求 “大而全”的

道路上，钢铁生产企业忽视了对自身更重要的核心能力的培

育与扩展。 面对当前的危机，企业如何找准市场定位，山东

捷迈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张新生认为，提高物流行业的

核心竞争力，企业必须做到差异化服务，才能适应下游的多

样化需求；同时他提到，企业还应该提高效率，“在精度上

做文章，从运营方式到设备精度，务求高效率，高精度。” 

持同样的观点还有中铁物资集团物流部部长张泓。在近日召

开的中国钢铁物流发展高峰论坛上，张泓介绍，当今企业与

企业的竞争，已经不是单个 “钢铁物流供应链”上，企业为

争夺顾客的一对一的竞争，甚至也不是为了争夺钢铁产品市

场的占有率、覆盖率的竞争，而是日渐发展为供应链体系之

间的整体竞争。 我国钢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不败

的唯一武器， “是以社会化和信息化的钢铁物流供应链为核

心，为用户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多样化、专业化的钢铁物

流服务，多方面、多角度的提高现代钢铁企业自身的管理水

平和核心竞争力。”张泓如是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