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调控导

致楼市开工率不高和高铁项目缓建的情况

下，钢材价格不跌才怪。”在中钢集团邢台机

械轧辊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王强看来，国

内钢铁市场今年的形势比 2008 年金融危机

的时候还要低迷。

震荡中下行——王强用 5 个字概括了

他对国内钢市近 4 年来走势的判断。“虽然

有一些短期内的恢复，但就好像下坡的时候

刹不住闸，行情最终还是跌下去了。这一次

跌入低谷，怕是要有三五年的缓冲，形势才

能再次好起来。”王强笑着说，“黎明还很遥

远，吾辈们还得继续挣扎。”

更多的钢铁行业从业人士早已笑不出来

了。近几年，国内钢铁业接近全线亏损，部分

钢企徘徊在生死边缘，倒闭的风险如影随形。

“比‘倒闭’更好听一些的应该是‘检修’。”

王强告诉记者，他手中有一份目前处于设备

检修期的国内钢企的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列

满了全国各地近百家大小钢企。“说是高炉

检修，实际上就是停产，不排除其中有些企

业是维持不下去了。”

在目前高产量、高库存、低需求、低价格

“两高两低”的重压下，钢铁行业成为今年上

半年业绩亏损的“重灾区”。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简称中钢协）称，上半年，中钢协会员

企业累计实现利润仅为 23.85 亿元，同比大

幅减少 545.49 亿元，减幅达到 95.81%。近

期，20 多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宣布亏损。从

公开资料看，鞍钢、韶钢、华菱钢铁等企业主

营收入均大幅下降，其中，鞍钢亏损额将超

过 20 亿元。

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康顺法

一直在关注钢铁行业的微观企业与市场形

势。他认为，原材料价格上涨与产能过剩之

外，需求低迷是造成亏损的重要原因。作为

重要的原材料，钢材需求低迷反映的是中国

整个制造业链条、甚至整体经济的低迷。钢

铁和下游的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汽

车、家电等行业密切相关，钢铁市场的冷暖，

实际上就是经济尤其是投资领域寒热的直

接反映。

国家统计局 8 月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 年 7 月 份 ，全 国 工 业 品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PPI）同比下降 2.9%，至此，PPI 已经连续 12

个月下降，打破了 2008 年至 2009 年间连续

11 个月下降的“历史最糟记录”。

“PPI 同比增速超预期下降，主要原因

是经济下行导致需求下降。”康顺法说，下

游需求和终端消费减少，最终都会反映到

对中上游原材料的需求上来，像钢铁企业

这样的基础性产品制造企业很容易受到直

接影响。

王强对康顺法的观点很是赞同，并表

示，除非是国家出台重要的政策扶持拉动，

使国家的整个制造业状况都有所起色，否

则，钢铁业很难出现转机。

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确实正在酝酿

“救市举措”。尽管未得到官方的认可和回

应，一些钢铁企业却一直在坚持呼吁出台

“以产代进”的政策。在知名财经评论人邱

林看来，在钢铁业产能过剩积弊日深却改善

乏力的今天，这些举措和呼声再次释放出人

们对钢铁业改革的强烈焦虑。今后或相当

长时间内，中国钢铁业将与过量钢材库存和

最低利润率作斗争。

邱林认为，钢铁业重生之路有，但这需

要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那就是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

（详细报道见第3版）

实业困局加剧 钢铁业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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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疯狂三国杀
监管部门不干涉

日本经济二季度再放缓

尽管从年初开始，日本消费者就已

经开始疯狂购物，同时，企业为了弥补去

年地震带来的损失而开足马力生产商

品，但良好的势头却受到欧债危机和中

国经济下滑的双重影响。今年第二季

度，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仅为 0.3%，低于

此前 0.6%的预期。

东盟互联互通蕴含巨大商机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马明强日前透

露，中国企业目前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

优惠政策的程度仅为 13%，许多大中小企

业对自贸区缺乏基本了解。马明强还表

示，东盟目前正大力实施东盟互联互通总

体规划，中国同东盟成员国开展铁路、

港口和航空港等合作建设的空间巨大。

德国或成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布的报

告显示，2012 年，一向出口强劲的德国贸

易顺差预计可达 2000亿美元，德国或将成

为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批评人士指出，

德国巨大的出口顺差会加剧全球经济失

衡，德国应注意控制顺差、扩大内需。

避税天堂藏富豪财富
至少21万亿美元

由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前首席经济

学家詹姆斯·亨利和一位避税港研究专

家所做的《离岸藏匿财富分析报告》指

出，在私人银行的帮助下，大概有 21 万

亿美元至 32 万亿美元从各国流向卢森

堡、瑞士、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等地。

不过，富人在他地所拥有的飞机、游艇、

收藏品、房地产等资产并未计算在内。

塔吉克斯坦140多家企业停产

据塔吉克斯坦统计署数据，目前，该

国有 140 多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停产主

要原因是生产设备老化，同时缺少进行企

业更新改造的流动资金。该国政府希望

吸引外资用于这些企业的改造，但收效甚

微，外国投资者更愿意兴建新的企业。

新疆番茄干走俏海外

近几年，世界范围内的番茄产量和

制品贸易迅速增长，中国番茄及制品贸

易在世界番茄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新

疆种植的番茄制成的番茄干成为海内外

客商的抢手货，可卖到每公斤 15 元至 27

元。今年，新疆生产的预计 3000 多吨的

优质番茄干已经被美国、韩国、英国、澳

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订购一空。

（本报综合报道）

完善外商投资政策 力促跨国资本布局中西部

跨国公司正在向中西部转移。今年以

来，许多跨国公司把“西部大开发”和“新兴

产业”作为一个重要风向标，尝试参与中国

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记者从权威部门获悉，国家发改委等

多个部委正在从产业指导、技术与知识产

权合作等方面制定系列规则，为跨国公司

参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完备的

制度框架。

中西部有关省市区出台的一系列优惠

政策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

记者注意到，江西、重庆、新疆、海南等省市

区政府出台了鼓励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从土地、

园区扶持、财税、融资、产业服务、人才、优

化投资环境等多个方面鼓励和支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

在政策的牵引下，跨国公司正在围绕

中国结构调整实施新的战略布局。据悉，

近 3 个月来，西门子、富士、丰田、摩托罗拉、

福特、日立、索尼、佳能、三菱商事、爱普生、

艾默生等 100 多家跨国公司的负责人近 10

批次到重庆、四川、云南、陕西、新疆、海南

等西部地区考察新兴产业项目投资，在产

业方向、技术提升、区域选择等方面全面参

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周期。

“襄阳高新区签约 20 亿元打造日本工

业园。今年的经贸合作交流会吸引了包括

NEC 公司在内的数十家日本知名企业参

与。日产公司、中日龙、小原光电等一批日

本知名企业相继落户襄阳。”襄阳市市长别

必雄对记者表示。

“西进战略”是施耐德电气集团在中国实

施本土化战略的重要体现。施耐德电气中国

区副总裁王洁表示：“中国节能市场规模庞

大，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节能市场蕴含

巨大的市场潜力。今年，我们到中西部考察

的内容从配电及能源扩展到工业自动化、

IT 及数据中心、建筑楼宇和住宅等领域。”

“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令欧洲经济未来

几年的前景日渐暗淡，加上美国经济也不景

气，一些欧洲的大型跨国公司便将主要业务

投向中国。由于中西部的成本优势与发展

机遇，跨国公司投向中西部的项目与业务大

增。”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

近日，世界领先的工业气体公司德国

梅塞尔集团在中国投资建设的一套氪氙提

取装置在湖南湘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

司试运行成功，这一里程碑的项目使梅塞

尔中国在稀有气体的提取技术上又迈进了

一大步。

西门子东北亚区首席执行官程美玮表

示：“2012 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重要一年。对于西门子来说，依然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充满信心，

中国会继续扮演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角

色，并继续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据介绍，

西门子将在中国中西部投资包括智能电

网、电动汽车和绿色出行等在内的新兴产

业领域。

■ 方家喜

本报讯 截至记者 8 月 15 日 18 时发

稿时止，京东商城、苏宁电器、国美电器

的价格大战已经开火 9 个小时，抢夺市

场的战争还远没有分出胜负。

8 月 14 日晚，京东商城 CEO 刘强东

在其实名微博上发出了“0 利润宣言”，称

从 8 月 15 日起，京东所有产品 3 年内零毛

利，保证比竞争对手苏宁电器、国美电器

便宜 10%以上。8 月 15 日 9 时，此轮电商

价格战正式开打。3 个多小时后，京东商

城表示其大家电销售额突破 2 亿元。

但是，消费者的狂欢让财经观察人

士嗅出了危险的气息。经济评论员马光

远认为，中国电器行业最可怕的竞争开

始了。“价格战掩饰的是中国电子商务这

么多年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的残缺。由

于行业的进入门槛极低，为了扩大地盘，

就只能用低价这种不可持续的手段。”

财经专栏作家吴晓波认为，本次大

规模家电价格战不可能推动技术进步，

风险资本的野蛮程度也警醒了产业资

本，但因制造业利润和物流成本的刚性

化，从长远看，此次价格战对家电零售价

格的影响很可能微乎其微。

但是，相关监管部门表示，按照国

家的规定，恶性竞争需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在市场上具有垄断支配地位，二是

低成本倾销。京东和苏宁还不属于恶

性竞争，所以，监管部门不会采取行动

和措施。 （欣 华）

7 月份经济数据近日陆续公布，多项数据远逊于市场预期。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出口额、新增贷款等多项数据更是创下新低。多位专家

预计，7 月经济数据不佳可能会倒逼“稳增长”提速，刺激政策或

加快出台。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职业打假人”是“英雄”

还是“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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