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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围城”难题待解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中秋节前后，各地频现大堵车。

“在交通繁忙的路段，以及人流量较

少的小城，都有建筑垃圾堵塞交通，而且

无人清理问题。”开车旅游回京的吴波对

记者如此吐槽。

对此，中国钢结构协会秘书长刘万忠

表示，我国建筑产业的发展还停留在传统

落后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上，是粗放增长模

式的堆积。只有加紧淘汰落后的传统混凝

土建筑模式，大力推广节能环保的绿色钢

结构建筑生产模式，才能从根源上破解“建

筑垃圾围城”的困局。

相当于填埋38个西湖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建筑行

业的发展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但在高

速发展的背后，偷倒、强倒建筑垃圾的事件

屡见不鲜。比如，位于江苏无锡的太湖新

城区频发偷倒建筑垃圾事件，仅去年一年

太湖新城区就处理偷倒建筑垃圾近万吨。

来自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 2010

年开始，我国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超过 10

亿吨，2012 年我国产生建筑垃圾为 15 亿

吨。有人算过一笔账：1 万吨建筑垃圾需

占 2.5 亩地，按 15 亿吨的年产量推算，我

国每年建筑垃圾将占地 37.5 万亩，而杭州

西湖湖面占地约 9750 亩。粗略一算，仅

2012 年，我 国 年 产 的 建 筑 垃 圾 就 可 填 埋

38 个西湖。

在我国，混凝土建筑占据建筑领域的

绝大多数份额。但是，混凝土建筑从施工、

运输各个建造环节到拆除后堆放、清运、填

埋各个回收处理环节，都会对空气、水、土

壤造成严重的污染。

在施工阶段，现场制作混凝土会污染

水和土壤；在运输砂石等原材料的过程中，

产生大量的粉尘、灰沙；房屋被拆除后，由

于回收处理能力有限，大部分的建筑垃圾

没有经过相应的处理，就运到乡村或者郊

区，大量占用土地；而随意堆放的建筑垃

圾，在特定条件下，还会发生化合反应，对

土壤、地表产生不可挽回的污染。另外，我

国混凝土建筑平均寿命只有 30 年，难以回

收的混凝土还将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以及

资源浪费等难题。

“国家用这么多资源去造房子，好不容

易建了，30 年后又变成了建筑垃圾。这笔

买卖划算吗？”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钢结

构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方 鸿 强 告 诉《中 国 贸 易

报》记者：“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

弃”，这种传统建筑模式已经不符合当今中

国的发展需要，必须加以改变。而改变的

突破口，就在于大力推广钢结构建筑，尤其

是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形式。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萧钢构）董事长单银木表示，装配式钢

结构建筑，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对材料

回收利用率高，能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在

欧洲和日本，由于建筑行业十分关注碳约

束和循环经济，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发展迅

速，已经占据城市建筑的 40％以上。

钢结构变废为宝

事实上，建筑废弃物并非全是垃圾，虽

然混凝土块、碎石块、渣土等混凝土制品都

很难回收，但经过分拣、剔除或粉碎后，废

钢筋、废铁丝、废电线等金属，却可以通过

再加工，制成各种规格的金属制品。

因此，与混凝土住宅相比，以钢材、金

属为主要原材料的钢结构建筑，在原材料

回收上优势明显。有数据表明，在钢结构

建筑领域，型钢回收系数能达到 90％，钢

筋和铝材则分别为 50％和 95％。

“从全生命周期来看，钢结构建筑基本

不会产生建筑垃圾。”方鸿强说，钢结构建

筑采用装配式建造模式，施工时只有作业，

没有污染；从钢结构建筑平均 80 年的建筑

寿命来看，即便被拆除，钢结构建筑还能以

较高的回收率，实现钢筋、型钢、建筑玻璃、

铝材、木材等原材料的回收，从根源上杜绝

“建筑垃圾围城”现象。

“但国内对钢结构行业认知有限，很多

人误以为钢结构成本过高，阻碍了钢结构

建筑推广，”单银木坦言。

然而，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杭萧钢

构独立研发的“新一代钢结构住宅体系”，

将能大幅降低钢结构住宅成本，为未来钢

结构建筑在商用住宅产业内的大规模复

制、推广提供了可行性。

业内专家预计，未来 10 年，钢结构企

业将在引领建筑全产业链转型中发挥重

要 作 用，“ 建 筑 垃 圾 围 城”难 题 将 逐 渐 得

到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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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观察

商业聚焦

不到下午 6 点，北京西站附近一家茅台

专卖店便早早关了门。“每年中秋节都是白

酒销售旺季，我们店通常要开到很晚。今年

没什么人来，我们就早点关门下班了。”老板

乔女士一边拉下卷帘门一边对记者说。

橱窗里，53 度飞天茅台的标价已降到

950 元，“2012 年初这款酒我们一度卖到 2480

元一瓶，这两年没什么人买了，价格降得厉

害。”乔女士说。

乔女士劝 25 岁、刚刚辞职决定创业的

女儿不要再涉足白酒行业，“年轻人千万别

再入这行，现在卖酒的都很惨，不少专卖店

都开不下去了。”

今年上半年，13 家上市白酒企业净利润

悉数下滑，除贵州茅台与古井贡酒营业收入略

有增长外，各酒企营收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面对这一趋势，酒企则是使尽各种招数，

应对销量下滑带来的影响。在产品上，酒企

舍弃高端，开始重视大众化产品。在渠道上，

酒企一方面降低经销商的加盟门槛，大力拓

展经销渠道，另一方面则在互联网渠道发力，

试图杀出一条道路。

上半年白酒业利润同比降两成

经历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白

酒业告别暴利时代，回归理性。原有的依

靠三公消费与大规模高端团购渠道的酒业

增长模式目前已无法持续。行业环境发生

骤变，白酒产业链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众酒企在努力降低成本的同时，尝试调整

经营战略。

13 家上市白酒企业发布的中报显示，

2014 年上半年，13 家企业净利润悉数下滑，

除贵州茅台与古井贡酒营业收入略有增长

（涨幅分别为 1.37%和 3.61%）外，各酒企营收

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酒企间横向比较，业绩

降 幅 最 高 的 为 酒 鬼 酒 ，净 利 同 比 下 滑

244.78%。而五粮液也迎来了其历史上半年

度 业 绩 最 大 降 幅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24.85%;净利润同比下降 30.90%。

据东方财富 choice 统计数据，去年上半

年白酒企业整体营业收入为 576.3 亿元，今年

为 486.88 亿元，同比下降 15.52%;净利润去年

上半年为 208.58 亿元，今年为 164.44 亿元，下

降幅度为 21.16%;净利润降幅远高于营收降

幅，表明白酒企业降价的副作用仍在持续，整

体情况仍不乐观。

从半年报来看，大多白酒企业总体销量

依然略有增长，但收入、毛利下滑，主要是高

端白酒销售量持续下滑。

名酒经销商对行业前景失望

为突围困境，抢占市场，酒企纷纷自降

身段。

6 月 16 日，贵州茅台宣布在县级行政区

等空白区域市场新增经销商。据了解，新代

理商的进入门槛大幅降低。之前要花 6000

万元才能得到的特约经销权，此次最低仅需

800 多万元即可获得。截至 8 月底，来自全

国各地的 79 家县级经销商与茅台签署了在

县级市场开设专卖店的协议。

银基集团副总裁、资深白酒营销人士贾

霆认为，这种降低门槛的扁平化招商是一种

趋势，“原来茅台加盟者动辄要花上千万元

才能做一个茅台专卖店”。从前大商一级一

级代理下去的模式，有高利润支撑，而现在

利润空间缩小，大商又积压了不少存货，积

极性降低。茅台为了实现上市公司的业绩，

必须降低门槛。只有扁平化招商，让小商也

有利润空间，才能实现发展。

互联网也是酒企寻觅的另一条出路，8 月

29 日，贵州茅台宣布，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决定出资人民币 2500 万元投资设立茅台集团

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有近百家酒

企在 58 同城、1 号店、京东等电商网站上开辟

了网络销售渠道。

然而在许多经销商看来，至少目前，还

未看到酒业调整所带来的光明前景。

中秋节临近，烟酒店的老板们却没能感

受到往日节日采购的热烈气氛。对一些地方

酒企来说，从销售终端收钱成为一件难事，“货

卖不出去，钱收不上来”。一家石家庄烟酒店

的老板向记者抱怨，厂家派来收账的业务员比

顾客还多，“往年快到中秋节的时候，会有很多

人买酒、送卡，今年感觉没什么动静。”

而北京茅台专卖店的乔女士则依然不愿

让女儿进入这一行，“做酒不如做服装，做超

市也行，卖点老百姓平时真正需要的东西。”

她决定让女儿跟着亲戚学做服装生意，“让她

先跟着历练，然后帮她开个超市。”（王叔坤）

白酒市场“遇冷”
酒企发力产品渠道前途未卜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动 批（北 京 动 物 园 批 发 市 场），与 西

单、新光天地一样，可谓是北京的一个时

尚地标。

然而，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目前传统

的服装批发业态生存日益困难。如果不

转 变 经 营 方 式，传 统 服 装 批 发 未 来 会 更

加艰难。

更重要的是，尽管 2 万多名动批商户

每年给西城经济贡献 6000 万元的税收，但

政府却需要为动批附近的交通、环境等管

理费用支付 1 亿元。随着城市发展的需

要，北京市政府今年年初作出了搬迁动批

的决定。

寻 找 出 路 ，成 为 动 批 商 户 最 迫 切 的

需要。

“如果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外迁到河

北或天津，将失去交通优势和消费人群，因

此也将失去活力。”占动批服装市场近 60%

市场份额的世纪天乐的控股方光耀东方集

团董事长李贵斌表示，最好的方式是在原

有市场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开辟运营线

下体验+线上交易的 O2O 模式电商平台

——动批网。

零成本升级做电商

2013 年，光耀东方集团从华平基金手

中 收 购 世 纪 天 乐 。 然 而，到 了 2014 年 年

初，北京市政府宣布了动批外迁的消息，曾

有媒体问李贵斌，光耀东方有没有后悔在

动批外迁消息公布前从华平基金手中收购

世纪天乐？

殊 不 知 ，这 是 李 贵 斌 早 已 布 好 的

棋 局 。

李贵斌告诉本报记者，事实上，他们在

动批搬迁消息发布之前已经意识到，必须

升级动批市场，把现有动批商户与电子商

务 O2O 模式打通，最终选择了动批网这一

O2O 途径。

“ 动 批 网 的 构 成 是 三 维 一 体 ，将 电

脑、手机和体验广场结合起来，为商家及

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立体化、一站式商贸

配 套 服 务 。”动 批 网 CEO（首 席 执 行 官）

刘 斌 介 绍 说，借 助 2014 中 国 国 贸 国 际 时

装 周 暨（秋 冬）服 装 大 型 采 购 会，动 批 网

正式上线。

刘斌告诉记者，动批网将对商户提供

包括货品拍照上传、平台建设、技术维护、

客户服务以及仓储物流在内的服务。两年

内，商户在动批网上进行的竞价排名、广告

营销活动均免费。

“不仅如此，动批网还将全方位的帮助

传统商户。”刘斌介绍说，在整个交易过程

中，动批网将通过商业数据统计系统，不断

将热销款式、客户群分析、销售区域分析、

消费者反映分析等反馈给商家，辅助商户

进行经营决策。

刘斌表示，在充分整合资源的思路之

下，首批进驻动批网的商户不仅来自动批

数万实力批发商户，还包括北京大红门、雅

宝路等批发市场商户。未来，动批网还将

优选华北、华南、华中等区域的优质批发商

户，从而创造不可估量的市场价值。

在瑞士信托有限公司亚太区总裁文鸽

看来，动批网的探索不仅是对于现有动批

模式的更新，其 O2O 模式更可能对于整体

行业的升级转型将贡献出更大的意义。

O2O接轨体验消费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网

上零售 B2C 整体交易额度达到 3200 亿元，

而服装品类交易规模为 800 亿元，占比超

过 25%，同比增长了 47%。这表明，服装已

成为网上销售的第一大品类，且线上销售

超过实体。

然而，动批网要想在天猫、京东、凡客等

众多电商竞争中分得一杯羹，并非易事。

“12 万平方米的动批网体验广场，将

是我们的‘ 杀手锏’。”李贵斌表示，为了

做 出 差 异 化，动 批 网 将 战 略 方 向 延 伸 到

更 广 泛 的 批 发 商 户 市 场，打 造 中 国 首 家

快 销 时 尚 服 饰 批 发 领 域 的“ 线 下 实 体 店

体 验 批 发 ＋ 线 上 电 子 商 务 批 发 交 易”专

业 O2O 平台。

李贵斌表示，未来，他们计划投入 5 亿

元，用 3 年时间使其年销售额达到 1000 亿

元。动批网也将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 的 本 土 自 有 品 牌 ，成 为 中 国 的 zara、

h&m、优衣库。

两家航运央企
组建国内最大油轮公司

日前，中外运长航集团一位不愿具名

的高管向记者证实，招商局集团与中国外

运长航集团两家央企，已于近日在北京签

署股东协议，将合作设立 VLCC 油轮合资

公司，并召开了合资公司创立大会。

新合资公司名为“中国能源运输有

限公司”，招商局占股 51%，中外运长航

占股 49%，注册资本 11.1 亿美元。上述

中外运长航集团高管称，目前合资公司

注册运作的相关手续正在香港进行，料

在 9 月内完成。

该合资公司建成后，运力规模将跃

升至国内第一大油轮公司，远期运力也

将跻身全球油轮企业三强。

9 月 3 日，国务院刚刚发布《关于促

进海运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敦促航

运企业加快兼并重组，促进规模化、专业

化经营，提升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而 这 种 股 权 结 合 的 方 式 ，是 否 能

推 演 到 其 他 深 陷 困 境 、急 需 业 务 重 组

的 航 运 企 业 ，业 内 的 看 法 不 一 。 有 航

运 高 管 认 为 ，这 意 味 着 航 运 央 企 之 间

的 合 作 将 日 渐 频 繁 ，不 排 除 有 进 一 步

股 权 合 作 的 可 能 ；但 交 通 运 输 部 水 运

科 学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贾 大 山 则 认 为 ，不

宜做过多联想。

蕉叶泰餐在京门店半数停业
转型失败为主因

曾被誉为国内最大泰餐连锁餐饮企

业的蕉叶，其在北京的 6 家门店已经有半

数处于停业状态，其位于王府井新东安

购物中心的店面已经被其他餐饮品牌替

代。定位不准、创新不足、经营状况不佳

被认为是蕉叶频繁闭店的主要原因。

中国食品商务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

表示，早些年泰国菜等东南亚菜系以“新

奇”成功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东南亚旅游

的发展带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东南亚

菜，运营东南亚菜的餐厅也逐渐开始增

多。蕉叶在中国成功有两大优势：进入

内地市场早以及其中高端餐饮的定位。

但蕉叶在中高端餐饮转型上做得不够，

导致性价比优势逐渐缺失。

知名旅游专家、中国社科院旅游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认为，以泰国

菜为代表的国外特色风味餐厅在中国是

一个小众市场，消费人群有限，因此其在

运营过程中，必须明确定位，做出特色，

否则难逃衰败命运。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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