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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钢铁电子商务是指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在钢铁流通以及交易中的应用。由于电子商务的应用

使得钢铁流通从生产企业采购原材料、流通企业进行钢铁贸易、消费企业购买钢铁产品整个

产业链都得以整合到平台上进行，极大地提高了流通和交易的效率。这种现代化的交易模式

使流通业与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的关系日益紧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及时、经济、高

效的交互式沟通手段和环境，推动了流通渠道的拓展和效率提高。

      目前，我国钢铁电商大体上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信息平台。近年来，不少信息平台转向交

易平台，有的还复制在钢铁行业里取得的成功经验，以信息为先导切入化工、煤炭、有色金

属等领域。二是交易平台。这类平台多为第三方开设，一直在努力提升流量，以后将在化流

量为盈利方面花费更多功夫。还有一部分钢厂开设第二方交易平台，主要销售本厂生产的各

类品种规格的钢材。也有的钢厂建设第三方交易平台，线下服务设施配备齐全，线上服务整

合力度大，被视为发展风向标。三是提供软硬件的供应商，为平台和参与群体提供内容开发

和技术支撑服务。

      线上钢铁电商平台的优势在于可以提升&ldquo;信息流&rdquo;、&ldquo;物流&rdquo;以

及&ldquo;资金 流&rdquo;的效率。因此，市场再分配主动权自然就会握在钢铁电商线上阵营

手中。

      相比于线下，钢铁电商的优势在于可提升&ldquo;信息流&rdquo;、&ldquo;物流&rdquo;以

及&ldquo;资金流&rdquo;效率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钢铁电商提升效率的内在机制原理在于&mdash;&mdash;包含钢铁电商在内的 B2B 电商，不

仅可以 提供交易方获取上下游供需信息的途径并且解决及时性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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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B2B 电商还可以通过撮合、 寄

售、直营等交易模式，将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借助互联网技术手段予以整合。 

      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形下，只要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其中之一较于线下占据优势，市 场

空间就有往线上转移的持续动力，而当前行业景气下行状态则更加凸显出这些效率提 升的优

势。钢铁电商平台的信息流优势源于电商自身天赋属性，而物流、资金流优势， 随着近几年

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脚步迅速跟上，线上供应链金融的开展，从而也开始与线下拉开差距。

      本中国钢铁电商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

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



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本中国钢铁电商行业研究报告是2015-2016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

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

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钢铁电商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钢铁电商训行业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钢铁电商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

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

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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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电商：互联网革命碰撞产业链整合 

我们认为无论是互联网革命还是钢铁产业链整合均会剑指钢铁电商。钢铁电商不仅 是互联网

闯入钢铁产业链阶段性的产物，也是互联网革命和钢铁产业链整合碰撞下的焦 点。钢铁电商

不仅会极大地改变钢贸的形态，也会极大地改变整体钢铁产业链的形态。

钢铁电商的本质：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实现钢贸功能的优化升级 钢贸是一种功能，实现标准

化的钢材产品从钢厂出来到最终用户之间的整个流通过 程。只要人类的钢材需求一直存在，

钢材的集中式生产方式不发生改变，生产和消费之 间存在物理上的时空距离，钢贸的功能需

求将一直存在。但这种功能的供给者和实现手段可能会发生变化。

 钢铁电商的本质：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实现钢贸功能的优化升级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钢铁电商将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钢贸功能（交易和流通）的可视可 积累，进

而实现更精细化的交易和流通，更加扁平化的流通渠道和更高水平的人物一体 化，实现钢贸

功能的效率提升。 现实中交易的发起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交易双方可能并不彼此信任也

不关心对 方，但基于对物品和货权的信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实现交易。另一种是交易双方

彼此 非常信任，对人的信任超过了对物的信任，基于信用实现交易。从交易发起的角度来看

， 如果能同时做到既了解人也了解物的人物一体化无疑可能实现更多的交易。 如果没有互联

网和大数据，交易中实现人物一体化成本很高，而有了互联网和大数 据，现实人物一体化成



本要低很多，无疑会催生出更多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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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2010 年这十年间，阿里巴巴和宝钢旗下的东方钢铁在线也做过钢铁电子交 易的尝试

，但并未产生大的影响。当下的这股钢铁电商热潮发端于 2011 年。

 钢铁电商的发展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这一波浪潮中，可以找到最早的钢铁电商是成立于 2011 年的钢钢网，目前市场知名 度最高互

联网背景最深的两家钢铁电商找钢网和钢银分别成立于 2012 年和 2013 年。宝 钢股份联合宝

山区政府于 2013 年成立了上海钢铁交易中心。2014 年五矿发展成立了鑫益 联钢铁电商平台

。2015 年宝钢再次回炉强势布局钢铁电商，2013 年上海钢铁交易中心的 注册资本金仅 1 亿元

，而欧冶云商的注册资本已升至 20 亿。 从参与者背景来看，也基本实现了该玩钢铁电商的都

有代表了。钢钢网是传统民营 钢贸商，找钢网是直接背靠互联网风险投资资本的创业公司，

钢银是做钢铁信息的上海 钢联的子公司，鑫益联是钢贸央企五矿发展的子公司，欧冶云商则

是钢铁央企宝钢集团下的子公司。

钢铁电商业务模式探索已初步定型 

钢铁电商的分类 

按照钢铁电商的股东背景，目前钢铁电商被分为第二方钢厂钢铁电商和第三方钢贸 钢铁电商

。我们认为以出生来划分更多的是门户之见而无实际的价值。我们将愿意将第二方钢铁电商

定义为只卖一家钢厂钢材的钢铁电商，只要卖两家以上的钢厂钢材的电商 都属于第三方电商

。因为，我们认为只要定位第三方，出生不是问题。按照我们对第二方钢铁电商的界定，这

类电商属于钢厂直销业务，做展开讨论也没 什么特别的意义，故重点讨论第三方钢铁电商。 

第三方钢铁电商的两类业务模式探索 

第三方电商的生态圈表述大同小异 对比上海钢联、五矿发展以及对其它第三方钢铁电商的草

根交流来看，每家电商都 会提到生态圈，O2O，培养线上交易习惯，整合线下资源，发展金

融业务，通过商流、信 息流、资金流和物流四流一体来提升钢铁流通行业的效率。从对钢铁

电商生态群的表述， 各家高度一致。

差异基本表现在各家有些特别之处，如上海钢联做资讯出身，五矿发展自己拥有物 流园。但



在具体业务模式方面还是划分为有显著区别的两类。 一类是钢银和找钢网这类有互联网背景

企业采取的&ldquo;撮合+寄售&rdquo;（钢银）或&ldquo;撮合 +自营&rdquo;（找钢网）模式

。我们认为所谓的&ldquo;寄售&rdquo;和&ldquo;自营&rdquo;没有本质的区别。另一类 是一些

传统钢铁产业链背景企业采用的较多类似于&ldquo;淘宝卖货&rdquo;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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