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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 9 月 22 日发布消息
称，经报国务院批准，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实施联合重组，
组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打造钢铁领域世界级的技术创新、产
业投资、资本运营平台。宝钢集团及武
钢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宝钢股份及武钢股
份也将通过宝钢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武钢
股份的方式实施联合重组。

22 日晚间，宝钢股份、武钢股份两
家公司同时发布《吸收合并报告书》，宝
钢股份向武钢股份全体换股股东发行A
股股票，换股吸收合并武钢股份。合并
后的上市公司将成为全球钢铁上市公司
中粗钢产量排名第三的“巨无霸”，业内
人士表示，在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
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为目的的新一轮
钢铁行业兼并重组浪潮下，同属央企的
宝钢股份、武钢股份将起到示范作用，堪
称我国钢铁行业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
事件。

上市钢企“巨无霸”诞生

从集团层面来看，宝钢集团与武钢
集团合并重组后，将按照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服务化的发展原则，实施“钢
铁主业一业特强、相关产业协同”的业务
组合，聚焦钢铁主业做精做强做优，引领
示范行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全球影响
力，强化相关产业对钢铁主业发展的全
面支撑，打造最具竞争力的绿色智慧钢
铁产业生态圈。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联
合重组后，将战略目标确定为“成为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成为最具投资
价值的上市公司”。

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重组后，将在
重点产品、技术研发、销售网络、业务布
局、采购管理、剪切配送、物流体系等多
个领域深度挖掘协同效应，有利于优化
资源配置、减少重复投资、降低运营成
本，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从股份公司层面来看，根据《报告
书》，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的换股价格以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
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并以不低于市
场参考价的 90%作为定价原则，换股价
格确定为：宝钢股份 4.60 元/股、武钢股
份2.58元/股。由上述换股价格确定武钢
股份与宝钢股份的换股比例为 1∶0.56，
即每1股武钢股份的股票换0.56股宝钢
股份的股票。

同时，宝钢股份将吸收合并武钢股
份，武钢股份现有的全部资产、负债、业
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
义务由武钢有限承接与承继，自交割日
起，武钢有限的 100%股权由宝钢股份

控制。
一旦交易达成，合并后上市公司将

实力大增，无论是从营收还是产量，都将
成为全国钢铁产业无可争议的“巨无
霸”。在上市公司层面，合并后上市公司
将在全球上市钢铁企业中粗钢产量排名
第三，在集团层面，产量规模将超过河北
钢铁，仅次于欧洲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
尔位列全球第二。

引领新一轮行业重组潮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面临着产能严
重过剩，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数据显
示，2015 年度中国钢铁行业粗钢产量
8.04 亿吨，占全球钢铁行业粗钢产量的
49.5%，产能利用率仅为 67%。近年来，
钢铁消费量呈现逐年递减趋势，钢材消
费将总体进入下降通道。

有观点认为，产能利用率过低、供需
严重失衡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
国钢铁行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因
此，化解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工作成为了
钢铁行业脱困、调整、转型升级的首要任
务，攻坚之战。

与此同时，我国钢铁行业过于分散，
也影响化解过剩产能政策效果。2015
年度中国钢铁行业前十名市场占有率回
落至 34.2%，产业集中度降至近十年来
的最低点。

2015 年 3 月份，工信部就《钢铁产
业调整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提出进一步
组织钢铁行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兼并
重组，到 2025 年，前十家钢企粗钢产量
全国占比不低于 60%，形成 3 至 5 家在
全球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钢铁集团。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

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去产能”
作为 2016 年全国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
之一，要求自 2016 年起，用 5 年时间压
减全国粗钢产能1亿至1.5亿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家公司
的重组将成为钢铁行业整合的标杆，起
到示范的作用，同时也被寄予更高希望。

业内人士认为，两企业联合重组，符
合钢铁行业“去产能”、产业转型升级的
要求，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集
中度，有利于平衡内部产能，对不同生产
基地和不同产线协同整合，加快淘汰和
关停一批低效和无效产能。两企业联合
重组，也是深化国企改革、建立健全市场
化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符合建设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的方向，有利于推动资源
向优势企业集中，强化商业模式创新和
管理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利于集中
资源开发应用前沿技术，进一步提升战
略产品的技术研发能力，逐步形成以技
术研发优势为基础的大型钢铁集团，为
提升我国钢铁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
力作出贡献。

整合后产生协同效应

公告显示，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合
并后会优化两家钢铁上市公司资源配
置，推动合并后上市公司提质增效。二
者在区位、研发、采购、生产、营销、产品、
技术创新、企业文化等方面都将发挥协
同效应。

目前，宝钢股份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上
海宝山、南京梅山和湛江东山三大生产基
地，武钢股份生产主要集中于武汉青山。

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合并后，上市
公司将全面统筹四大钢铁生产基地布

局，全面整合国内沿海沿江战略区位，多
角度、体系化整合钢铁主业区位优势，合
理分工布局周边市场，有序对接中国和
全球客户，辐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
济区域。二者将通过生产基地的布局优
化，在原料、成品运输仓储等方面采用集
约化调配，实现降本增效。

在研发方面，宝钢股份、武钢股份均
拥有实力雄厚的研发资源，合并后上市
公司将整合研发资源，集中优势力量，共
享服务平台，提升研发效率。

采购协同方面，合并后上市公司将
受益于原材料及资材备件采购规模的扩
大、物流配送及仓储管理优化以及与供
应商良好信誉的共享，从而降低企业的
综合采购成本。

对于我国钢铁企业来说，除了产能
严重过剩之外，还存在高端领域缺乏竞
争力的短板。

在这方面，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在
高端产品领域走在了市场的前列，二者
具备很强的薄板制造能力。除板材系列
产品外，宝钢股份在钢管、武钢股份在重
轨、桥梁结构钢方面各具优势。

通过合并重组，二者可以快速移植
和整合各自在汽车板、硅钢、镀锡（铬）
板、工程用钢、高等级薄板等领域的成
果，迅速提升钢铁制造能力，强化二者核
心及重要战略产品的优势地位，担负起
高端产品的研发重任，打造产能结构优
化的全品种钢材制造巨头。

在营销协同方面，合并的上市主体
将整合二者的营销服务体系，打造行业
领先的超前服务优势。在渠道整合方
面，二者将通过第三方服务平台欧冶云
商，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建成最具竞争
力的钢铁服务共享生态圈。

宝钢吸收合并武钢股份，位居全球上市钢企前三

钢铁“巨无霸”开启行业整合大幕
本报记者 李治国

美国、欧盟、日本等汽车工业发达国
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完善的乘用车燃料消
耗量或二氧化碳管理体系。管理手段虽
有不同，但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和法规，
同时还匹配达标灵活性机制、不达标企
业处罚等要素管理制度。

美国：建立了轻型汽车企业平均燃料
经济性管理制度和积分制度，并从2011
年开始允许企业进行积分交易，推动美国
轿车燃料经济性从1978年到2014年提
升了82.9%。1990年开始，美国加州实施零
排放汽车政策，要求在加州汽车年销售量
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必须承担零排
放责任，即具备一定的零排放车辆积分。
企业可以通过销售零排放汽车和清洁汽
车来达标，也可以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富

余积分获得，否则必须向政府缴纳每个积
分5000美元的罚款。

欧盟：2009年，欧盟出台了乘用车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法规，由初期企业自
愿承诺减排转变为强制性法规。超额排
放企业须交纳费用，允许企业自由组合
共同达到法规要求。在此法规约束下，欧
盟乘用车二氧化碳排放自 2009 年到
2014年期间降低了15.3%。

日本：制定燃油经济性标准，对汽
车生产厂商与进口经销商加以管理，同
时建立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管理制度。
企业如违反政府命令，将面临经济性处
罚。在法规的管束下，日本的燃油经济
性已在2013年提前达到2020年的目标
要求。 （金 文）

国外如何促进汽车节能减排

工业和信息化部 9 月 22 日公布了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
分并行管理暂行办法》，并公开征求社会
各界意见。

《暂行办法》把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
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纳入了统一管
理框架，建立基于双目标考核的积分交
易和奖惩机制，以强化企业发展节能汽
车、新能源汽车的内生动力。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6 年起，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逐
步退坡，实施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制度
将成为接档财政补贴政策、持续推动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

根据《暂行办法》，核算企业平均燃
料消耗量时对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给
予优惠。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的企业获
得油耗正积分，不达标则得到油耗负积
分。油耗正积分可以结转至后续年度或
转让给关联企业使用，油耗负积分要抵
偿归零。

同时，对乘用车生产企业的新能源汽
车生产情况进行考核，也采用积分制。自
2018 年起，一定规模以上的乘用车企业
需满足规定的新能源汽车年度积分比例
要求。企业生产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的，将
产生一定的新能源汽车积分，具体分值按
照纯电动续驶里程等技术指标确定。当
年度企业新能源汽车积分未达到比例要

求的将产生新能源汽车负积分，负积分须
通过购买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抵偿。

“油耗负积分与新能源汽车正积分
挂钩，油耗负积分除了使用结转、获得转
让的油耗正积分抵偿外，还可以通过使
用或购买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弥补。这将
有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工信部装
备工业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自 2013 年工信部、发改委、
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联合发布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核算办法》
以来，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不断
下降，2015 年乘用车行业不计入新能源
汽车核算的平均油耗达到 7.04 升/百公
里，较2013年下降4%。

但是，由于基于平均燃料消耗量水
平的奖惩办法缺位，企业持续降低油耗
的动力不足,车辆大型化趋势日益明显，
2015 年 乘 用 车 行 业 平 均 整 备 质 量 较
2013 年增长了 30 公斤。而从国际范围
来看，美、欧等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
都实施了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二氧化
碳排放管理的奖惩办法，包括积分交易
或企业组合等灵活性机制，推动汽车节
能水平的持续提升。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政策体系已
涵盖研发支持、市场准入、购车补贴、税
收减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扶持体系。在财政补贴、税收
优惠等政策鼓励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快速增长。下一步，新能源汽车积分
管理制度将成为接档财政补贴政策推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手段。

《暂行办法》考虑了我国汽车产业实
际情况和产业发展需要，同时借鉴了汽
车发达国家汽车生产企业平均燃料经济
性管理法规，创新性地将企业平均燃料
消耗量和新能源汽车积分两个考核目
标，纳入同一管理体系，对同一个管理对
象，用同一管理平台，同步进行考核；政
府不制定专门的积分交易价格，不建立
专门的交易平台，企业交易价格、行为完
全由市场决定，政府建立公开透明的公

示平台，只对交易结果进行考核，既可充
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同时也将充
分发挥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大大简化
管理程序，降低政府、企业成本。

《暂行办法》还提出，将建立企业履
行燃料消耗量和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的
信用承诺制度，未履行承诺的将列入“黑
名单”，按失信企业处理。同时对油耗或
新能源汽车负积分未抵偿的企业，将采
取暂停部分车型公告等处罚。

本报青岛 9 月 22 日电 记者刘成报道：2016 中国国
际石墨烯创新大会今天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济南
圣泉集团在会上宣布研发出一种加入石墨烯原料的复合
高强高模纤维新产品。

“这是一种像钢丝一样坚硬却又柔软的纤维，现在主
要用于工业领域，明年上半年进入民用服饰领域。”圣泉集
团董事长唐一林介绍说，高强高模纤维指的是基于石墨烯
分散复合技术制备的聚乙烯醇（PVA）纤维。圣泉集团通
过优化石墨烯分散及改性技术，成功实现了石墨烯与PVA
的均一化复合，石墨烯的引入使得纤维高分子量获得了更
高的取向度和分子间结合力，最终得到了具有高强高模特
性的纳米复合纤维产品。

据介绍，相比于其他高性能纤维，该复合纤维产品强
度提高了1.5倍，模量提高了3倍。除优异的力学性能。这
种材料同时兼具耐化学腐蚀、耐紫外老化、抗静电、低成本
等优势，这大大拓展了现有 PVA 纤维的应用领域，可广泛
应用于高性能轮胎帘子线、混凝土增强纤维、船只作业缆
绳、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防弹材料、耐磨特种服装（如
士兵的作训服、工人的防护服）、智能加热服饰等领域，市
场前景广阔。

本报青海德令哈9月22日电 记者王轶辰报道：2016
年首届德令哈光热大会今天在青海省海西州首府德令哈市
开幕，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有关负责人在会
上表示，可再生能源补贴累计今年底将达600亿元，补贴下
调是大趋势。太阳能光热发电目前度电成本还很高，如何
在补贴下降的情况下把产业发展起来值得思考。

光热发电依靠成本相对低廉的储热装置来完成，是电
力系统友好型电源，既可以承担基荷，也具备较为灵活的
调峰能力，可作为未来电网的主力电源。作为中国首座商
业化运行的光热发电项目所在地，德令哈的光热产业具有
独特优势，而且已经形成良好的发展基础。德令哈市委书
记孙立明透露，在国家光热标杆电价出台等利好政策的推
动下，德令哈市将在“十三五”期间力争建成2吉瓦光热
装机容量，并以此带动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链
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德令哈拥有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优势，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3500 小时以上，年平均太阳总辐射量
为每平方米 7000 兆焦。随着全国首座投入商业运行的
光热电站——青海中控 10 兆瓦塔式光热发电项目成功并
网发电，中广核太阳能、国家电投黄河公司、青海博昱公
司等光热项目和深圳爱能森公司 100 万吨储热熔盐等光
热配套项目纷纷落户德令哈，将在德令哈形成一条光热
材料制造、光热装备制造、光热产业支撑服务体系等光热
发电系列产业链。完善后的产业链将有效降低太阳能光
热发电的度电成本，为光热发电的项目推广起到良好
的示范效应。

可 再 生 能 源 补 贴 趋 降
光热发电推广须降本增效

石墨烯复合高强高模纤维面市
明年有望进入民用服饰领域

接档财政补贴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双目标考核强化企业节能降耗
本报记者 黄 鑫

本版编辑 于 泳

本报德州 9 月 22 日电 记者王金虎报道：今天，来
自京津冀鲁的 587 家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30 个军工科
研院所，109 家国内知名科技服务机构和科技金融机构，
携带260余个高精尖项目和560余项科技成果集中亮相首
届京津冀鲁技术交易大会。本次大会共签订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项目 144 项，共建研发平台合作 59 项，人才合作
55项。

这次“科技大集”赶出了新意，有 23 家高校、科研机构
和38家企业参与技术竞拍。首单标的拍卖——“人工采摘
辅助机器人系统”的所有权被德州力维机械有限公司以
560万元的价格成功拍下。由华南理工大学研发的呈味肽
制备工艺，被山东鸿兴源食品有限公司以 150 万元的价格
拍下。最高竞价的科技成果是“立式玉米收获机制造技
术”，被山东同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 3000 万元的价格成
功拍下。最终，48项成果共拍出1.85亿元。

首届京津冀鲁技术交易大会举办

9 月 22 日，工作人员在红沿河核电站 2 号机组主控室
内巡视。我国东北第一座核电站及最大的能源投资项目
——红沿河核电一期工程已全面建成，平均国产化率逾
75%。红沿河核电一期工程采用我国自主品牌的CPR1000
核电技术，单台机组装机容量达111.8万千瓦。红沿河核电
二期工程两台机组已于2015年开工建设，计划在2021年全
面建成发电。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东北首座核电站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