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经2017年9月28日 星期四10

阿里巴巴未来5年再投1000亿元建设全球物流网络——

电商巨头加快布局智慧物流
本报记者 佘 颖

通过智能仓库、超级机器人仓、智能分拨节点等智慧物流设施建设，以及

电子面单、智能分单等大数据产品的使用，电商巨头正在全球搭建起一张高

效物流网络。快递业加快步入智慧物流时代，不仅效率大幅提高，而且数亿

消费者也享受到了统一标准的便捷高效物流服务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3年到5年内——

钢铁业去杠杆首攻债转股“落地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当前，钢铁行业负债率明

显高于工业整体水平，钢铁企

业财务负担加重,部分企业债

务风险加大，去杠杆势在必

行。目前，大部分债转股协议

都是“明股实债”形式，往往表

面上降低了企业的负债率，实

际上却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

本。下一步，应通过增股还债

和增股投资模式，真正解决债

转股“落地难”问题

继大力去产能之后，去杠杆成为钢
铁业攻坚重点。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在近日召开的第

六届中国钢铁技术经济高端论坛上表
示，截至目前，本轮钢铁行业债转股已
签订框架协议的规模约1500亿元。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支持下，我国
大中型钢铁企业负债率逐步下降，今年
7月份已降至69.9%。

稳妥降低杠杆率

当前，钢铁行业负债率明显高于工
业整体水平。截至今年7月份，国有企
业资产负债率为65.75%，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负债率为55.8%。分行业看，41
个大类行业中有8个行业负债率高于
60%。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负债率为65.87%。
钢铁业的高杠杆问题由来已久。相

关机构提供的材料显示，2000年以后，
我国钢铁业资产负债率逐步上升并维持
在较高水平。其中，2001年至2007年，
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长期维
持在60%以下，平均为54.85%；2008年
突破60%以后，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
高杠杆使得钢铁企业财务负担加

重,部分企业债务风险加大。2001年大
中型钢铁企业吨钢财务费用约为 69
元；2016 年吨钢财务费用约为 141
元，较国际金融危机前吨钢增加一倍。
有业内人士自嘲，钢铁业在为银行
打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7个月，大

中型钢铁企业吨钢财务费用约130元，
降幅较为明显。这种变化凸显了去杠杆
的成效。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
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
出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截至目
前，已有中钢、武钢、马钢、安钢、南
钢、酒钢、鞍钢、河钢、山钢、太钢等
10家钢铁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了债转
股框架协议，总金额约1500亿元。

在本轮钢铁行业债转股过程中，中
钢案例备受业界关注。2016年，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等6家银行与中钢集团
签署《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及下属公司与
金融债权人债务重组框架协议》，按照
“留债+可转债+有条件债转股”的模
式，对600多亿元债权实行整体重组。
第一阶段，对本息总额600多亿元的债
权重组，分为300亿元留债和300亿元
可转债两部分。其中，可转债部分由中
钢集团成立新的控股平台向金融债权人
发行，可置换金融机构债权人非留债部
分对应的债权，使中钢的债务得以缓
解。第二阶段，在相关条件满足的情况
下，可转债持有人逐步行使转股权。

债转股“落地难”

“虽然金融机构和钢铁企业签订了
框架协议，但真正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属
于个例,比如中钢、武钢等企业。”工信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究其原因，大部分债转股协议都是

“明股实债”形式，往往表面上降低了
企业的负债率，实际上却增加了企业的
财务成本。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
新创介绍，目前的债转股项目以设立基
金为载体，通过增债或增股的方法还债
或投资，以此降低企业杠杆率。明股实
债模式实质是新债换旧债，但通过操作
可以实现基金与企业并表，从而在总资
产不变的情况下，负债减少，股东权益
增加，起到降杠杆的作用。在这种情况
下，这笔投资实际是债务投资，对合并
资产负债表的实际效果是负债、股东权
益和总资产都不变，进而资产负债率
不变。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业内人士表

示，落实债转股的资金都是通过市场化
筹集的，本身有利息成本，银行有收益
的考虑。对于钢铁等周期性行业的发展
前景，仍需谨慎观察。
债转股“落地难”，从一个侧面折

射钢铁国企去杠杆难度之大。去杠杆意
味着资产和负债两端同时承压，国有资
产处置敏感、国有银行面临较大的损失
压力等多个难点问题待解。钢铁行业属
于典型的重资产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
问题和去产能的紧迫任务，同时国有企
业又肩负着促进经济增长、职工安置、
维护稳定等重任，去杠杆情况更为
复杂。

去杠杆有望加速

令钢铁业感到鼓舞的是，日前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把国企降
杠杆作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相
关措施包括，研究出台钢铁煤炭行业
化解过剩产能国有资产处置有关财务
处理办法，探索建立国有资本补充机
制，妥善解决企业改革发展、转型升
级所需资本；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
法治化债转股，督促已签订的框架协

议抓紧落实，等等。
“钢铁企业正常经营、稳定运行、

效益持续改善，增强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巩固和增强造血功能，是实现去杠
杆的治本之策。”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由于去年以来，钢铁行业去产能特
别是今年上半年打击“地条钢”，钢铁
行业形势好转，企业正常盈利有了保
障，去杠杆才能顺利推进。国有企业降
杠杆要标本兼治，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努力为企业转
型升级创造良好条件。
该负责人还表示，商业银行等金融

机构可通过多种方式助力企业去杠杆。
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是实现企业杠杆率
和银行不良率“双降”的有效手段。各
方应全面认识债转股，借鉴以往债转股
的经验，加快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支
持债转股实施机构多渠道筹资，出台
《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
法》等。
“真正有降杠杆效果的是增股还债

和增股投资，其中增股还债效果最明
显，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债转股。”李
新创表示，按照该模式，设立基金对企
业股权投资，权益资金进入后帮助企业
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股东权益增
加，负债减少，总资产不变。值得注意
的是，这种模式含有回购条款，因此不
完全是股权投资，实质是“股权投资+
看跌期权”的投资组合。
据悉，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今年已把

降低钢铁企业杠杆率作为资产结构优化
的重点工作，提出了力争经过3年到5
年努力，使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降至
60%以下的目标。经报银监会同意，在
全国确定了第一批“去杠杆”典型企业
名单。
鉴于上半年钢铁行业去杠杆效果不

突出，中钢协负责人日前强调，去杠杆
要进一步加快步伐。下半年协会要继续
积极开展相关调研及分析工作，配合有
关部门研究提出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
政策建议，努力争取政府和金融机构支
持，解决钢铁企业在“去杠杆”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积极推动“去杠杆”政策
在钢铁行业的落实。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李荣） 国内钢
铁业借助“互联网＋”实现转型升级的势
头良好，目前钢铁电商已在国内大宗商品
领域成为产业互联网发展的“领跑者”之
一，并逐渐走出初期的同质化发展阶段。
这是近日在沪举行的“2017互联网＋钢
铁”双创高峰论坛上传出的最新信息。
欧冶云商、钢银电商等国内钢铁电

商代表性企业的人士认为，2016年以
来，受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显
现以及市场的自我修复等多重因素影
响，国内钢材价格快速上涨，钢铁企业效
益明显改善。
诞生于钢铁行业低迷期并在近几年

蓬勃发展的钢铁电商，虽然目前平台数

量仍有上百家，但整体上规模扩张的增
速已逐渐放缓，进入了阶段性的理性发
展期，逐步摒弃创业初期的同质化竞争，
积极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中国宝武总经理陈德荣认为，过去

庞大的钢贸商体系、物流体系以及金融
等服务体系，互相之间都是割裂的，仓库
都是以“孤岛的形式”存在，钢铁业产销
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通过“互
联网＋”，解决交易信息的不对称，即使
小的用钢客户，也能了解到全国的钢铁
信息，同时通过线下的物流体系整合，并
以风险控制的手段，把金融服务融入其
中，实现钢铁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
“多流合一”。

钢铁电商逐渐走出同质化发展阶段

9月26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为推
进新零售战略，将增持旗下菜鸟网络股
份，并在已投入数百亿元基础上，未来5
年继续投入1000亿元，加快建设全球领
先的物流网络，实现中国24小时、全球
72小时必达。
按照协议，此次阿里巴巴将投资菜

鸟网络53亿元人民币。增资后，阿里巴
巴持有菜鸟股权比例将从原来的47%增
加到51%，并新增一个董事席位，从而占
董事会7个席位中的4席。阿里巴巴表
示，未来1000亿元投入除了继续用于数
据技术等领域研发，还将用于与物流伙
伴共同推进智能仓库、智能配送、全球超
级物流枢纽等核心领域建设。阿里巴巴
集团CEO张勇表示：“随着新零售战略

的推进，阿里巴巴将加强生态中的商业
和物流能力，在物流关键领域加大投入，
打造服务于中国乃至全球的高效物流网
络。”
近年来，以电商物流为代表的中国

物流业突飞猛进，全行业智慧化水平大
幅提升，从而使我国物流总成本占GDP
比例从2013年的18%下降到2016年的
14.9%。通过采用电子面单、智能分单等
大数据产品，快递业逐渐步入智慧物流
时代。2012年，我国快递总量为56.9亿
件，平均时效4天以上。2016年，我国快
递量增长4.5倍至312.8亿件，但平均时
效却下降到3.1天左右，提升超过两成。
目前，包括亚马逊、京东在内的众多

企业均在智慧物流领域开展布局，阿里

的巨额投入意图明显，这也意味着新零
售、全球化物流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
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
说，得智慧物流者得天下，以菜鸟智能分
单为代表的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将大幅
度提高物流效率。
据介绍，菜鸟网络在关键节点投资

建设了数百万平方米的智能仓库等物流
基础设施，组建了一张全球智能仓配网
络，让更多企业享受到多地分仓、就近配
送等优质服务；同时，菜鸟还与合作伙伴
共同投资建设了遍布全国的超级机器人
仓、智能分拨节点等智慧物流设施。该
网络的服务能力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每年有数亿消费者享受到了统一标准的
便捷高效物流服务。

目前，在阿里巴巴平台上，菜鸟智能
仓配网络可为全国1000多个区县提供
当日达、次日达服务，天猫超市在生鲜领
域推出1小时送达的极速物流。在跨境
领域，基于菜鸟的全球物流网络，中国商
品运往世界各地的时间大幅缩短，从过
去的60天降到目前的15天左右，俄罗
斯、西班牙等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72小
时送达。在农村网络方面，菜鸟搭建了
覆盖全国近3万个村庄的送货进村服
务，打通了农村“最后一公里”。中国物
流协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认为，菜鸟提
供如此大规模的分仓、配送服务，无论是
中国还是全球消费者都获益匪浅。
菜鸟网络总裁万霖说，经过4年发

展，菜鸟初步奠定了在智慧物流领域的
领先地位，新零售正深刻改变商业形
态。菜鸟将在技术研发、智能仓储、配送
网络、自动化设备、全球物流节点等领域
开展更坚定的投入，加速打造基于大数
据技术的全球物流网络，实现全国任何
地方24小时、全球任何地方72小时必
达，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大幅降低物流
成本。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携千家企业倡议——

全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本报记者 许红洲

本版编辑 杜 铭

9月份是全国“质量月”。日前，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携
手上千家质量诚信标杆典型企业，以“弘扬工匠精神、坚持
质量第一，大力提升质量、建设质量强国”为主题，开展企业
质量诚信倡议专题活动，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
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企业为质量提升主体的
作用，全力提高供给质量。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柯振权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质量提升贵在行动，组织广大企业开
展倡议活动，就是要引导全社会尤其是承担质量主体责任
企业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全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近年来，我国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升，质量安全形势稳

定向好。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实体经
济结构性供需失衡矛盾和问题突出，特别是中高端产品和
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质量提升就是要补短板填洼地，积极
引导推动各种创新要素向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端集聚，提升
质量创新能力，以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产业质量和发展
水平。”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副会长张明说。
在今年全国“质量月”活动中，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还特

别开展了“质量诚信溯源和防伪标识应用服务专项推广活
动”，切实帮助广大企业不断创新质量提升模式。“我们将与
企业联手，以质量诚信溯源和防伪标识等可靠便捷的质量
技术服务，帮助企业提高质量在线监制、在线控制和产品全
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建设。”张明说。

本报讯 记者梁睿、通讯员黄忠报道：近日，世界首条
全智能光伏电池生产线在通威太阳能成都生产基地投产。
该生产线日产高效太阳能光伏电池超135万片，可铺满80
个篮球场，每年生产的电池片建成光伏电站后，年可发电
30亿千瓦时，满足50万人的用电需求。
据介绍，该生产线采用智能在线式自动化生产设备，是

全球太阳能光伏行业首条全智能无人生产线，整个生产过
程无人化、全封闭，生产全部由高度智能化、自动化生产设
备完成。与同等产能的传统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相比，通
威智能制造生产线能使用工减少40%，能耗降低30%，生
产效率提升25%。通过引入智能化、智慧化管理，该生产线
可实现对整个生产过程的跟踪，并利用在线检测设备及时
纠偏，使生产设备每秒出片数量和产品品质均远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
据悉，从今年2月份通威太阳能双流二期2GW晶硅电

池项目开工至9月份投产，生产线建设时间仅为7个月，再
次刷新了行业速度。
据介绍，自2013年通威太阳能开始深度切入太阳能发

电核心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和推广，布局电池片生
产环节以来，通威太阳能仅用不到4年时间便成为行业领
军企业，实现电池片产能规模行业第一、出货量行业第一、
盈利能力行业第一。未来3年，通威太阳能电池片环节规
划建设10GW产能，并启动下一个10GW产能规划。

首条全智能光伏电池生产线投产

本报讯 记者石晶、通讯员王宏霞报道：近日，在青海
海西750千伏变电站内，青海送变电工程公司施工项目部
人员在4台吊车协同配合下，顺利完成了全国首套750千
伏串补平台的安装工作，从而填补了我国750千伏电压等
级串补平台安装施工技术的空白。
“十二五”以来，青海光伏电站装机规模以每年100万

千瓦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速达58%。拥有得天独厚能源资
源优势的海西地区成为光伏并网首选区域，海西地区光伏
并网主要通过750千伏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第二通道
实现。
750千伏串补平台安装工作是青海海西至青海主网输

电通道能力提升工程的重要工序，该工程将着力提高海西
至青海主网输电通道能力，对青海海西光伏送出能力提升
效果明显，最大提升空间为1700兆瓦，将为海西地区新能
源开发创造条件，增加青海地区清洁能源消纳能力。

首套750千伏串补平台安装成功

第四届“互联网+健康中国”大会举办

基层卫生信息化应借力“互联网+”
本报记者 吴佳佳

近日，在健康报社主办的第四届“互联网+健康中国”
大会上，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表示，“互联网+”对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必不可少，更是改善民生的催化
剂。传统医疗卫生行业借助“互联网+”，将带来更好的医
疗资源配置、就医体验、医患互动以及医疗服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指出，

“互联网+智慧医疗”可以使医疗更好地以患者为中心。“互
联网+智慧医疗”延伸了传统医疗行业F2F(面对面)的模
式，将有望推动医疗管理改革，前景良好且任重道远。
“目前，中国基层卫生信息化硬件设施全面改善、网络

环境基本建立。”国家卫计委基层卫生司副司长高光明指
出，基层卫生信息化工作仍面临业务功能应用参差不齐、纵
向联通尚未实现、同级单位信息“烟囱林立”、信息安全体系
不健全、基础保障不足等诸多挑战。
高光明表示，要借力“互联网+”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发展，持续加强基层卫生信息化工作，力争实现上下联、
信息通，促进基层服务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双提升，有力支
撑基层医疗卫生改革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