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遴选一批推广应用场景

钢铁行业将开展智能制造行动计划

本报记者 董添

2月7日，工信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力争到2025年80%以上钢铁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打造若干世界一流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同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开展钢铁行业智能制造行动计划，推进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商用密码、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钢铁行业的应用。

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

《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年，钢铁工业基本形成布局结构合理、资源供应稳定、技术装备先进、质量品牌突出、智能化水平高、全球竞争力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主要目标方面，力争到2025年行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5%，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80%左右，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55%，打造30家以上智能工厂。 电炉钢产量占粗钢总产量比例提升至15%以上。 80%以上钢铁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吨钢综合能耗降低2%以上，水资源消耗强度降低10%以上，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 高端钢铁产品供给能力大幅增强，品种和质量提档升级，每年突破5种左右关键钢铁材料。

同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开展钢铁行业智能制造行动计划，推进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商用密码、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钢铁行业的应用，在铁矿开采、钢铁生产领域突破一批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术，遴选一批推广应用场景，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2020年12月，《关于推动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提出力争到2025年，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完成率达到80%以上，重点区域企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20%以上，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均降低5%以上，水资源消耗强度降低10%以上，水的重复利用率达到98%以上。 行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5%，每年突破3-5种关键短板钢铁材料。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80%左右，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55%，打造50个以上智能工厂。

上海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表示，相比征求意见稿，钢铁行业碳达峰的时间节点出现较大变化，有利于钢铁行业有序推进碳减排。 此外，征求意见稿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20%以上，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均降低5%以上” ；而此次文件的表述是“研究落实以碳排放、污染物排放、能耗总量、产能利用率等为依据的差别化调控政策” ，便于今后开展调控。

兰格钢铁 研究中 心主任 王国清指 出，《指导 意见》从 基本原 则 、主要目 标和主 要任务 逐步深入 ，引导钢 铁工业 向布局 结构合理 、资源供 应稳定 、技术装 备先进、质 量品牌 突出、智 能化水平 高、全球 竞争力 强、绿色 低碳可持 续的高 质量发 展格局 迈进。

鼓励实施兼并重组

《指导意见》提出，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打造若干世界一流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依托行业优势企业，在不锈钢、特殊钢、无缝钢管、铸管等领域分别培育1-2家专业化领航企业。 鼓励钢铁企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改变部分地区钢铁产业“小散乱”局面，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王国清认为，推动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良性健康发展，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利用协同效应推动重组后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鼓励钢铁企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改变部分地区钢铁产业“小散乱”局面，通过兼并重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在技术、环保、低碳发展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得到推广应用，同时在采购、销售、供应链体系等方面形成协同效应，有利于钢铁行业节能减排、降本增效。

川财证券研报显示，钢厂整合并购加速，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建议关注并购重组对行业格局的长期影响。

“实施兼并重组有利于调整钢铁行业产业布局，增强头部企业竞争力，避免行业过度竞争。 同时，可以引导长流程产能向短流程产能转换，减少能耗。 ”徐向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完善废钢回收加工体系

《指导意见》要求，资源保障大幅改善。 资源多元化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国内铁矿山产能、规模、集约化水平大幅提升，废钢回收加工体系基本健全，利用水平显著提高，钢铁工业利用废钢资源量达到3亿吨以上。 有序发展电炉炼钢。 鼓励有条件的高炉—转炉长流程企业就地改造转型发展电炉短流程炼钢。 积极发展新型电炉装备，加快完善电炉炼钢相关标准体系。 推进废钢回收、拆解、加工、分类、配送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完善废钢加工配送体系建设。

富 宝 资 讯 废 钢 行 业 分 析 师 夏 圣 岩 接 受 中 国 证 券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指 出 ， 目 前 废 钢 利 用 量 为 2 . 26 亿 吨 ， 按 照 《指 导 意 见 》 要 求 需 增 加 0 . 74 亿 吨 ， 增 幅 约 为 32 . 74 % 。 废 钢 作 为 原 材 料 炼 钢 ， 能 源 消 耗 量 小 ， 节 能 减 排 效 果 明 显 。 同 时 ， 废 钢 资 源 主 要 依 赖 国 内 市 场 ， 2021 年 进 口 废 钢 仅 55 . 23 万 吨 。

徐向春表示，废钢主要来源于存量钢铁，包括报废的汽车、桥梁、大型钢铁设备等。 我国钢铁积蓄量约100亿吨，废钢供应量进入快速增长期，每年会增加1000万吨至2000万吨的废钢量。

对于铁矿石行业，《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立稳定可靠的多元化原料供应体系。 强化国内矿产资源的基础保障能力，推进国内重点矿山资源开发，支持智能矿山、绿色矿山建设，加强铁矿行业规范管理，建立铁矿产能储备和矿产地储备制度。 促进难选矿综合选别和利用技术应用，推进钒钛磁铁矿综合开发利用。 鼓励企业开展港口混矿业务，增加港口库存，发挥港口库存对资源保障的缓冲作用。 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强国际铁矿石资源开发合作。 完善铁矿石期货市场建设，加强期货市场监管，完善铁矿石合理定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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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德

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山东省·青岛市）（https://ggzy.qingdao.gov.cn）于2022年1月30日发布了《青岛空港综合保税区

查验监管区项目2#3#4#查验监管用房及配套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1标段中标公告》，公司下属子公

司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和青岛华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联合体为上述招标项目中标单位。 具体情

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招标单位：青岛航空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二）项目名称：青岛空港综合保税区查验监管区项目2#3#4#查验监管用房及配套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1标段

（三）代理机构：青岛正青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四）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五）中标金额：243,553,483.90元（含税）

（六）中标工期：510（天）

（七）项目概况：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查验监管区，厂房3幢及附属坡道和平台。 总建筑面积63,

248.90㎡， 其中2#厂房建筑面积17,777.80㎡,3a#厂房建筑面积17,777.80㎡,3b#厂房建筑面积1,

777.80㎡,4#坡道及平台建筑面积9,915.50㎡。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此次项目中标，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建筑领域的市场地位与影

响力。 若未来该项目顺利签订合同并完成交付，将有助于公司在设计施工总承包领域积累丰富的实战

经验，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及市场拓展产生积极作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接到上述中标公告后，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办理合同签订事宜，合同具体内容还需协商确定，

项目实施内容均以正式合同内容为准。 公司将按照项目合同及相关约束性文件要求组织工程施工、交

付，但在执行过程中，若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项目实际执行情况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和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青岛空港综合保税区查验监管区项目2#3#4#查验监管用房及配套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1标段中标公告》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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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东阳光药业” ）持有本公司股份545,023,35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8,08%；截至本次股份解质押，宜昌东阳光药业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421,375,181股，占其持股数量的77.3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数数量为632,798,354股，占其持股数量的75.07%；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

计质押股数数量为1,224,354,622股，占合计持股数量比例为76.19%。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宜昌东阳光药业的通知，获悉其将其

所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进行了解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押股数 21,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8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0%

解质押时间 2022年1月28日

持股数量 545,023,350股

持股比例 18.08%

剩余被质押股数 421,375,181股

剩余被质押股数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77.31%

剩余被质押股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98%

宜昌东阳光药业本次解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 宜昌东阳光药业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深圳市东阳光

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842,894,889 27.97 632,798,354 632,798,354 75.07% 21.00% 0 0 0 0

宜昌东阳光药

业股份有限公

司

545,023,350 18.08 442,375,181 421,375,181 77.31% 13.98% 0 0 0 0

乳源阳之光铝

业发展有限公

司

128,058,819 4.25 79,181,087 79,181,087 61.83% 2.63% 0 0 0 0

乳源瑶族自治

县东阳光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91,049,160 3.02 91,000,000 91,000,000 99.95% 3.02% 0 0 0 0

合计 1,607,026,218 53.32 1,245,354,622 1,224,354,622 76.19% 40.62% 0 0 0 0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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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软科技” ）拟向公司控股股东舞福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舞福科技” 或“交易对方” ）出售所持有的倍升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倍升互联” ）53.33%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 交易双方于2021年12月3日签署了《重大资

产出售意向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4日、2022年1月8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1-087）、《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止目前，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交易具体方案正在进一步磋商论证中，交易双

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并仍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

公司目前已完成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的选聘工作，相关

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目前正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双方已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意向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尚

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双方最终能否达成一致意见尚

存在不确定性。 且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本次筹划的交易事项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及

具体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后续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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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有公司股份13,571,968股（占公司当前股份的3.25%）的股东冯国宝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560,0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1.57%）。 其中集中竞价交易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进行，减持计划结束日期为

2022年4月30日。

●截止2022年1月30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股东冯国宝实际减持3,384,36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0.81%），截止2022

年1月30日，冯国宝持有公司股份10,187,608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2.44%）。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冯国宝 5%以下股东 13,571,968 3.2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3,

571,96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冯国宝 13,571,968 3.25%

因共同对业绩承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

丁整伟 4,656,160 1.12%

因共同对业绩承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

吴庭翔 2,638,492 0.63%

因共同对业绩承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

合计 20,866,620 5.00%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相关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冯国宝 3,384,360 0.81%

2021/11/1 ～

2022/1/30

集中竞价

交易

6.3-7 21,783,144.88 10,187,608 2.44%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无。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相关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减持计划实施的

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8日

新华社图片

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

《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年，钢

铁工业基本形成布局结构合理、资源供应

稳定、技术装备先进、质量品牌突出、智能

化水平高、全球竞争力强、绿色低碳可持

续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主要目标方面，力争到2025年行业研

发投入强度达到1.5%，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达到80%左右， 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

55%，打造30家以上智能工厂。 电炉钢产

量占粗钢总产量比例提升至15%以上。

80%以上钢铁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吨

钢综合能耗降低2%以上， 水资源消耗强

度降低10%以上， 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

高端钢铁产品供给能力大幅增强，品种和

质量提档升级， 每年突破5种左右关键钢

铁材料。

同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开展钢铁

行业智能制造行动计划，推进5G、工业互

联网、人工智能、商用密码、数字孪生等技

术在钢铁行业的应用，在铁矿开采、钢铁

生产领域突破一批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

术，遴选一批推广应用场景，培育一批高

水平专业化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2020年12月，《关于推动钢铁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

布，提出力争到2025年，率先实现碳排放

达峰。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完成率达到80%

以上，重点区域企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20%以上，能源

消耗总量和强度均降低5%以上， 水资源

消耗强度降低10%以上，水的重复利用率

达到98%以上。 行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1.5%， 每年突破3-5种关键短板钢铁材

料。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80%左右，生

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55%，打造50个以上

智能工厂。

上海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表示，相比

征求意见稿，钢铁行业碳达峰的时间节点

出现较大变化，有利于钢铁行业有序推进

碳减排。此外，征求意见稿提出“污染物排

放总量降低20%以上，能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均降低5%以上” ；而此次文件的表述是

“研究落实以碳排放、污染物排放、能耗总

量、产能利用率等为依据的差别化调控政

策” ，便于今后开展调控。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指

出，《指导意见》从基本原则、主要目标

和主要任务逐步深入， 引导钢铁工业向

布局结构合理、资源供应稳定、技术装备

先进、质量品牌突出、智能化水平高、全

球竞争力强、 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

发展格局迈进。

鼓励实施兼并重组

《指导意见》提出，鼓励行业龙头企

业实施兼并重组，打造若干世界一流超大

型钢铁企业集团。 依托行业优势企业，在

不锈钢、特殊钢、无缝钢管、铸管等领域分

别培育1-2家专业化领航企业。 鼓励钢铁

企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改变部

分地区钢铁产业“小散乱” 局面，增强企

业发展内生动力。

王国清认为，推动钢铁行业兼并重组

良性健康发展， 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利用协同效应推动重组后企业实现跨越

式发展。 鼓励钢铁企业跨区域、跨所有制

兼并重组，改变部分地区钢铁产业“小散

乱” 局面，通过兼并重组，大型钢铁企业集

团在技术、环保、低碳发展等方面的优势

可以得到推广应用，同时在采购、销售、供

应链体系等方面形成协同效应，有利于钢

铁行业节能减排、降本增效。

川财证券研报显示，钢厂整合并购加

速，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建议关注并购

重组对行业格局的长期影响。

“实施兼并重组有利于调整钢铁行业

产业布局，增强头部企业竞争力，避免行

业过度竞争。 同时，可以引导长流程产能

向短流程产能转换，减少能耗。”徐向春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完善废钢回收加工体系

《指导意见》要求，资源保障大幅改

善。 资源多元化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国内

铁矿山产能、规模、集约化水平大幅提升，

废钢回收加工体系基本健全，利用水平显

著提高， 钢铁工业利用废钢资源量达到3

亿吨以上。 有序发展电炉炼钢。 鼓励有条

件的高炉—转炉长流程企业就地改造转

型发展电炉短流程炼钢。积极发展新型电

炉装备， 加快完善电炉炼钢相关标准体

系。 推进废钢回收、拆解、加工、分类、配送

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完善废钢加工配送体

系建设。

富宝资讯废钢行业分析师夏圣岩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目前废

钢利用量为2.26亿吨，按照《指导意见》

要 求 需 增 加 0.74 亿 吨 ， 增 幅 约 为

32.74%。 废钢作为原材料炼钢，能源消

耗量小，节能减排效果明显。 同时，废钢

资源主要依赖国内市场，2021年进口废

钢仅55.23万吨。

徐向春表示，废钢主要来源于存量钢

铁，包括报废的汽车、桥梁、大型钢铁设备

等。我国钢铁积蓄量约100亿吨，废钢供应

量进入快速增长期，每年会增加1000万吨

至2000万吨的废钢量。

对于铁矿石行业，《指导意见》提出，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

立稳定可靠的多元化原料供应体系。 强化

国内矿产资源的基础保障能力，推进国内

重点矿山资源开发，支持智能矿山、绿色

矿山建设，加强铁矿行业规范管理，建立

铁矿产能储备和矿产地储备制度。 促进难

选矿综合选别和利用技术应用，推进钒钛

磁铁矿综合开发利用。 鼓励企业开展港口

混矿业务，增加港口库存，发挥港口库存

对资源保障的缓冲作用。 按照市场化原

则，加强国际铁矿石资源开发合作。 完善

铁矿石期货市场建设， 加强期货市场监

管，完善铁矿石合理定价机制。

遴选一批推广应用场景

钢铁行业将开展智能制造行动计划

2月7日， 工信部等三部

门发布 《关于促进钢铁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力

争到2025年80%以上钢铁产

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确保

2030年前碳达峰； 鼓励行业

龙头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打

造若干世界一流超大型钢铁

企业集团。

同时， 大力发展智能制

造， 开展钢铁行业智能制造

行动计划，推进5G、工业互联

网、人工智能、商用密码、数

字孪生等技术在钢铁行业的

应用。

● 本报记者 董添

受益稳增长 钢铁需求回暖

● 本报记者 董添

春节期间， 多地钢厂钢坯成本持续上

涨。其中，唐山地区钢厂钢坯平均含税成本

达到4320元/吨。 按照钢坯最新出厂价计

算，钢厂平均毛利润缩减至180元/吨。随着

下游基建、地产陆续复工，钢价短期走高的

可能性较大。

原材料价格上涨

春节之前，钢厂主要原材料铁矿石、焦

炭价格持续攀升。 原材料价格上涨，逐步体

现到成品钢的成本中。

1月29日，日照港铁矿石价格为950元/

吨，1月份累计上涨150元/吨，相比2021年

年底涨幅为18.75%；唐山废钢价格为3360

元/吨，1月份累计上涨130元/吨， 涨幅为

4.02%；唐山焦炭价格为3060元/吨，1月份

累计上涨400元/吨，涨幅为15.04%。

Mysteel分析认为， 成本对钢坯价格

形成支撑。 铁矿石方面，港口现货市场在

春节期间基本无成交，节后贸易商整体看

涨。 这些因素都对钢厂短期调涨起到推动

作用。

产能过剩局面有望缓解

兰格钢铁网指出，拉动钢材消费的“三

驾马车”是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 随着稳

增长措施不断出台， 钢铁需求增长有较强

预期。 春节之前，部分钢贸商主动开启“冬

储” 计划，“被动”冬储占比有所减少。粗钢

产量受限叠加冬季限产影响， 钢铁产能过

剩局面有望缓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粗

钢产量达10.3亿吨，同比减少3%。

从盈利能力看，2021年钢铁行业效益

创历史新高。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1年重

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营业收入6.93万亿

元，同比增长32.7%；累计利润总额3524亿

元，同比增长59.7%，创历史新高；销售利

润率达到5.08%， 较2020年提高0.85个百

分点。

业内人士指出， 鉴于原材料价格处于

高位，秋冬限产影响整体产量，叠加钢铁价

格近期回落幅度较大， 随着下游需求逐步

回暖，钢价短期走高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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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墩墩“一墩难求”

相关上市公司将受益

● 本报记者 李嫒嫒

冰墩墩以其憨态可掬的形象圈粉无数， 冬奥特许商品

“一墩难求” 。 目前北京冬奥会特许生产商共29家，特许零售

商58家，其中包括元隆雅图、文投控股、王府井、菜百股份等

上市公司。 机构预计，特许商品销售额将突破25亿元。

供不应求

2月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冬奥会

“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 ， 发现门口排队购买冬奥

特许商品的顾客一眼望不到头， 当日这家旗舰店共供应300

个冰墩墩毛绒玩具。 截至当日12时，店里各类冰墩墩摆件、钥

匙扣都已卖光，有顾客早晨5时就来排队也没有买到。

顾客程先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自己上午8时来排队，

快排到的时候被告知冰墩墩毛绒玩具已经卖光， 决定在旗舰

店门口等一宿， 明早继续排队。 王府井特许商店工作人员介

绍，一般上午9时30分开门，10时左右冰墩墩毛绒玩具就

会卖光。 最近几天夜里仍有很多人排队，冰墩墩“一

墩难求” 主要还是供货量不足，春节假期很多工

厂都放假了。

从线上市场看，记者7日在天猫奥林匹克旗舰

店发现，冰墩墩造型徽章58元/件、冰墩墩手办玩

具摆件88元-108元/件、 创意挂坠128元/件都已

经卖断货。 其中，冰墩墩手办玩具摆件月销超5万

件，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品。

公开资料显示， 冬奥特许商品的生产与销售

必须经过北京冬奥组委认可批准， 线上官方购买

渠道为天猫平台的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 线下可

以在特许商品零售店、 高铁列车上购买到冬奥特

许商品。

2月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电话联系一家位于

福建省泉州市的冬奥特许商品陶瓷类冰墩墩和雪容融摆件生

产商，得知订单供不应求，公司在大年初六就全力开工生产。

上述生产商负责人告诉记者， 陶瓷冰墩墩和雪容融由当

地师傅纯手工制作，经过制模、上色、贴花点缀、喷油定色、晾

干等多道工序，制作完成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公司在想办法

扩大生产。

全力生产

冬奥特许商品热销，背后的上市公司将因此受益。

北京冬奥组委共计开发了16个品类、5000余款特许产

品，涵盖徽章、钥匙扣等非金属制品、贵金属制品、服饰及配

饰、陶瓷制品、毛绒及各类材质玩具等。

2月7日，元隆雅图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市场热销的冬

奥特许商品，包括冰墩墩及雪容融毛绒玩具、造型手办、饰扣、

水晶球等七大系列均为公司设计、生产并销售的产品。鉴于冬

奥特许商品近期受到广大消费者的热捧， 公司已经组织工厂

全面开工生产，全力协调产能配给，保障冬奥会特许商品的供

应，尽最大努力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文投控股公告显示，公司具备贵金属、工艺品和陶瓷三大

品类的特许生产权益，同时拥有冬奥全品类产品的特许零售权

益。 菜百股份1月5日投资者活动记录表显示，公司是冬奥会特

许零售商，目前在售冬奥产品包括各类徽章、贵金属纪念币、玩

具等品类。 事实上，2008年公司就是北京奥运会特许零售商。

另外，作为北京冬奥会特许零售商，王府井获准在公司旗

下部分指定门店销售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

根据山西证券研报，预计整个冬奥周期，特许商品销售将

突破25亿元。 奥运特许商品销售企业可借冬奥会契机，提升

企业形象和产品知名度，提高品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