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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互联网+ ，代表的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和先进生产力的不断演变。对钢铁行业而言，互

联网+ 的概念在当前最直观地表现为钢铁电商的蓬勃发展，钢铁电商真正的内涵包含了钢铁

行业的整个产销供应链，始于销售端的电商化发展，而最终将归于推动整个产业链，特别是

生产端，向互联网靠拢。  

      钢银电商从2013年5月开始运行，目前，交易用户数5万多家，并呈现增长趋势，合作钢

厂120余家，在平台认证的供应商有1100多家，有合作关系的仓库在120家，累计结算寄售量达

到1100万吨，形成交易、支付、结算、物流配送、在线融资等服务于一体的闭环产业链。

      截至今年5月，国内共有300多家钢铁电商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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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联合阿里巴巴成立五矿阿里电商平台，2015年宝钢再次回炉

强势布局钢铁电商，成立欧冶云商。

 钢铁电商的发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钢铁电商行业市场监测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共九章。首先介绍了钢铁电商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钢铁电商规模及消费需

求，然后对中国钢铁电商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钢铁电商面临的机

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钢铁电商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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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市场发展现状

3.3.2 市场供需情况

3.3.3 进出口的规模

3.3.4 市场竞争情况

3.3.5 行业盈利水平

2015年度，钢银电商净利润亏损4.4亿元，欧冶云商亏损1.6亿元，钢铁电商行业普遍处

于&ldquo;烧钱&rdquo;阶段。但随着各大电商全产业链的布局构建完成及业务模式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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