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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贸商期待“疫”去“暖春”来

《干法》读后感

只有胜利才能生存，只有成
功才有代价，只有耕耘才有
收获。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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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贸商期待“疫”去“暖春”来

《干法》心得

《干法》读后感

不在烈日下割豆

邹骥：到2050年面向碳中和的直接投资可达140万亿元

钢市旺季不旺，后势怎么看？

友谊的手

别让理想毁了人生



不在烈日下割豆
　　早年，家里种了一些黄豆。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我去豆子地里捉蝈蝈，

一串串饱满的豆荚被我碰得“刷拉刷拉”响。随后，有些豆荚爆开了，黄澄澄的

豆粒蹦得到处都是，豆秸上的空壳则打了卷，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很伤心、

很遗憾的样子。

　　我怕糟践了即将到口的粮食，不敢再捉蝈蝈了，回家找出镰刀，告诉爸

爸：“豆子都熟透了，赶快收割吧。”

　　爸爸说：“明天清晨再割吧。”

　　我以为爸爸没时间，就说：“你没空的话，就让我去割吧。”

　　爸爸说：“你不能去！”

　　我以为爸爸嫌我小，不会割，又说：“我会割，我行。”

　　然而爸爸说：“不行！现在正是烈日当头，豆荚都晒焦了，一碰就爆开

了，豆粒四处蹦，无法收拾。等明天清晨，夜里下了露水，豆荚潮湿了，就不

会爆开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与爸爸一起去割豆子。果然，豆秸、豆荚潮乎乎的。直

到割完，也没有一个豆荚爆开，一个豆粒也没有损失。太阳还没有出来，我就

和爸爸一起把收割的豆子运回了家。　　

　　收获，也是讲究时机的。同样是熟透的果实，如果收获的时机得当，就会

满载而归；否则，到手的果实也会不翼而飞，让你劳而无功。



        当前，上海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自3月初以来，

上海市此轮疫情已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超30万例。4月15

日，上海五波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庆平、上海瑞坤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忠双、上海华磊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梁太庚等钢贸商接受了《中国冶金报》记者的电话

采访。

         作为深耕上海钢材市场多年的钢贸商，他们对此轮疫

情对上海地区钢市的影响有着极为深刻的感受。他们告诉

《中国冶金报》记者，此轮疫情对上海地区钢材市场和钢贸

商经营带来较大影响，市场交易基本停滞。在采访过程中，

钢贸商普遍认为，疫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钢材市

场短期内难见起色，上海钢市的“暖春”尚未到来。

        市场交易基本停滞

        梁太庚说，由于疫情防控，他所在的小区正处于封闭状

态，其公司员工也在居家隔离中。疫情导致物流受阻，客户

对钢材的需求锐减，钢材销量大幅降低。

         李忠双对此同样深有感触：“运输受阻，导致钢贸企业

经营极其困难。再加上各地防疫政策不一，原料和成品进出

都存在问题，我们公司的板材成交量下降近80%，下游终端

需求释放被严重遏制。”

        “目前，上海地区的钢贸业务基本都停了。经销商手上

的资源非常紧缺，很多资源都滞压在钢厂或码头。”任庆平

说，“现在，经销商一方面担心发运的资源迟滞在途中、不

能按时交货，另一方面担心解封后需求会爆发性增长，导致

价格快速上涨，所以都不愿意向上海市场报价销售。拿H型

钢来说，现在上海地区只有2家贸易商报价，外地经销商看

到上海疫情这么严重都非常谨慎。”

         任庆平接着说，前期成交的资源因钢贸商收不到进项

发票，所以不能给客户开发票，造成下游多缴税或者终端没

有收到发票不能及时走审批流程，影响了回款。

上海钢贸商期待“疫”去“暖春”来 《中国冶金报》记者 包斯文

       “清明节前，浦西还没有封控，市场还有一定销

量。直到浦东、浦西全都封控了，市场基本也就没动

静了。由于交通管控，供应链严重受阻。整个上海都

静止了，更谈不上销量了。”任庆平说，“现在只要涉

及上海的项目，投标都没法投，因为送不了货。另

外，由于回款受阻，贸易商也面临资金周转的困难，

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钢贸商特别提到，此轮疫情对上海地区建筑钢材

市场的影响尤为明显。从目前建筑钢材市场的供给、

需求、成本、心态等诸多因素来看，短期内市场回暖

无望。

      市场基本面不确定因素仍多

       钢贸商表示，当前市场基本面不确定因素仍多，

建议市场参与者重点关注影响市场行情走势的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

        一是疫情防控形势影响“钢需”释放强度。当前，

上海地区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国家卫健委明确表

示上海疫情处于快速上升期。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地

区疫情也有所反复。疫情导致本应处于“银四”需求旺

季的钢材市场交易热度大减，需求释放受阻。

        好在，除了上海外，国内其他受此轮疫情影响较

大的几个省份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好转。4月11日，河北

省唐山市正式解除临时性全域封控管理。4月14日，吉

林省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后续将继续实行分级分区

分类施策的差异化防控策略，做好封控区、管控区疫

情防控工作，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钢贸商认

为，地方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后，各地建筑工程项目

将加快施工，进而拉动需求释放。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十四五”规划102项重

大工程实施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加大对



资金、用地等要素的保障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尽

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时下，疫情防控形势较好的地区正

在加快工程建设。4月6日，河南省第4期“三个一批”（签

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举行，全

省共签约项目560个，总投资额达4364亿元；开工项目

1009个，总投资额达6328亿元；投产项目785个，总投资

额达4227亿元。4月7日，黑龙江省举行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共有1902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其中省级重点

项目312个、市级重点项目1590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目前，全国24个省份发布了2022年重点项目清单，合计

约3万个项目。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保持宏观杠杆

率基本稳定的原则下，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提高

政府债券效率，提振经济增长信心。截至3月底，今年新

增专项债已发行1.32万亿元，已完成提前下达额度1.47万

亿元的89.7%、全年新增额度3.65万亿元的36.2%。发行节

奏的整体前移及后续发行速度的进一步加快，将有助于

尽快形成有效实物工作量，为拉动需求注入动力。

         二是市场供给将随着钢企产能释放而增加。3月中上

旬，受疫情影响，部分地区交通受阻、物流不畅，钢铁

原燃料不能及时运抵，导致钢企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有

的钢企因此停产，产量明显减少。

        自3月下旬开始，随着多地疫情防控形势好转，钢企

加快恢复生产，钢产量有所回升。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

计数据显示，3月下旬，重点统计钢企累计生产粗钢

2376.11万吨、生铁2044.51万吨、钢材2328.33万吨；粗钢

日产量达216.01万吨，环比增长5.41%；生铁日产量达

185.86万吨，环比增长3.47%；钢材日产量达211.67万吨，

环比增长5.18%。

        同时，各地出台政策措施保障重点工业企业加快复

工复产。4月7日，辽宁省出台《疫情期间重点企业防疫

稳产工作方案》，针对不同行业分类施策、靶向发力，

加快推动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当天，辽宁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复工50家，累计复工873家，复工率超过40%。

        目前，钢材社会库存呈现由降转升态势。截至4月

上旬，全国35个主要市场钢材总库存量达1701.43万吨，

周环比增加4.11万吨，增幅为0.24%。在主要钢材品种

中，螺纹钢库存量达970.63万吨，周环比增加3.75万

吨，增幅为0.39%；线材、盘螺库存量达234.76万吨，周

环比增加1.07万吨，增幅为0.46%。

         三是刚性成本对钢价的支撑力度加大。近期，铁

矿石、焦炭价格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受疫情影响，运输不畅，资源偏紧，叠加运费上

涨，导致钢铁原燃料价格普遍上涨。

         日前，多家焦企开启新一轮焦炭价格调涨。江苏

徐州地区、山西晋中地区焦炭价格先后上涨200元/吨，

这已经是今年初以来第5轮调涨。废钢价格亦是如此。4

月7日，废钢价格上涨50元/吨，这是继3月23日以来的

第4次调涨，累计涨超200元/吨。

        由于钢铁原燃料价格持续攀升，钢企生产成本上

升，企业效益明显收缩。因此，钢企在确定钢材出厂价

格时基本以挺价为主，间接导致钢贸商采购成本上升。

刚性的成本支撑钢价走强的力度加大，这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后期钢价不会大幅下跌。

         四是贸易商心态不稳定。疫情的持续蔓延对钢贸

商的心态、情绪、操作影响都不小。疫情导致市场基本

停滞，再加上部分钢材仓库暂时关闭，钢贸商经营困

难，情绪不佳，资金压力加大，规避风险的意愿越来越

强，降库、避险成为主流操作。



        1、好奇于稻盛老先生是如何把破产的日本航空起死

回生的，实际上精髓在于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

热情×能力。

         2、要让自己喜欢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从强迫-迷恋-

热爱-拥抱。

         3、不管什么项目，一旦开始，就一定要做到成功为

止。这种执着的、强烈的信念，以及不达目的绝不歇手

的“持续的力量”，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也验证了把不可

能变为可能需要这种精神的力量来作为支撑。

        4、得意时不忘形， 失意时不消沉，每天每日勤奋工

作，这比什么都重要。把每一单业务做好，有超额利润

出现时大胆夺标，但不要沾沾自喜；看到某个项目投标

有困难无法顺利进行时，自己克服困难，创造机会，然

后抓住机会，总比别人勤奋一点，收获往往更多。

第一工程事业部：俞强

         5、针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是采取卑屈、怨恨

等消极的态度，还是把困难的任务当作自己发展的

机会，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选择不同的态度，走

不同的道路，到达的终点也会大相径庭。无论是工

作还是人生，都是同样的道理。从逆境中成长，从

成长中走向成功，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就对自己说

这才刚刚开始，没啥了不起的，路还长，只要积极

面对，没有过不去的坎。

          6、每一项成功，都是积累的过程。我们做一

个成功的项目，也是跟踪1-2年才生根发芽，最终开

花结果。前有澳洲西门大桥项目，后有正在跟踪的

日本风电项目，都是不懈努力的结果。当然我们还

要开发其他好的客户资源，拓展客户渠道，或拓展

产品范围，这些都是我们的愿望。

《干法》读后感



（一）关于为何工作的问题？

        在《活法》中领悟到的“极度渴望”的状态，即

心不想，事不成！

（二）关于如何有效地工作？

       1）成为“自燃型”的人，做到热爱且目标明确。

       2）勇于“在漩涡中心工作”，主动接近、及时向

上传达，向下分配，依靠团队力量，但切忌个人英

雄主义错过最佳解决时机。

《干法》心得
       3）成绩往往出于细节之中，千万不要忽略“多想一

步、或多走一步”的力量，那是变好的关键一步。

      4）持续做难而正确的事，相信自己能解决困难中所

产生的大部分问题。巧干，抓住事物本质，复杂问题简

单化。

       5）生产型企业需要“产品”的不断变革和创新；贸易

型企业需要“流程和服务”的创新。

       6）珍惜自己工作中经历过的所有“磨难”，变成自己

的“经验”；也要牢记自己工作中的“成果”，看到过事情

完成时的状态，在脑海中会形成惯性思维，并不断将成

功的经验用在其它项目中去，并要善于分享和总结。

        7）你需要团队成员的激励、协助、提醒和鼓励，

做好自己最擅长的部分，深耕自己的长处并尽力做到极

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块或几块“长木板”，用好每个人

的长板造一个“高木桶”。

        8）在朴实和枯燥的工作中，磨出成果；永不言

弃，持续关注和努力，等待事情的转机。

        9）将利他之心始终贯穿工作之中。

Attitude is everything！大部分工作都是态度问题，态度

端正了，事情也就成功一半了。

第一工程事业部：吴建秋



但双碳目标为中国开拓了新的巨大的增长潜力，带来新的巨

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它是走向一个可持续繁荣的方向，与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相辅相成。

        此外,双碳目标下，随着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体系的

转型，低碳城镇化、数字化与传统重化工业产业的融合等,

中国正形成自己的赛道，而且在很多赛道已经“弯道超车”，

形成了比较优势，有望在全球的竞争中走在前列。

       其三，中国煤电行业现有大部分机组在未来17年到20年

将保持平稳运行，端稳能源“饭碗”。

       邹骥认为，全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需要精心设计，要逐

渐形成一个清晰的时间脉络，在未来的5年、10年、15年、

20年一步一步怎么走？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划一些底线，

比如民生、电力和热力保供的底线等，这都是安全问题，不

能触动。

        对于占煤耗55%以上的电煤，邹骥建议，根据中国煤电

装机机组的平均年龄只有大约13年的特点，可以制定机组年

龄到30年左右的淘汰目标。这也意味着中国煤电行业现有大

部分机组在未来17年到20年将保持平稳运行，端稳能源“饭

碗”，但发电小时数需要有序下降。

       邹骥说，随着非化石能源发电的技术不断成熟可靠、成

本下降，在本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将最大限度地替代

煤电。未来20年里中国电力系统将迎接非化石能源占比稳步

上升、煤电占比相应下降的有序结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不

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每个5年又需要有显著的进展和变

化。

        他指出，要尽早做到新增的能源和电力需求100%的由

非化石能源的增长去满足，而且非化石能源的增长还要大于

新增能源或电力的需求，富余的非化石能源新增量就可以逐

步去替代煤炭存量。

       其四，在逐步实现电力系统深度脱碳化的同时，提高终

端用能部门的绿色电气化水平要同步推进。

        邹骥认为，在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的电气化有可能是

不平衡的，但都大有潜力，这对配网终端用能装置、充换电

和放电都提出了系统要求，也开辟了新的投资和消费领域。

         当然，在现实中，想实现上述投资潜力需要打通一些

政策堵点：一是要有更加明确的减控排目标，为投资者和技

术研发者建立长期稳定的预期；二是要加速建立碳定价的体

系，使实际的碳价显著高于边际减碳的成本，以形成减碳的

盈利，为减碳投资者和技术研发者提供足够的激励。

邹骥：到2050年面向
碳中和的直接投资可
达140万亿元
         中新财经4月25日电(记者庞无忌)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

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25日在中新社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上

表示,能源基金会的一项分析表明,到2050年面向中国碳中和的

直接投资可达140万亿元，碳中和相关的投资将在今后30至40

年内为经济增长提供可观的投资推动力。

        “能源中国”由中国新闻社与能源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

迄今已举办了七期“能源中国”论坛。

        邹骥指出，过去有人提出“能源不可能三角”，即能源廉

价、能源安全和能源清洁的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但这个观

点正在走向过时。不能把应对气候变化、减污降碳和发展对

立起来。

        他指出，中国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以能源科技革命为标

志的产业革命，它决定了我们要以新的发展理念去处理好经

济增长、能源安全、环境质量和气候稳定等不同政策目标之

间的关系，这些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协同的。把短期

目标和中长期目标连接起来,格外重要。

       他提出四方面观点：其一，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将为经

济增长提供可观的投资推动力。

       邹骥透露,过去几年，在风光能源领域，我国平均每年的

投资约在五六千亿元人民币以上，在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背景下，风光能源领域的投资有保持和扩大的潜力。

       能源基金会的一项分析表明，在“十四五”期间，在传统

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绿色改造领域，绿色低碳城镇化和现代

城市建设领域，绿色低碳消费领域和可再生能源友好的能源

或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总投资可达近45万亿元，平均每年约

8.9万亿元，占2021年全社会总投资的16%左右，这将是一个

可观的增长投资的动能。

         此外，另外一个分析表明，到2050年面向中国碳中和的

直接投资可以达到至少140万亿元，如果考虑到关联的投资，

实际投资潜力远大于这个规模。碳中和相关的投资将在今后

30至40年为经济增长提供可观的投资推动力。               

         其二，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是与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相呼

应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经济学的眼光看是有效需求不

足的一种危机。这种有效需求的不足持续困扰全球。    



钢市旺季不旺，后势
怎么看？
          新华财经北京4月26日电 钢铁市场素有“金三银四”

之说，然而今年开春钢材需求却不及预期——据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测算，一季度，主要用钢行业实际钢材消费

同比下降5%，其中建筑业下降7%，制造业下降2%。

        旺季不旺的背后 是供需两端走弱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屈秀丽说，从需

求端看，我国大力推动基建投资有利于稳定钢铁行业需

求预期。但受近期国内疫情影响，建筑业施工启动放

缓，制造业增长迟滞，一季度钢材需求受到抑制。此

外，国际环境更趋复杂，钢铁进出口同比下降。

       从供给端看，一季度受国内供暖季错峰生产、疫情

封控等多重因素影响，钢铁企业减产停产较多；在产企

业也面临着原料入厂、生产组织、合同执行、生产成本

大幅上升等困难。一季度全国钢产量2.43亿吨，同比下降

10.5%。

        从价格看，一季度国内钢价总体震荡走高，出口价

格涨幅快于进口。目前钢铁生产用的铁矿石、炼焦煤等

原燃材料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对价格依然有支撑。但在

国家保供稳价政策引导以及供需动态匹配下，价格总体

平稳。利润率下滑也制约企业生产意愿。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短期看钢铁市场供需双弱，

但后期市场需求会加速释放。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执行会长何文波认为，一季度，

钢材消费尚未实质性启动。后期在国家稳增长目标下，

随着疫情形势的缓解和多重政策的发力，钢材需求将加

速释放，需求增幅预计大于产量增幅。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工一批具备条件的重大

工程、新型基础设施、老旧公用设施改造等建设项目；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

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鼓励地

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再开工改造一批

城镇老旧小区……这些都将有效拉动用钢需求。

       “前期被抑制的钢材消费不会消失，只会延迟。”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石洪卫说。

        钢材需求潜力仍在 倒逼供给端提质增效适应供需

结构新变化

        记者了解到，即便上海宝山基地处于全封闭生产之

中，截至4月中旬，宝钢股份公司的战略产品——广泛

应用于各类电机的无取向硅钢销量同比翻番。厚板产品

4月份截至目前轧制量完成预定目标的114.84%。无缝钢

管热处理线3月份创下9年来月产最高纪录。

        鞍钢集团一季度利润总额、净利润、铁精矿产量均

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鞍钢集团下属鞍山钢铁公司，热

轧工模具用钢、铁路车辆用钢销售一季度均创近年新

高，鞍钢独有重轨产品U77MnCrH销量比2021年全年提

高了40%。

         河钢集团与韩国株式会社POSCO汽车板合资项目

建设正在唐山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国内单体

规模最大的高端汽车面板供应商之一，兼顾高等级高强

钢和家电板。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陈克龙日前公

开表示，短期内钢铁工业受供给约束和需求收缩双向压

力的影响将更加突出，供需双弱问题短期内难以改观，

减量化发展特征更加明显，开始进入中低速高质量发展

阶段。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就今年粗钢产量压

减工作进行研究部署，确保实现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

下降，引导钢铁企业摒弃以量取胜的粗放发展方式，促

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些特钢企业利润率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屈秀

丽说，预计全年钢材需求总体平稳，但从需求结构看，

与新能源汽车、特高压、风光发电等行业密切相关的汽

车板、电工钢等高附加值品种将迎来较好发展机遇。









　　小范围的强者当久了，更易让人狂妄无知，看不清自

己。

　　这是一片广袤的田野，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为了灌溉

庄稼，农人们在这里挖了两条河，一条小点，一条大点。这

条大的，我们姑且叫他大河吧。

　　刚开始，小河和大河都勤勤恳恳地灌溉，两岸庄稼年年

丰收。可是有一天，大河忽然有了个想法，他要去看看海。

这个想法一生出来，就再也按捺不住。我是大河，怎么能和

那条小河一样，老死在这寂寞的乡野呢。大河鼓起浑身的力

量，一浪一浪地冲向远方。要承认，大河是坚韧的，克服重

重困难，他冲破了许许多多的田埂与山峰，他离他的目标越

来越近。回头再看小河时，他不由生出一份悲悯之心唉，小

河也太没有追求了。

　　可惜的是，终于有一天，大河一头扎进了沙漠，他的那

点水份很快就蒸发了。大河喊出一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

英雄泪满襟”就再也不见了。没有了水，没几年，大河就堵塞

了，再过几年，河道被填平了。

　　而那条小河，依旧勤勤恳恳地灌溉庄稼，为两岸农人的

丰收立下汗马功劳。为了获得更多的水源来灌溉，人们把小

河的河道拓宽了，比以前的大河还要宽。小河成天热热闹

闹，有浣衣洗菜的农女，有洗澡嬉戏的孩童，有泛舟垂钓的

游客……莲叶田田，碧波荡漾，水阔鱼肥。

　　又经过了几代人的传承繁衍，小河被当地人称作“母亲

河”，而当初的那条大河，早已寻不到半点踪影了。

　　大河定下的目标太过远大，他忘了自己不过是一条乡野

的内陆河。由此可见，小范围的强者当久了，更易让人狂妄

无知，看不清自己。所以说，追求要适度。

   　小河的成功告诉我们，立足本职，实现所在集体的价

值，才能最终实现个体的价值。比如你让公司业绩提高了，

壮大发展了，你的价值也就出来了。而撇开集体的价值，一

味追求个人的成功，往往是徒劳的。

　　有一个人作了一个梦，梦中他来到一间二

层楼的屋子。　　

　　进到第一层楼时，发现一张长长的大桌

子，桌旁都坐着人，而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佳

肴，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吃得到，因为大家的手

臂受到魔法师咒诅，全都变成直的，手肘不能

弯曲，而桌上的美食，夹不到口中，所以个个

愁苦满面。　　

　　但是他听到楼上却充满了欢愉的笑声，他

好奇的上楼一看，同样的也有一群人，手肘也

是不能弯曲，但是大家却吃得兴高彩烈。　　

　　原来每个人的手臂虽然不能伸直，但是因

为对面的人彼此协助，互相帮助夹菜喂食，结

果大家吃得很尽兴。　　

　　启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依靠别人而独立

生活，这本是一个需要互相扶持的社会，先主

动 伸出友谊的手，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

的朋友。在生命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和其它的

肢体互相扶持，一起共同成长。

友谊的手
别让理想     
       毁了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