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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力煤价连涨八周

电企酝酿加大煤炭进口力度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最新数据显示， 环渤海地区港

口动力煤价格已连续第八周上涨，

秦皇岛所有煤炭品种价格也再度刷

新二年半来高点。 不断走高的国内

煤价， 使得沿海地区电厂将目光瞄

准了从印尼和澳洲进口的煤炭。

作为中国煤炭市场风向标的秦

皇岛港继续领涨沿海市场动力煤

价， 并将阶段性新高价格扩展为全

部

4

个市场主流规格品。 目前， 秦

皇岛各煤种价格均上涨

5

元

/

吨，

4500

、

5000

、

5500

、

5800

大卡发

热量动力煤价分别为

625~635

元

/

吨、

725~735

元

/

吨、

820~830

元

/

吨、

855~865

元

/

吨。 其中， 秦皇

岛

5000

、

5500

大卡发热量市场动

力煤价不断刷新自

2008

年

11

月以

来的高位，

4500

、

5800

大卡也逼

平近两年半的最高价位。

国内大部分省市面临电荒威

胁， 多地电煤库存已低于最低存煤

警戒线， 成为近期煤炭价格连续上

涨的重要原因。 而煤炭资源的又一

轮紧张预期推动煤价持续攀升。

据了解， 继

4

月

30

日大秦铁

路完成大修后， 从

5

月

5

日起， 太

原铁路局将对南同蒲线和侯月线开

始为期

27

天的大修工程。 虽然两

条线路运力有限， 但这将影响山西

南部煤炭运输， 市场预计未来公路

运输将比较紧张， 并造成煤炭市场

整体供应趋紧。

当前， 沿海动力煤市场需求依

然高涨。 过去一周， 秦皇岛港锚地

船舶日均保持在

160

艘， 周环比增

长

7.38%

。 但

5

月

6

、

7

日秦皇岛

港曾限航、 封航，

9

日凌晨出现大

雾， 秦皇岛海事局对港口实施交通

管制， 封航对电煤运输造成影响，

锚地待港船舶增多。 受此影响， 上

周秦皇岛港共发运煤炭

433.9

万

吨， 环比下跌二成。

不过， 由于主要运煤通道大秦

线淡季例行检修已结束， 输入煤炭

数量上升， 导致秦皇岛港口库存回

升态势明显， 库存货源充足。

5

月

5

日

~11

日， 秦皇岛港煤炭库存日

均保持在

572.7

万吨， 环比增长

14.82%

， 结束此前连续八周持下

跌态势。 截至

5

月

11

日， 秦皇岛

港煤炭库存为

591.8

万吨， 国投京

唐港库存为

98

万吨， 国投曹妃甸

港为

138

万吨， 上述三大煤炭中转

港口库存量环比上涨

15.36%

至

827.8

万吨。

煤炭行业专家李学刚指出， 推

动

3

月下旬以来环渤海地区动力煤

交易价格持续上涨的一些因素仍然

存在， 并将推动环渤海动力煤价格

继续上涨。 但受主要发运港口煤炭

库存逐渐恢复、 消费企业对煤炭价

格继续上涨承受能力下降、 政府部

门保证电煤供应措施等影响， 价格

涨幅将收窄。

煤炭研究专家李朝林表示， 当

前不少省份开始将电煤需求转向

进口煤炭， 尽管进口煤价并无优

势。 中国面临电力用煤库存低的

现状， 随着夏季来临电力需求增

加， 中国动力煤价格上涨加上电

力短缺情况恶化将会刺激中国从

印尼和澳洲进口煤炭， 推动国际

煤炭价格上涨。

中汽协董扬：

油电混合是主要技术路线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日前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国家会出台有关节能和新能源

汽车的全套政策， 不要以现有政策来揣测政府

只支持纯电动， 不支持油电混合， 这是误读。

去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两个针对纯电动汽车

的补贴政策， 而直接针对油电混合的政策却一

直没有出台， 这让很多做油电混合动力车的企

业对其前景比较悲观。 董扬说， 油电混合正是

今后主要拓展的技术路线， 企业千万别放松，

放松就吃亏了。 油电混合将是今后

5

年内采用

最多的一种新技术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在比较

少的补贴和税收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实施并且达

到了比较好的节油效果。

阿里巴巴首季增长

37%

增值服务打开业绩空间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全球领先的小企业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

网络有限公司 （

1688.HK

） 昨日公布的财报显

示， 今年一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

15.32

亿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

25.5%

； 净利润

4.525

亿元，

同比增长

37.1%

。 公司摊薄后每股盈利同比增

长

41.9%

， 现金及银行存款近

94

亿元。

会员年费不再是阿里巴巴唯一的收入来

源， 增值服务已开始创造更大的业绩空间。 一

季度， 增值服务收入对国际交易市场供应商业

务收入的贡献超过

25%

， 对国内交易市场

“诚信通” 的贡献也超过

20%

。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陆兆禧表

示， 增值业务在整体收入结构中的比重继续增

长， “全球速卖通” 及 “无名良品” 令人鼓舞

的表现， 让公司更有信心进一步为会员提供以

交易为导向的分销服务。

此外， 阿里巴巴公布五项新措施， 旨在提

升国际交易供应商会员的质量。 包括防止有高

风险欺诈倾向的卖家成为会员， 改善付费会员

商铺验证程序； 提升相关手段监测供应商在商

铺所显示信息的质量； 加强清退政策的执行，

及时除去有潜在问题的供应商商铺等。

支付宝证实股权已转让

为获得支付牌照扫障碍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支付宝公司

12

日凌晨证实， 阿里巴巴集

团已将其所有权转让给一家国内公司———浙江

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另据记者了解，

这一事实其实早在数月前就已成行， 其目的在

于获得央行第三方支付业务牌照。

去年

12

月

21

日， 央行网站 《支付业务许

可证》 公告中， 支付宝股权结构一栏显示： 浙

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单一出资

人。 支付宝公司发言人对此称， 所有权转让是

根据央行

2010

年颁布的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

务管理办法》 对于非金融机构内资绝对控股比

例的相关要求， 以及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而

完成。

业内人士介绍， 作为互联网基础应用工

具， 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其对

于消费者消费数据和消费行为的准确追踪， 经

过量化运算， 将有可能准确掌握国家经济运行

的原始素材， 并有可能依此进行相关定量分

析， 也即涉及到国家金融信息的安全。 央行对

于第三方支付牌照的谨慎态度， 也从某种角度

证实了上述担忧确实存在。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樊认为， 阿里巴巴这样做是一举两得， 一是符

合法律法规， 二是维护了国家金融信息安全。

佳兆业股价狂泻

或与淡马锡折价配售有关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昨日， 内地房地产公司佳兆业 （

01638.

HK

） 股价大泻逾

17%

， 市场相信与新加坡主

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折价配售其股票有关。

此前， 有外电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淡马锡

拟以每股

3.02

港元至

3.12

港元配售其持有的佳

兆业

18%

的股份， 即

3.93

亿股旧股， 约占其已

发行股份的

8%

， 每股配售价则较前日收市价

3.39

港元折让

8%

至

11%

。 佳兆业昨日早市前

有

4

宗大手交易， 相信为配售股份上板， 每股

作价为

3.02

港元， 即为配售范围的下限定价。

淡马锡于

2007

年入股佳兆业， 据港交所

数据显示， 淡马锡在去年

8

月初持有佳兆业约

4.3

亿股份， 持股比例约

8.79%

。 今年以来内

房股海外频频高息举债的举动引发了市场忧

虑， 外资投行及知名投资人士纷纷表示不看好

内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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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外包业前景广阔 管理体系有待规范

见习记者 李娴

日前， 上海市银行系统档案管

理协作会和上海市证券系统档案管

理协作会召开。 与会人员表示， 在

当前各类金融业务呈爆发增长的态

势下， 专业化市场化的档案外包服

务第三方显得尤为重要。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汤敏认为， 外包服务生正逢时， 面

对的是新蓝海领域。 国际外包协会

统计数据显示，

85%

以上的世界

500

强企业采用了档案外包服务，

而目前中国企业这一数字还不到

5%

， 档案管理外包业务在中国潜

力巨大。 以金融行业为例。 近两年

金融企业的业务量呈爆发式增长，

银证保等机构的创新业务不断涌

现。 从档案管理的实际困难看， 纸

质档案海量增长、 兼职管理人员不

专业、 保管硬件不合格等问题越来

越困扰金融企业。

据了解， 大多数企业的档案

管理硬件设施根本达不到国家档

案局的要求， 这些要求主要针对

承重、 照明、 安全防盗、 温湿度

控制等方面。 此外， 由于一些行

业的档案管理还关系社会稳定，

因此实行异地灾难备份是监管层

的基本要求。

“从我们接触的金融企业和

政府机关来看， 纸质档案寄存的

需求量很大。” 上海仁通档案管理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王

峰表示。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看， 档案管

理属劳动密集型的后台业务， 不直

接为企业创造价值， 企业有动力把

该项业务外包给专业化的档案外包

服务商， 进而提升运行效率。

管理体系尚待规范

上世纪

90

年代初， 浙江嘉兴、

湖州等地出现了最早的档案中介服

务机构。

2010

年国内档案外包服

务企业约

150

多家， 按主营业务可

分三类， 包括数字化业务、 咨询业

务和寄存业务。

从业务占比看， 目前从事档案

数字化业务的企业最多， 主要涉及

档案扫描和检索。 由于数字化业务

市场广， 需求方要求高低不一， 因

此一些并不具备专业档案管理资质

的

IT

企业也参与其中， 竞争相当激

烈。 相对来说， 开展高端档案咨询

和专业寄存业务的外包企业非常少，

因为咨询业务知识壁垒高， 寄存业

务资金投入大。

杭州伟帮档案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董事长对记者介绍， 档案咨询业

务常常涉及档案的法律归属和知识

产权问题， 一名真正的档案咨询业务

人员还要具备严谨的法律知识。 而档

案寄存业务是典型的资金密集业务，

前期投入高， 相对风险较大， 近年来

在上海等地发展较快。

目前， 国内档案管理外包企业的

规模参差不齐， 企业准入资质、 委托

受托方的权利义务范围、 从业人员资

质、 行业监管等指导性文件还未推出。

“目前企业准入是由工商部门把关， 相

关资质的规范性文件还没有。” 上海档

案局业务指导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原来档案局有审定企业准入资格的打

算， 但由于各种原因后来作罢。

据了解， 目前一些地方成立的档

案协会， 大多由各地档案机关工作者

组成， 对企业运作的指导意义不大。

去年

12

月， 深圳率先成立了全国首

家金融服务外包协会， 但细化到档案

管理的外包行业， 由企业自发成立的

行业协会目前还是空白。

无线局域网暗战浮出水面 产业投资掀高潮

见习记者 李强

日前， 全球最大的

WiFi

（一种

将多种智能或非智能终端以无线方

式连接的技术） 服务提供商

Boingo

开始首次全球公开募股， 进一步引

发了全球范围内的

WiFi

热潮。

众多业内专家分析认为，

WiFi

的爆炸式增长以及通信运营商之间

的

WLAN

（无线局域网） 之争势必

会引发新一轮的

WiFi

建设与投资热

潮， 产业链上不少企业或因此受益。

WiFi

国内跑马圈地

继

2

月发布 “光网城市” 计划

之后， 中国电信日前在京又发布

“无线中国” 计划， 吹响了大范围

部署

WiFi

热点 （通过

WiFi

连接互

联网的访问点， 多分布于公共场

所） 的 “集结号”。 不久前， 中国

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在阐述中国移动

今年的三大战略时， 也格外强调了

“扩大

WLAN

覆盖， 建立大量热

点” 的战略。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陈金桥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用户需求旺盛和网络 “减

负” 的迫切心情是运营商加快发展

WLAN

， 增加

WiFi

热点覆盖的主

要推动力。 慧聪邓白氏研究员何倩

莹也表示， 三大运营商在

3G

市场

中角力， 用户逐渐增加， 一旦使用

流量大的数据业务， 容易引起阻

塞，

WiFi

热点上网能很好地缓解

流量引起的网络压力。

据统计， 截至去年底， 中国电

信的

WiFi

热点就已达到

10

万个，

到今年

4

月底， 突破

30

万个， 短

短

5

个月内增幅超过

2

倍， 并计划

今年年底前突破

70

万个， 明年年

底前突破

100

万个。 与此同时， 中

国移动宣布，

3

年内在全国部署

100

万个

WiFi

热点。 中国联通有

关负责人也对记者表示， 将在大力

发展

3G

扩网的同时， 利用

WCD－

MA

网络的技术和终端优势积极发

展

WiFi

战略。

目前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分别

在南方和北方占据相对优势， 而中

国移动

WiFi

热点几乎遍布全国各

地。 分析人士认为， 三大运营商的

WiFi

布局未来相互渗透的趋势将

更加明显，

WiFi

跑马圈地进程将

加快。

多家公司有望受益

“

WLAN

之争势必会引发

WiFi

产业的投资与建设高潮。” 陈

金桥说， “运营商将加大

WiFi

的

投入， 购买相关的设备， 同时开发

相应的数据卡业务， 这都会带动整

个产业链的迅速反应， 加快投融资

的步伐。”

数据显示， 去年

10

月以来，

中国移动开启了

38

万台

WLAN

设

备的招标采购， 中国联通开启了

20

万台

WLAN

设备的招标采购。

到今年

2

月， 中国电信也开始大规

模

WLAN

设备采购。 平安证券预

计，

WiFi

建设将带动

250

亿元至

300

亿元的电信设备新市场。

陈金桥介绍，

WiFi

设备的价

格仅相当于

3G

设备的十分之一，

运营商投入的成本相对偏低， 这无

形之中降低了准入门槛， 设备商在

该领域的竞争将变得非常激烈。 此

前， 在中国联通的一次

WLAN

设备采

购招标中， 华为、 中兴、 上海贝尔等

终端厂商参与了招标， 最终因价格因

素， 上海贝尔夺魁。 不过后来在中国

电信的

5

万台

WiFi

定单争夺中， 华

为成功中标。 有分析指出， 在

WiFi

设备的争夺中还没有出现强者通吃的

局面， 产业链条上其他中小型设备

商， 如三元达、 星网锐捷、 三维通信

等都会有自己的定位和斩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国内

WiFi

产业链条上的服务商、 内容商、 技术

商早已 “蠢蠢欲动”。 长电科技去年

就与中国电信合作开发即插即用手机

WiFi

卡的系统封装， 并一跃成为该

领域的龙头企业。 摩托罗拉等也为中

国电信量身打造了多款 “

3G

互联网

四通道手机”。

业内人士认为， 上述企业都有机

会在本次

WiFi

热潮中直接受益。 此

外， 受累于

WiFi

的安全隐患， 运营

商急需保护用户的上网隐私， 英特

尔、 思科等提供安全解决方案的企业

也有机会。

电荒罪责

不应归咎于煤炭业重组

证券时报记者 吴中珞

突如其来的电荒再度将公众的视

野聚焦于 “市场煤” 与 “计划电” 的

矛盾， 有关部委人士甚至进而批评目

前正在推进的煤炭行业并购重组抑制

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直接导致了煤炭

企业集中度过高， 进而推动了煤炭价

格上涨、 加剧了煤电矛盾。 从基本的

供求关系来看， 上述言论并非没有道

理， 但有以偏概全之嫌。

Wind

统计数据显示， 从

2002

年

到

2010

年的

9

年中， 除

2003

年和

2004

年两年外， 有

7

年我国原煤产

量增速均低于发电量增速， 国内原煤

产量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且增长不

力。 在一定程度上， 这和近年来山西

等地大力推进煤炭行业并购重组有关

系， 但若因此将煤电矛盾甚至电荒的

板子打在煤炭业的并购重组上， 显然

不妥。

2011

年前

3

个月的数据也显示，

一季度国内原煤产量同比增速为

19%

， 高于同期全国发电量

13%

的增

速和火电发电

12.7%

的增速。 但同期

动力煤价格仍持续上涨， 近期甚至创

下两年半来新高， 这显然不单是煤炭

行业的并购重组所能解释的。

首先， 考虑到货币超量发行对

整个社会物价水平的根本性影响，

煤炭价格的上涨有其必然性。 其次，

从电力供需关系和供应结构来看，

去年下半年节能减排抑制的高耗能

行业用电量在快速反弹。 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

1~3

月份， 粗钢、 焦

炭、 水泥、 精炼铜以及原铝产量同比

分 别 增 长

9.0%

、

13.3%

、

29.8%

、

23.7%

和

7.4%

。

与此同时， 近些年国家能源建设

的大方向使得新建机组主要集中在中

西部煤炭、 风电及水电大省， 而电力

需求旺盛的华东、 华北地区新增核准

机组明显偏少， 加上电网配套设施未

能有效同步， 导致华东、 华北区域电

力供应紧张加剧。 两方面因素叠加进

一步放大了对电力的需求。

因此， 解决煤电价格矛盾乃至电

荒还需从电力方面入手， 切实推进电

力体制改革， 在调整能源结构降低火

电比重时务必统筹兼顾、 全盘考虑，

而非以偏概全地指责煤炭价格上涨和

煤炭行业的并购重组。

另外， 从产业集中度来看， 在整

个电力产业链中， 集中度从上游煤炭

到中游发电再到下游输电呈现越来越

高的情况， 终端输电近似于独家垄

断， “煤炭产业集中度过高” 的板子

也没有打正。

尽管煤炭行业的并购重组出现了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从推进行业发

展和理顺行业发展秩序的角度来看，

煤炭行业的整合很有必要。

国内品牌电子书

处境窘迫

汉王一季度的亏损， 已体现出电

子墨水屏 （

e-ink

） 类专业电子书企

业的发展窘境。 实际上， 在当初

IT

行业开始热炒电子书概念的时候， 身

处夹心层的电子书厂商的衰败已经可

以预见。 以迈克尔·波特的五力竞争

理论分析， 在行业竞争者、 潜在的新

竞争者、 替代产品、 购买者及供应商

五种力量中， 电子书生产商的处境显

得尴尬。

电子书的产业链， 上游包括硬件

提供商以及内容提供方。 最初成功把

电子书产业做起来的是亚马逊的

kin－

dle

电子书， 不过，

Kindle

的成功不是

电子书的成功而是亚马逊电子商务平

台的成功， 拥有内容的亚马逊可以在

电子书产品流行的时候推广电子书，

也可以在电子书衰落时， 用其他终端

售书， 并不依赖某一种硬件终端。 而

国内电子书厂商并没有一个类似的优

势内容平台。

从硬件上游来看， 电子书技术核

心在于

e-ink

屏幕， 而该屏幕提供商

因独家垄断优势， 拥有议价权。 因此

国内电子书厂商成本难以下降。 从同

业竞争看， 国内品牌厂商面临山寨厂

商及国外品牌的双重威胁。 同时， 国

内电子书品牌厂商， 还面对内容整合

的困难。 如果兴建内容书库， 版权成

本将转嫁为硬件成本； 如果拉拢媒体

出版社， 则品牌号召力不足。

替代产品是整个电子书产业最大

的威胁。 手机、 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

始终占据着电子阅读市场的主流， 护

眼概念的电子书在苹果

iPad

等产品盛

行下， 或已无力回天。 并且在内容上，

由于苹果和安卓的强大的软件平台，

各种媒体和书籍纷纷登陆， 这也是品

牌弱势的国内电子书无法比拟的。

由于

IT

技术更替日新月异， 潜在

竞争者随时会出现。 位于夹心层的电

子书厂商在各种竞争下， 举步维艰，

甚至作为行业热度风向标的山寨厂商

也纷纷退出电子书， 专注平板电脑。

事实上， 国内品牌电子书一直只

占据了小众的礼品市场， 没有成为一

个流行消费品。 电子书厂商所剩的机

会或许在于其护眼环保概念能否获得

国家教辅书籍市场的支持， 但国内中

小学校推广教材电子化尚无明确时间

表。 即使将来推广电子教材， 电子书

厂商的盈利能力仍充满不确定性。

（刘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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