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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6年－2007年中国钢铁行业兼并(并购)重组决策分析报告》涵盖行业
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
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
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
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
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xiantiyongpin/2987829878.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600元    纸介版：11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22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url}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报告目录报告完全是PPT版本，包括电子版和彩色印刷版研究方法对行业协会以及行业主管
单位的高层领导进行高层访谈；企业调研对象为企业董事会，市场总监，生产主管，财务主
管，战略合作主管等；对行业40家重点企业进行实地数据调研；对行业150家具备兼并重组
投资价值的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对行业中的产业集群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得到区域性结论；摘
要1．中国钢铁行业现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在世界钢铁业发展中占
居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在市场需求的强劲拉动下，中国钢铁企业不断加大技术改造和新
建项目投资力度，产能快速增长的同时，部分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提
高了中国钢铁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近两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逐年增加，2005年全年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7%，产能迅速增加。同时中国钢材产品结构进一步改善，国
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长材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下降到52%，板带材比重上升
到39%。钢铁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2006年前三季度，中国粗钢产量达到30843.78万吨，
同比增长18.45%，继续保持较高增长水平。钢材产量达到33903.49万吨，同比增长23.66%
。1月至9月，国际市场需求增加，带动钢铁产品出口增长，强劲的市场需求是拉动钢铁生产
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新增产能不断增加，而淘汰落后产能又不能取得实
效，将加剧产能过剩的态势，不利于全行业的结构优化和调整。China’s crude steel output
from 2000 to 2006(100million tons) 虽然中国钢材产量不断增加，但2005年产能的集中释放
和进出口结构问题，引起钢铁企业钢坯、钢材库存上升，钢材价格下降。但在钢价下跌同时
，铁矿和焦炭等原燃材料价格却居高不下，致使生产成本不断增加，2005年成本继续增加1
5%，中国钢铁生产企业利润下降。2006年这一现象有所改观，钢材的价格开始回升，但生
产成本仍然处于高位。前几年，中国钢铁行业处于行业集中度不高，产品质量档次不高等阶
段，2005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有了进一步加大的趋势，2005年，年产1000万
吨的中国钢铁企业由2004年的2家发展到8家；年产500万吨以上的企业共有18家，占中国粗
钢产量的46.36%。而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的钢铁产量前几家的企业总和
占据了各国产量的60%-80%。可见中国的钢铁企业的生产集中度仍需不断增加，才能使钢
铁企业更加有序的参与竞争。世纪咨询分析，未来几年，中国钢铁行业集中度将会进一步加
大的趋势，将形成几家大的钢铁集团控制市场的局面，因此未来几年将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兼
并重组情况。Concentration of China’s steel enterprises in 2005 另一方面这两年中国钢铁
行业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宝钢高等级汽车钢板自主研发开发了193个汽车板品种，有
利于提高中国汽车板国产化比例。鞍钢成功开发1780mm大型宽带钢冷轧线，标志中国冷轧
成套设备制造技术和生产工艺控制技术。全行业在开发钢材新品种、改善环保等方面也取得
了很多成果。随着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中国钢铁生产方面必将走在世界的前列。2．中国
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动因2005年4月20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钢铁产业发展政策》，这
次的新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目的是通过结构调整全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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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钢铁行业的竞争力，促进钢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抑制盲目投资，新政指出了今后钢铁
行业发展重点是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这为中国钢铁行业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进
一步促进了中国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最近两年，钢铁业的并购重组的现象正在进行中，中
国钢铁企业的并购重组步伐正在加快，出现不少并购重组成功的案例。钢铁行业联合、兼并
重组案例时间 兼并重组交易双方 兼并重组交易内容2004.9 大连金牛、北满特钢、抚顺特钢
新组建的东北特钢集团是由原辽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和原黑龙江省北满特
殊钢集团公司的主要优良资产重组而成。公司注册资本364417.15万元，集团下设全资子公
司6家，控股子公司11家，参股子公司1家，其中包括抚顺特钢和大连金牛两家上市公司。
中国东方、华融、信达三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以占总股本16.67%、15.31%和3.02%的出资
比例，成为集团公司的股东。2005.5 首钢控股水钢 水钢集团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大型国有钢
铁企业，注册资本１９．８亿元，现拥有年产铁１３０万吨、钢１３０万吨、钢材１２０万
吨的综合生产能力。贵州省国资委持有水钢集团股权的４０.６６％共８.０５亿元。根据协
议内容，其中的６.８４３亿元（占水钢集团总股本的３４.５６％）无偿划转给首钢总公司
持有。这样首钢将占有水钢集团总股本的３４.５６％，成为第一大股东；贵州省国 资委在
水钢集团持股比例为６.１％，其余股权仍由信达、华融、长城等3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2005.8. 鞍钢与本钢联合 8月16日，东北地区最大的两家钢铁联合企业-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和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重组成立了鞍本钢铁集团，并在沈阳举行了揭牌仪式。
鞍本联合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一个亮点。鞍
钢和本钢的企业联合重组，标志着中国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也表明了中国
经济运行正朝着稳健、科学的态势发展。2005.10 米塔尔入主华菱管线 全球最大的钢铁制
造商米塔尔钢铁公司以三点三八亿美元完成对湖南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三十六点六
七股权的正式收购。这是外国公司第一次收购中国国有上市钢铁公司的股份，也是外资收购
中国A股的最大一宗交易。2005.11 法国圣戈班集团全资并购徐州钢铁总厂 法国圣戈班集团
位列世界500强第106位，年销售额320亿欧元。对徐州钢铁总厂并购完成后，新成立的圣戈
班（徐州）管道有限公司，总投资9600万美元，注册资本5900万美元。主要生产和销售铸
铁管道和其它铸铁产品，销售铸铁、焦炭及其副产品，制作安装工业炉窑和设备等。2005.1
1中信泰富收购石家庄钢铁65%股权中信泰富出资人民币12.8亿元收购石家庄钢铁80%股权
，并认购石家庄钢铁新注册资本人民币1.964亿元。交易完成后,中信泰富将持有石家庄钢铁
扩大注册资本的65%，河北国资委及河北众富分别持有20%及15%。根据钢铁行业的现状以
及现在行业上下游的供应情况，以及钢铁行业的内部竞争状况，北京咨询分析中国钢铁行业
的兼并重组具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关于行业集中度的问题，由于中国钢铁生产企业众多
，没有规模优势，一盘散沙，造成了整体竞争力不强，以河北为例，年钢产量5000多万吨
，但河北省有上千家钢厂，辽宁省也有类似情况。截至2005年9月末，国内钢铁企业共有企
业6383家，其中，大部分企业的年产能力低于50万吨。中国有28.34%的钢铁企业亏损，亏
损总额近72亿元，其中，贵州省有276家钢铁企业，73%的钢铁企业亏损，亏损额达到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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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云南省有151家钢铁企业，62.91%的钢铁企业亏损，亏损额达到3.1亿元。由于钢铁
行业成本不断上升，规模经济对于钢铁生产企业的生存空间至关重要，钢铁行业的整合将加
快，这样一些地方性的中小型亏损企业将被大量淘汰出局，国内钢铁市场集中度将明显提高
。其次，中国钢铁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进行技术升级的需要。中国钢铁行业将按照国务院批准
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对小高炉，小电炉，小转炉等进行淘汰，同时采取一定的行政手
段对不规范的市场秩序进行治理，给市场以公平竞争的环境，这就必然使一部份企业为了生
存转而寻求被并购重组，同时一些大钢铁企业也乐于接手这样的企业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同时达到资源合理配置，并进行技术升级的需要。2006年钢铁工业发展必须由注重数量
增长转到以提高品种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更加注重效益的轨道上来。通过产业结构调
整，劳动生产率、市场占有率等会提高，品种结构和工艺技术装备结构的提高将得到保证，
落后的产品和装备的淘汰速度将会不断加快，这也是中国钢铁工业提高钢铁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关键。第三，中国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有其外在动因，外资的不断进入导致中国钢铁行业
的兼并重组的力度不断加大。世纪分析认为，这是因为目前外资进入中国钢铁产业市场，并
不是为了短期的利润，而是为了占有市场，中国钢产量占世界30%，销量占全球40%，是全
球最有发展前途的钢铁市场。这样由于中国钢铁企业生产集中度过低，吨钢盈利能力只相当
于国外企业的30%左右，同时区域间市场割裂现象比较普遍，目前国内单一钢厂不可能覆盖
全国范围，这为外资巨头向中国内地的渗透创造了机会。这样国内钢企为了对抗国外钢铁巨
头的挑战，只能通过国内的并购重组来扩大企业规模，扩大产能，同时也阻止了中国国民经
济支柱产业被外资企业控制的可能。3. 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并购趋势分析2005年钢铁企
业开始关注企业合并和重组问题。唐钢、武钢、攀钢相继分别进行了合并重组，这使企业的
规模不断增大，同时也加速了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提高了企业整体竞争力。近两年在外资
钢铁企业加快进入市场步伐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竞争环境的加剧，中国钢铁工业将进入一个
并购高潮期。世纪咨询分析，未来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将呈现以下几种趋势。首先，钢铁
企业的区域性重组将不断加强，发展区域性的龙头企业，同时也避免了区域性的竞争的加剧
。世纪分析，这种区域性重组大致可以分为：东北以鞍本钢为主对东北钢企进行并购重组，
华北以首钢唐钢为主进行联合重组，华东华南以宝钢为主，对周围的马钢，杭钢等进行联合
重组，中南地区以武钢为主队附近省市的钢企进行并购重组，西南以攀钢为主。同时，西北
地区八钢、酒钢、包钢等联合做大作强。其次，垂直型并购重组将加剧，从地区布局来看，
有些投资主要考虑的是成本因素，为了控制原材料成本，钢铁企业将对原材料供应者进行垂
直型兼并重组，例如矿山企业，机械设备企业等。这样不仅可以控制原料成本而且还可以避
免原材料供应短缺。再次，随着国际化的进程加速，和钢铁企业自身实力的增强，中国钢铁
企业对国外企业的并购将不断增加。这种并购方式一般是通过并购矿山企业和中等规模的钢
铁企业为主，主要考虑了企业的资源的配置问题。例如1992年，首钢集团以斥资1.2亿美元
收购了秘鲁铁矿公司，成为成功并购外国公司的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2005年宝钢走上了
海外市场的道路，通过与巴西CVRD公司合作，开始了海外并购的步伐，随着实力的不断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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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宝钢在国外市场的并购重组将不断增加。武钢未来也会伺机而动，走向海外市场并购的
道路。 目录：2006年－2007年中国钢铁行业兼并(并购)重组决策分析报告第一章：研究概
述第一节、研究背景第二节、研究内容第三节、研究方法第四节、研究团队第五节、研究结
论第二章：世界钢铁产业发展现状第一节、全球钢铁行业发展特征第二节、2006-2007年全
球钢铁行业供求格局1、全球钢铁行业生产格局分析2、全球钢铁行业市场规模发展分析3、
全球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规模分析第三节、2006-2007年全球钢铁行业竞争格局分析1、全球
钢铁行业竞争集中度分析2、全球钢铁行业地区竞争格局分析1、欧洲2、北美3、南美洲4、
亚洲3、全球钢铁行业规模竞争格局分析第四节、2007-2010年全球钢铁供需规模预测第三
章：中国钢铁行业的现状分析第一节、2006-2007年年中国钢铁产业投资现状分析第二节、
中国钢铁市场供求关系分析1、2006-2007年总体供给情况1、钢铁行业的地区结构2、钢铁
行业的集中度3、钢铁供给规模分析2、2006-2007年需求规模情况1、中国钢铁市场规模与
需求特性分析2、中国钢铁市场需求规模分析第三节、2006-2007年中国钢铁进出口情况分
析1、进口分析2、出口分析第四节、2007-2010年中国钢铁供需规模预测第四章：中国钢铁
行业细分市场概况第一节、生铁市场1、市场概况和特点2、2006-2007年供需规模3、2007-
2010年供需预测第二节、粗钢市场1、市场概况和特点2、2006-2007年供需规模3、2007-2
010年供需预测第三节、钢材市场1、市场概况和特点2、2006-2007年供需规模3、2007-20
10年供需预测第五章：中国钢铁行业主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以及竞争力分析第一节、东北地
区1、2007-2010年地区钢铁供需规模预测2、地区钢铁行业发展特征与产业格局分析3、地
区钢铁行业区域竞争格局及主体分析4、地区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行性分析第二节、
华北地区1、2007-2010年地区钢铁供需规模预测2、地区钢铁行业发展特征与产业格局分析
3、地区钢铁行业区域竞争格局及主体分析4、地区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行性分析第三
节、华东地区1、2007-2010年地区钢铁供需规模预测2、地区钢铁行业发展特征与产业格局
分析3、地区钢铁行业区域竞争格局及主体分析4、地区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行性分析
第四节、华中地区1、2007-2010年地区钢铁供需规模预测2、地区钢铁行业发展特征与产业
格局分析3、地区钢铁行业区域竞争格局及主体分析4、地区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行性
分析第五节、华南地区1、2007-2010年地区钢铁供需规模预测2、地区钢铁行业发展特征与
产业格局分析3、地区钢铁行业区域竞争格局及主体分析4、地区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趋势与可
行性分析第六节、西北地区1、2007-2010年地区钢铁供需规模预测2、地区钢铁行业发展特
征与产业格局分析3、地区钢铁行业区域竞争格局及主体分析4、地区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趋势
与可行性分析第七节、西南地区1、2007-2010年地区钢铁供需规模预测2、地区钢铁行业发
展特征与产业格局分析3、地区钢铁行业区域竞争格局及主体分析4、地区钢铁行业兼并重组
趋势与可行性分析第六章：中国钢铁产业投资政策环境分析第一节、宏观经济政策对钢铁行
业的影响第二节、新钢铁产业政策对钢铁行业的影响第七章：影响钢铁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分析第一节、影响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的风险分析1、国家政策2、原材料供给3、国际贸易4
、工艺和设备5、生产管理第二节、中国钢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第八章：中国钢铁行业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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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组并购现状分析第一节、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背景分析第二节、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
组现状分析第三节、中国钢铁企业兼并案例分析第四节、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趋势分析第
九章：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并购的障碍分析第一节、政策障碍第二节、资金障碍第三节、
原料障碍第四节、工艺和设备障碍第五节、技术和生产障碍第十章：国外钢铁行业兼并重组
并购案例分析第一节、法国圣戈班集团全资并购徐州钢铁总厂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
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二节、
印度米塔尔集团收购湖南华菱钢铁集团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
、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三节、米塔尔钢铁公司收购美
国国际钢铁集团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
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四节、世界第二大钢铁制造商Arcelor收购土耳其钢铁
公司Erdemir20%股份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
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五节、Arcelor强行收购加拿大的Dofasco公司1
、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
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六节、锦记钢铁收购柏华惹钢铁51％股权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
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七节、
阿塞洛收购莱钢股份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
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八节、英荷考勒斯钢铁公司兼并巴西钢铁集团 1
、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
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十一章：外资钢铁企业在中国的兼并重组并购趋势分析 第一节、国内
外资钢铁企业发展分析1、投资特点2、投资区域3、市场表现4、投资结构5、投资趋势第二
节、印度米塔尔1、米塔尔在中国投资现状分析2、米塔尔核心竞争力分析3、米塔尔兼并重
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三节、阿赛洛 1、阿赛洛在中国投资现状分析2、阿赛洛核心竞争力
分析3、阿赛洛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四节、新日铁1、新日铁在中国投资现状分析2
、新日铁核心竞争力分析3、新日铁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五节、浦项制铁1、浦项制
铁在中国投资现状分析2、浦项制铁核心竞争力分析3、浦项制铁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
第六节、盖尔道公司1、盖尔道公司在中国投资现状分析2、盖尔道公司核心竞争力分析3、
盖尔道公司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十二章：即将进入中国的钢铁企业分析第一节、克
鲁斯集团1、公司经营情况分析2、公司核心竞争力分析3、公司进入中国的背景与动机分析
4、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趋势以及可能性分析第二节、蒂森克虏伯公司1、公司经营情况分析2
、公司核心竞争力分析3、公司进入中国的背景与动机分析4、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趋势以及可
能性分析第三节、谢韦尔钢公司1、公司经营情况分析2、公司核心竞争力分析3、公司进入
中国的背景与动机分析4、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趋势以及可能性分析第四节、耶弗拉兹集1、公
司经营情况分析2、公司核心竞争力分析3、公司进入中国的背景与动机分析4、公司在中国
的投资趋势以及可能性分析第五节、伊朗钢铁公司1、公司经营情况分析2、公司核心竞争力
分析3、公司进入中国的背景与动机分析4、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趋势以及可能性分析第十三章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国内钢铁行业兼并重组案例分析第一节、中信泰富收购石家庄钢铁65%股权1、兼并重组
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
略分析第二节、鞍钢本钢联合重组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
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三节、攀钢集团并购长城特殊钢集
团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
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四节、中钢集团公司整体收购邢台机械轧辊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
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
五节、北大方正收购苏钢集团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
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六节、鞍钢新轧收购鞍钢集团新钢铁有
限公司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
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七节、马钢重组合肥钢铁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
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八节、宝钢与八
钢结成战略同盟1、兼并重组动机与价值分析2、兼并重组过程分析3、兼并重组方案与成败
经验分析4、兼并重组整合战略分析第十四章：中国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并购主体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宝钢1、公司资本运营情况2、公司产销竞争力分析3、铁矿石供应能力4、冶金技
术竞争力5、公司信息化建设竞争力分析6、物流运输能力7、公司发展战略分析8、公司兼
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二节、鞍本钢1、公司资本运营情况2、公司产销竞争力分析3、
铁矿石供应能力4、冶金技术竞争力5、公司信息化建设竞争力分析6、物流运输能力7、公
司发展战略分析8、公司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三节、邯钢1、公司资本运营情况2、
公司产销竞争力分析3、铁矿石供应能力4、冶金技术竞争力5、公司信息化建设竞争力分析
6、物流运输能力7、公司发展战略分析8、公司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四节、武钢1
、公司资本运营情况2、公司产销竞争力分析3、铁矿石供应能力4、冶金技术竞争力5、公
司信息化建设竞争力分析6、物流运输能力7、公司发展战略分析8、公司兼并重组趋势与可
能性分析第五节、攀钢1、公司资本运营情况2、公司产销竞争力分析3、铁矿石供应能力4
、冶金技术竞争力5、公司信息化建设竞争力分析6、物流运输能力7、公司发展战略分析8
、公司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六节、马鞍山钢铁1、公司资本运营情况2、公司产销竞
争力分析3、铁矿石供应能力4、冶金技术竞争力5、公司信息化建设竞争力分析6、物流运
输能力7、公司发展战略分析8、公司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七节、包钢1、公司资本
运营情况2、公司产销竞争力分析3、铁矿石供应能力4、冶金技术竞争力5、公司信息化建
设竞争力分析6、物流运输能力7、公司发展战略分析8、公司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
八节、唐钢1、公司资本运营情况2、公司产销竞争力分析3、铁矿石供应能力4、冶金技术
竞争力5、公司信息化建设竞争力分析6、物流运输能力7、公司发展战略分析8、公司兼并
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九节、首钢1、公司资本运营情况2、公司产销竞争力分析3、铁矿
石供应能力4、冶金技术竞争力5、公司信息化建设竞争力分析6、物流运输能力7、公司发
展战略分析8、公司兼并重组趋势与可能性分析第十五章：中国钢铁行业产业链特征以及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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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组趋势分析第一节、钢铁行业产业链特征分析第二节、钢铁行业产业链间兼并重组机会
分析第十六章：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机会分析第一节
青岛钢铁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第二节
杭州钢铁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第三节
太原钢铁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第四节江
苏永钢集团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第五节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
第六节柳州钢铁集团公司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
性分析第七节
建龙钢铁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第八节江
苏沙钢集团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第九节
南京钢铁股份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第十
节
西宁特钢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第十一节
江苏锡钢集团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第十
二节东北特钢集团1、企业发展战略分析2、企业战略发展瓶颈分析3、兼并重组可能性分析
第十七章：中国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并购风险分析第一节 环保风险第二节
宏观调控风险第三节 生产整合风险第四节
技术革新风险第十八章：中国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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