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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7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上市公司投资者交流活动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东方证券 浦俊懿、覃俊宁、尹镭鸿、谢忱、马昊、杜佳音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凌晨、章溢漫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谢兵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志敏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顾晶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佳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邵军 

景泰利丰  杨志飞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薛梦馨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颖 

西部利得基金  吴桐 

富国基金  张啸伟 

东证资管  张明宇、王延飞 

上海君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赵俊 

申九资产  欧阳沁春 

慎知资产  刘越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孔文彬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李泽昱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于福江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强超廷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响东 

鑫焱创投  陈洪 

财通证券资管  包斅文 

涌悦资产  成胜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海啸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姚明昊 

东证自营 黄泓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姜瑛 

国泰投信  Albert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谢泽林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鹏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建胜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韩广哲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派卿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梁国柱 

财通证券资管  邓芳程 

横琴人寿  郭雅绮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马凌云 

诚旸投资  王鸿灏 

招银理财（上海）  凌润东、赵杰 

第五公理投资  郭雷雨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元浩 

优益增投资  范院勤 

中银国际证券资管  阳桦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孙伟仓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汤立其 

元兹投资  黄颖峰 

香港京华山一国际  李学峰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朱战宇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陈图南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韩知昂 

时间 2022年 12月 5日 (周一) 下午 15：00~16:00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李勇胜 

黑色金属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魏迎松 

数据业务部总经理：史正磊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情况介绍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于 2011 年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要从事产

业数据服务业务（原信息服务业务），2008年成立钢银电商，自 2014

年以来钢材交易服务业务高速发展。目前公司两块业务均有独立的团

队，钢银电商为新三板挂牌公司。下面重点介绍产业数据服务板块：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

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成为

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 

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大宗商品及相关产业数据服务商之一，作为

独立第三方机构，为市场提供可信的交易结算基准价格。并以价格为



核心，构建了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的多维度数据体系，涵盖宏观、供给、

流通、需求等，深度挖掘价格波动背后的数据逻辑。20 多年来，始终

坚持为市场提供可信的基准价格、高质量的数据服务，力求发展成为

全球领先的大宗商品及相关产业数据服务商。产业数据服务坚持既定

扩张和投入的积极战略，进一步扎实黑色金属板块的领先优势，并加

大对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建筑材料、农产品、新能源、新材料、再

生资源等板块的投入力度，品类拓展取得积极成效。 

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 3000 多人的庞大专业数据采集团队，

采集样本超过 10万家，每日发布 400 多个城市以及港口 900多个品种

的每日价格跟踪数据。过程中，我们严格采用八步流程工作法，配置

了 300 多名分析师与研究团队，400 多人的技术开发团队，并同时在

34 个城市设有办事处。以更全面、更精细、多维度的数据服务体系，

帮助用户优化商业选择，提高运营效率。同时，为满足客户的多样化

需求，上海钢联提出了 EBC 的服务，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从管

理运营中创效，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企业提供市场的走势分析，

为企业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对企业数据进行资产化，达到全流程、一

体化的管控，并为企业全面赋能。 

公司的“多维度数据”，贯穿全产业链；“AI+卫星遥感与定位”，

实现全景调研；“价格和指数”，反映真实市场行情，被业界广泛使

用和用于研判价格走势、建立更早更准的行情判断能力、动态分析数

据提高利润、实现数字化业绩管理等。公司通过价格、数据、快讯、

分析、咨询、会务的产品矩阵，帮助用户在策略制定、风险管理、经

营优化、商机发现上占据优势。公司产出高质量的数据，再利用数据

进行分析，最终做好用户服务。 

公司秉承产业数据服务业务快速扩张理念，到 2021年末产业数据

服务近五年复合增长率达 26.83%，21 年实现收入 6.09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27.67% ，其中数据订阅收入 3.3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99% ；2022 年克服疫情的影响，上半年收入 3.02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2.43% ，其中数据订阅服务实现收入 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61%；前三季度，实现收入 5.0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16%，第

三季度，产业数据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2 亿元，环比增长 32.98%，同比

增长 30.93%，线下业务有所恢复。 

 



二、钢铁行业数字化应用方向相关介绍 

Mysteel 在钢铁行业应用广泛，目前我国钢铁行业所处背景正在发

生变化： 

1、从增量发展到存量竞争的转变：对数据应用更广，产业链有很

多需要再平衡的过程。比如生产工艺上，废钢的快速崛起，未来中国

废钢产生量将达一个亿，生产工艺将会发生剧烈变化；区域布局上，

北边多，南边少，东边多，西边少，长距离运输带来的物流、仓储、

产业链上的浪费；钢材品类过去围绕基础建设为驱动，未来转向制造

业驱动。这些都离不开对数据的剖析。 

2、从产品导向到客户导向的转变：过去规模竞争、成本竞争是重

点，未来则是柔性制造，尤其是在不同区域、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

品种结构，需要对客户需求、产品要求、成本节约、购买以及交流便

捷性等都需要数据剖析。 

3、从沉浸式管理到仪表盘监测的转变：信息时代下，需要更多可

视化、更清晰的预警的数据。 

数据应用的三个方向： 

1、助力管理层面提升，不管是战略定位还是布局调整、内部管理，

钢联数据让企业能够更清晰的知道其所在地有多少市场容量、资源禀

赋，以及未来趋势，顺应产业结构发展，通过对自身产品结构和服务

结构调整等，进而从构成竞争性优势； 

2、助力客户产品力提升，如何吸引、响应客户从而深度绑定客户，

需要匹配客户使用习惯、技术提升诉求，如何降低库存、减少运输、

减少浪费，数据都可以赋能； 

3、助力数字化采购营销管理，大宗商品价格天然是多波动的，比

如钢铁一年都能有高低 25%的波动，不同类别的商品波动速率和幅度不

同，而市场是广阔分散，利用数据可以更精确匹配自身原料供给，确

保在正常生产情况下，降低不必要的物流仓储成本，是企业的重要抓

手，是研判未来，获取稳定超额利润的依托。 

案例：比如公司帮某一家钢铁企业做了整体经营决策系统，从使

用情况来看，基本减少 2/3的供应周期，节约 20%加工成本，综合采购

降本 3-5%。 

 

三、数据业务情况介绍 



今年数据订阅服务中数据终端和数据对接收入增长较块，主要原

因是大宗商品在金融衍生品端的市场化推进，比如工业硅等品种的上

市，明年碳、废钢等作为金融衍生品将逐渐上市，一系列大宗商品陆

续加入金融衍生品交易品种后，整个期货交易品种扩张，今年期货市

场交易额和交易量创新高，促使产业用户和投资用户群体对于数据需

求的增加。目前钢联在黑色、有色、能源化工、建筑材料、农产品等

赛道扎根越来越深，整个行业用户对数据的需求逐步提升。产业客户

对于企业的经营从原来经验决策转为用数据作为决策依据，更多的会

将钢联相关数据引入决策中，尤其是大型贸易型企业，也在做数字化

转型，而且疫情反复下很多企业也在做经营思路和理念的调整。 

在数据要素市场方面，今年是数据要素市场的元年，国家相关支

持政策落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速。国家级数据交易所陆续成立，

公司是上海数据交易所数商企业之一，也是上海市数商协会的理事单

位。 

 

四、问答情况 

1、数据交易所成立后成为数商，数商是什么角色定位？业务及盈

利模式？ 

答：在数据交易所会员单位中可能分为具有数据所有权和经营权

的数商企业，或者具有数据的加工权和销售权数商企业，还有数据需

求客户，比如银行、券商、产业客户等，既是数据需求者也是数据提

供者。在数据要素市场通过国家制定一系列标准，经过持牌的数据交

易机构，提高了数据要素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了数据要素企业可持

续发展。 

 

2、数据要素市场未来如果建成，对钢联未来的业务模式和客户群

体有怎样的变化空间？ 

答：数据交易所目前有国家级（北京、上海、深圳）、地域级的

（贵阳、郑州）等，现在国内有近 60家，还有行业级数据机构。国家

级承担数据交易体系建设，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促进政企数据公开使

用和销售。上海钢联是大宗商品领域非常重要的数据服务提供者，公

司采集该领域数据并发布，交易所会先进行数据确权，再挂牌进行交

易。以往都是点对点和客户进行数据产品销售，未来可能通过交易所，



在国家颁布的规范下进行销售，扩大和提高了数据购买使用需求，简

化采购流程。 

 

3、钢铁领域是怎么采集数据的，从哪些维度进行衡量数据的质

量？ 

答：公司的铁矿石价格指数是国内首家通过国际证监会组织认证

的价格指数，现在螺纹钢、焦煤焦炭也通过了认证，每年德勤进行审

计，其他品种也是参照这个标准执行，形成相应的价格指数。另外，

今年公司编制的《钢铁价格指数编制准则》获评 2022 年“上海标准”，

是国内首个规范性指导钢铁行业价格指数编制方法论的企业标准。 

公司数据采集团队遵循清晰完备的方法论与标准化的采集流程，

致力于为市场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数据。公司持续推进内容的标

准化建设，推出八步流程工作法：1）市场调研：选择代表性指标；2）

建立样本库：选择产业链上中下游全覆盖；3）采集与入库：通过采集

团队通过存储系统，满足留痕和安全；4）验证与分类：核查交易真实

性，多维度数据相互验证；5）样本标准化：对非标样本数据进行标准

化处理；6）离群值处理：依据缜密的统计学方法，删除离群值样本；

7）数据编制：遵循严格的方法论；8）数据发布：通过网站、数据终

端、APP 发布。这是我们数据产品形成的八步流程工作法，且通过了

上海市标准的验收。 

 

4、在评估数据价值时能发挥什么作用? 

答：假设钢联是自来水生产公司，按照市场统一标准做了酸性、

碱性、中性自来水，但作为自来水生产公司是有很大能力把水质、等

级进行再次区分，以往为什么没做，因为客户需求不够迫切。中国经

济未来发展需要精细化管理，我们的应用场景来源于客户的需求变化，

做细做精。例如 OTC 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天然多波动，需要降低交易

成本。如何采用一个标准来减少谈判和博弈，让交易更便捷，甚至围

绕不标准的衍生品做 OTC 市场，是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突破口。在钢

铁行业我们已经实现了大量的客户引用钢联不同区域、不同品类的价

格指数作为基准，作为结算方式，所以在我们是以价格为中心的多维

度价格数据体系这个背景下，客户需要知道影响价格指数的诸多要素，

这是我们突破的重要方向。包括我们的多品类布局，也是延伸和复制，

是未来的重要突破口。 



5、未来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得到增强，变现能力是否有更大空间？ 

答：我们的目标致力于产业数据业务的高速扩张，围绕产业链“百

链成纲”。目前国内尊重知识产权环境越来越重视，数据交易所成立

也为数据确权背书，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客户群体。 

 

6、公司的壁垒和竞争力？ 

答：首先，大宗商品全产业链服务：形成了以黑色金属产业龙头，

兼顾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建筑材料、农产品、新能源、新材料、再

生资源等多元化产品领域，现已成为国内黑色金属产业链布局最全面

的公司之一，有利于带动公司其他板块业务的协同发展。其次，产业

链服务模式可复制：公司具备行业领先的数据采集、数据积累和标准

化体系优势，具有科学完备的方法论，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构建了可

复制的增长模式，成功复制黑色板块的标准化工作模式到其他商品板

块，基本实现了五大板块的全覆盖，相互验证和赋能。第三，我们拥

有 3000 多人的数据采集团队，已建立起一支经验丰富、结构合理的管

理团队，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部门主管在相关领域均拥有丰富的

从业经历。 

 

7、其他产业链的布局情况？ 

答：人才是核心竞争力，公司不断引进人才，扩张过程中关注两

个要素，一个是收入增幅匹配，一个是管理能力匹配。没有划分优先

发展板块，根据自身步伐来走。目前各个产业链都保持稳步推进，会

根据市场变化去调整经营策略。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1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