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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能 可 (Glencore International PLC) 就 像“ 潜

伏”在海底多年的巨鲸，近来终于浮上水面，并且

一亮相就让所有人震颤。

中 国 人 也 许 对 于 嘉 能 可 并 不 熟 悉。 但 2012

世界 500 强企业前 20 位、全球最大大宗商品交易

商等名头都在告诉世人嘉能可非一般的地位。而

近日它与瑞士矿业巨头斯特拉塔（Xstrata）的合并

更使中国矿业顿感压力颇大——一个矿业托拉斯

就这样冉冉升起，而本就处于弱势的中国矿业更被

逼得退无可退。

低调巨头出“大招”

就现实而言，嘉能可的确是一家过 于 神 秘 的

公 司 。 尽 管 这 家 公 司 早 在 1974 年 已 经 创 立，但

即便是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关于它的资料也

不多。

上周二（11 月 20 日），嘉能可和斯特拉塔的股

东分别以压倒性的高支持率 99.4%和 78.88%通过

了两家公司的合并计划。紧接着，在 11 月 22 日，两

家高达 391 亿英镑（约 600 亿美元）的合并交易案又

通过了欧盟监管部门的审批。

一旦合并的最终公告对外发布，嘉能可和斯

特拉塔就将缔造市值超过 900 亿美元的全球第四

大多元化矿业巨头——嘉能可斯特拉达国际。据

外媒此前披露的信息，新公司中，斯特拉塔和嘉能

可或分别占 45%和 55%的股权，同时，新公司将成

为继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之后的全球第四

大矿业公司。据瑞银此前报告，合并后的公司将

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煤（控制 30%的电煤国际贸

易量）和铅生产商，并跻身全球前五大铜和镍生产

商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收购并未完结。目前，这

项合并案仍需获得中国和南非的反垄断监管机构

的批准。同时，欧洲钢铁联盟对欧委会的决定表

示批评和谴责，并认为不应该批准该合并交易。

据媒体披露，嘉能可和斯特拉塔同意将完成审批

程序的最后期限延长至今年 12 月 31 日。

“就目前看来，嘉能可与斯特拉塔的合并交易

看来会成功。合并之后的公司将能够控制 30%的

电煤国际交易量，并成为全球最大的铅和锌的生

产商。在欧盟宣布合并案获批当日，就有反对的

声音称嘉能可存在垄断危险，而垄断的产生就意

味着新公司将在定价上具有话语权。”厦门大学中

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能源委能源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林伯强对记者表示。

就算是不时冒出一些反对声音，但强势的嘉

能可必然坚持“走自己的路”。有业内人士预计，

审批完成期限或延长至 2013 年 1 月左右，不过合并

交易已成定局，时间长短不是问题。

垄断危机压境

嘉能可披露的数据显示，2010 年公司纯利润

为 38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40%；营业额为 1449.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3%。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肆虐

全球的 2009 年，嘉能可的获利仍然超过 27.2 亿美

元。就像路透社对嘉能可的评价那样，嘉能可旗

下 拥 有 2000 名 交 易 员、律 师、会 计 师 等，为 全 球

40 个 国 家 提 供 各 种 市 场 即 时 性 情 报，业 务 范 围

从中亚油市到东南亚糖市无所不包。嘉能可已

成 为 瑞 士 收 入 最 高 的 企 业，营 收 规 模 超 过 了 雀

巢、诺华制药和瑞银。但如此惊人的公司业绩竟

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外人所知。尤其是在中

国，嘉能可更将低调演练得炉火纯青。在大宗商

品的实货交易世界里，嘉能可无所不在，也备受

争议。也许正是由于“对手”的神秘，才让中国矿

业不知所措。

有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首度成为煤炭净进

口国。作为全球最大煤炭中间商的嘉能可，也迅

速完成自身角色的转换。据一些业内人士估计，

嘉能可每年向中国销售的煤炭，占中国煤炭进口

总数的 7%至 9%。而嘉能可还参与到中国铜、锌

等金属产品的进口中：中国每年铜进口的市场份

额，嘉 能 可 占 到 20% 左 右；锌 进 口 市 场 的 份 额更

达到了 50%。

林伯强表示：“ 中国在 2011 年成为了全球最

大的煤炭进口国，能源及矿产对外依存度的日益

加重，使得中国的矿业进口日益受制于国际市场，

新的能源巨头的出现也将使得中国矿业定价权之

争更有难度。同时嘉能可与中国一半左右的铝企

业、锌企业有合作贸易关系，其与斯特拉塔并购之

后，国内有色金属市场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短期内或许不明显，中长期的影响不

容忽视。”

以往经历足以成为前车之鉴。十几年前，埃

克森与美孚、英国石油与阿莫科、道达尔菲纳与埃

尔夫及雪佛龙和德士古的合并案就改变了石油行

业的格局，而本次收购案的金额也仅次于上述 4 起

并购案。本就是中国矿业市场“大腕”的嘉能可，

借着合并必然实力大增。而未来，中国进口矿资

源价格上肯定会受到它的控制，想要争夺矿业定

价权也将更加艰难。

据媒体报道，嘉能可作为一家私有化程度高

的大宗商品交易商，曾数次卷入国内油气、煤炭走

私案，但最终都借助规则不透明而脱身。业内分

析，由于大宗商品交易透明度低，庞大的嘉能可可

以轻松地制造大宗商品短缺的假象，以此操控市

场价格。

但“ 我的钢铁网”分析师朱喜安对此并不赞

同。“我个人看好嘉能可和斯特拉塔的合并。”他对

记者表示，“ 斯特拉塔主要产品是煤炭和有色金

属，虽然中国煤炭进口量近几年有所增长，但总量

相对较小，合并对国内市场影响有限。此外，有色

金属的定价权本来也不在国内，总体感觉影响有

限。虽然合并短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选择，有利

于国内金属企业议价，但长期看，矿商企业集中度

提高后，中国企业议价能力会更弱。”

■■ 本报记者 徐 淼 栾 鹤

“如果没有钓鱼岛争端，我们肯定可以实现年初

制定的销售目标。”日前，一汽丰田常务副总经理田

聪明表示。

“但眼下的情况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目

标了。”紧张的中日局势，间接导致国内日系车销量

集体下挫，所有在华日系车品牌无一幸免，整体销量

下滑超过 50%。

“据我所知，今年日系车品牌销量能完成80%的目标

任务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一汽丰田希望可以达到甚至超

过这个比例。”田聪明称。这意味着一汽丰田将销售目标

由原来的 60万辆下调至 48万辆，但即便如此，一汽丰田

依然要在11月、12月完成合计5.6万辆的最后冲刺。

消费者对日系车仍心存顾虑

就在半年前，有媒体专访田聪明时，其明确表示

“不愁市场愁产能”，“一汽丰田是产能不足的企业，

标准产能只有 48 万辆。”

数字可以佐证彼时田聪明的信心，今年前 8 个

月，一汽丰田销量达到 38 万辆，同比增长 21%，远超

行业 3.3%的平均增长率。

但令田聪明没有想到的是，突变的中日关系，令

一汽丰田在传统旺季“金九银十”，并未品尝到收获

的喜悦。“去年同期 9 月份、10 月份总销量为 10 万辆，

今年下滑到了 4.4 万辆。”一汽丰田公关总监马春平

制作的 PPT 用数字说明了一切。

实际上，受到中日关系恶化影响，销量下降的并非

仅有一汽丰田，同期部分日系车品牌销量下滑甚至超过

70%。对此，田聪明很无奈，自 2008 年担任常务副总经

理以来，田聪明经历过“召回门”、地震海啸等各种困局，

但每次都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手段“化险为夷”。

然而，这次田聪明直言，“无论如何完不成任务”。

“实际上，我们比较好的区域到店率已经恢复到了 70%，

全国平均水平也达到以往的 50%。”田聪明称。但其承

认，消费者对日系车仍心存顾虑，“怕自己的车被划”。

丰田在华策略转变

或许丰田在华本地化战略的加速，对其而言是

一个好消息。日前，丰田明确表示，其在华称谓将由

此前的“丰田中国”改为“中国丰田”。田聪明称，“这

绝对不只是一句口号。”

除日本总部的职能在逐渐向中国倾斜外，无论

是人才培养还是国产化生产及研发，丰田对于中国

市场都投入下重注。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丰田已在华增设了技术研发

中心，这将会降低混合动力等前瞻技术产品在华的

生产成本。而丰田在华的高层中，也首次出现了丰

田中国执行副总经理董长征，雷克萨斯中国区副总

经理郎立新等中国面孔。

“上述本土化、当地化方面的努力，最终就是为

了把‘丰田中国’变成‘中国丰田’。”田聪明认为，“未

来这个速度可能还会加快。”

眼下，撇开今年的目标，田聪明反复强调明年车

市的复杂性。但一汽丰田的车型导入计划已在按部

就班地进行中。除刚刚上市的新花冠外，明年跑车 86

也将进入中国销售。这款跑车的目标用户是中国的

年轻精英，“选择 86 就是选择一种人生”。马春平称。

实际上，这款车型的引入也体现出丰田在华策

略的悄然改变，以往丰田带给外界的印象是中庸沉

稳，86 的引入将带来不一样的丰田，这会成为丰田在

中国的全新开始吗？ （李 邈）

法国著名奢侈品制造商路易

威登（LV）日前低调更换总裁，由

48 岁的西班牙人霍尔迪·康斯坦

斯接替执掌公司长达 22 年之久

的伊夫·卡塞勒，正式成为全球最

大奢侈品集团路威酩轩 (LVMH)

旗下核心品牌掌门人。

近 日 ，海 航 集 团 将 与 IBM

在 海 口 签 署 一 份 战 略 合 作 备

忘 录 。 双 方 拟 在 拓 展 海 南 物

联 网 市 场 ，IBM 协 助 海 航 集 团

IT 产 业 转 型 ，以 及 IBM 入 资 海

航 集 团 相 关 产 业 等 三 大 领 域

展 开 合 作 。

惠誉近日发布报告称，下调

日本电子行业巨头索尼公司和

松下公司长期本外币发行人违

约评级，由此前的“BBB-”分别

下 调 两 档 和 一 档 至“BB- ”与

“BB”，评级前景为负面。索尼和

松下均沦落为“垃圾级”。

近日，惠普发布报告显示，

惠 普 第 四 财 季 净 营 收 300 亿 美

元，同比下滑 7%。由于受到其收

购对象 Autonomy 业务相关的 88

亿美元的非现金商誉和无形资

产减值费用的影响，惠普第四财

季净亏损 69 亿美元。

洋快餐食品安全又起波澜。肯德基目前

又陷入了“速成鸡”喂“有毒”饲料风波，尽管

肯德基及供货商粟海集团均回应称“速成鸡”

安全，但肯德基避谈饲料添加药物问题，且除

当事方自说自话以外，目前尚未有第三方权

威检测机构就此作出解释，消费者疑虑难消。

日前，一则“肯德基、麦当劳原料鸡被曝

45 天速成”的消息，再次触动了公众对食品安

全高度敏感的神经。报道称，给肯德基、麦当

劳等知名快餐品牌供货的山西粟海集团在饲

料中添加药物喂养肉鸡，45 天让肉鸡速成，

“饲料把周边的苍蝇都毒死了”。对此，卷入

“速成鸡”风波的两大洋快餐巨头迅速做出了

回应。

肯 德 基 中 国 在 其 官 方 微 博 上 发 表 声 明

称，肯德基一贯重视食品安全，要求所有鸡肉

供应商都严格实施完整的食品安全管理措

施，并对其产品进行抽检。山西粟海集团在

肯德基鸡肉原料供应体系中属于较小的区域

性 供 应 商 ，其 供 应 量 仅 占 肯 德 基 采 购 量 的

1%，过往食品安全记录正常。肯德基同时表

示，根据媒体报道内容，肯德基将进行调查，

加强检验，并根据调查结果做相应处理。

另一家被点名的洋快餐麦当劳（中国）有

限公司对此事的回应则是，山西粟海集团不

是他们现有的鸡肉供应商。

山西粟海集团也在其官方网站上对此事

发表公开声明，其饲养的是中国肉鸡行业普

遍选择的白羽鸡，45 天属于正常生长期。该

公司强调其肉鸡养殖过程符合国家规定，肉

鸡饲料安全，使用的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和兽

药均符合国家规定，且今年的政府抽检结果

均合格。

实际上，“速成肉鸡”并不是第一次被置

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早在去年 6 月，中国畜牧

业协会就曾发布官方声明，回应“肉鸡为何生

长那么快？是不是在饲养过程中使用了生长

激素？”的质疑，官方还公布了在北京、上海、

广州三地的检测结果，但鸡肉中各项激素均

未被检出。 （徐 慧）

微博点评：

细语未澜 V：从“苏丹红”到“速成鸡”，越

来越多的“质量门”让人对洋快餐不再放心。

1987 年，肯德基第一家餐厅落户北京，目前，

其中国门店已突破 4000 家，中国已成肯德基

全球最大市场。洋快餐频频提价，利润位居

行业前列，但过度扩张能否保证食品安全？

值得我们深思。

有机会 V：近期的“速成鸡”事件不知是否

给一些企业敲响警钟？在“利益至上”面前，

企业往往求速，然而欲速则不达。要知慢工

才能出细活，这也就是近年来为何有机、生态

农业受追捧的原因。其实，企业满足消费者

的方法倒也简单，用心呵护食品安全，给消费

者以信任感，倘若食物安全达标，谁又舍得更

换品牌？

“丰田中国”更名“中国丰田”图自救 两大洋快餐
紧急撇清“速成鸡”质疑

路易威登
低调换帅

长城汽车
开拓马其顿市场

海航集团将与IBM
在三大领域展开合作

惠誉调降
索尼松下评级

惠普第四财季
亏损69亿美元

矿业托拉斯初现端倪 中国矿业难争定价权跨
国
聚
焦

跨
国
聚
焦

日前，由保加利亚利泰克斯汽

车公司组装生产的中国长城汽车将

正式出口马其顿，以此为开端逐步

打开欧洲市场。长城汽车是首个在

欧盟国家设厂的中国本土汽车制造

商，该公司计划5年内在保加利亚境

内生产的汽车增加至5万辆。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