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铁市场运行形势分析

时间：2021-4-20 演讲人：汪建华 地点：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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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钢铁行业爬坡不易、过坎艰难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2020年月度预测：
◼ 11月29日：12月钢铁市场有望涨跌互现
◼ 10月29日：11月钢铁市场还有阶段性反弹空间
◼ 9月30日：10月钢价有望阶段触底甚至反弹
◼ 8月30日：9月钢铁市场仍有上涨空间，谨防冲高回落
◼ 7月30日：8月钢铁市场还有阶段性上涨空间
◼ 6月28日：7月钢铁市场还有适度下跌空间
◼ 5月29日：6月钢铁还有阶段性反弹空间
◼ 4月30日：5月钢铁市场危中或有机
◼ 3月30日：4月钢铁市场仍有下跌空间
◼ 2月28日：3月钢铁市场还有下跌空间
◼ 1月30日：2月钢铁市场探底后有望企稳甚至反弹
◼ 12月28日：1月钢铁市场震荡运行

3月10日钢材、螺纹价格指数3682.07、3534.4 / 4月2日热轧价格指数最低3304.73

· 2005合约能到3200左右，难破3157

962

情绪演绎方向技术指引幅度



消费高增长但钢材均价竟然逆势回落

◼ 估计2020年全年粗钢表观消费10.4亿吨左右，同比
增长10.3%或增加9700万吨左右，表观消费的增长
要显著大于实际消费的增长

◼ 2020年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均价3974，同比下跌64，
在两位数的消费增长的背景下利润却逆势下降，这
与中国成为唯一的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不太匹配



牛年新变化、开局满堂红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强宏观面

弱基本面

强预期

弱现实

◼ 近期主要观点：2月节后震荡上行；3月在震荡中还有上涨空间；4月仍有上涨空间；

◼ 1月底判断2月市场的观点：2月钢市主要运行逻辑是以宏观和预期为主。2月钢材综合价格指
数涨344，螺纹、线材、中厚板、热轧、冷轧分别上涨330、333、367、368、307；

◼ 牛年新变化并分析其可能影响：对节后市场起到稳中向好的作用。一是钢厂自储有利于减
轻市场的压力；二是不做冬储或库存的贸易贸易商，节后面临补库的需求；三是终端企业春
节后上班就会陆续补库；四是显性库存隐性化，大家观察到的调查数据或小于真实数据。节
后截止4月16日综合钢价、螺纹、中厚板、热轧和冷轧分别涨866、705、1054、1007、684。



牛年新变化、开局满堂红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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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新变化、开局满堂红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 春节后截止4月9日，热轧带钢和唐山钢坯价格分别
上涨1144和1145，远高于普钢综合的884涨幅；

◼ 20mmHRB400E螺纹上海、广州、沈阳价格分别是
5090、5160、5220；3.0热轧上海、广州、沈阳价
格分别是5550、5580、5630；

◼ 上海与天津热轧倒挂50，上海与沈阳线材倒挂320、
广州沈阳线材倒挂170，上海与沈阳螺纹倒挂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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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政治周期

数据来源：新华社，钢联数据

◼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十四五”开局之年，正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国进入伟大复兴的新时期；

◼ 签署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1，完成中欧投资协定签署，主动表态考虑加入
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新政治周期下经济发展的动能切换为扩大内需引领经济发展，“需求侧改革”走上前台

◼ 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是实现

✓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 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这样的目标实现，或许要求GDP年均增长在5~5.5%之间



全球主要经济体迎来设备投资回升新周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联数据

◼ 朱格拉周期又称固定资产投资
周期，固定资产投资是存货周
期转折点的一个决定因素。

◼ 7-11年的投资周期与机器和设
备方面的投资波动相关联，固
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包括资本货
物：如机器、设备、建筑物、
船只、飞机。

◼ 从另一个角度看，朱格拉周期
以来的是技术升级产生的设备
投资或旧设备更新。

◼ 随着人工智能和5G技术的发展，
生产技术改造升级，环保要求
提高，以及国外需求替代，
2020年~2021全球的固定资产
投资正处在新一轮朱格拉周期
的起点。

◼ 从美国设备投资规律看，我国
设备投资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2020年：-7.1%



中外迎来补库新周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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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期

被动补库存阶段
结束期

主动去库存
阶段结束期

被 动去 库存
阶段结束期

主动补
库存

被动补
库存

主动去
库存

被动去
库存

补库存 去库存 总时长

2000年5月 2001年2月 2001年7月 2002年4月 2002年10月 10 5 9 6 15 15 30

2002年11月 2004年8月 2004年12月 2006年2月 2006年5月 22 4 14 3 26 1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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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利好提振预期、增强现实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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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报告重要指标和内容

数据来源：媒体，钢联数据



海外第三波疫情带来短期扰动但难改趋势

数据来源：媒体，钢联数据



部分国家通胀大幅回升，压力开始显现

数据来源：媒体及研究机构，钢联数据

美元兑土耳其里拉中间价走势

汇率市场遭遇单日巨幅贬值。3 月 22 日，土耳
其里拉兑美元大幅下挫，跌至 8.4:1，相比上一
个交易日（3 月 19 日）下降了 14%，为 2020 
年 11 月以来首次跌破 8:1

◼ 俄罗斯2月CPI同比增速达5.67%，超过俄罗斯央行4%的通胀目标；
◼ 土耳其2月CPI同比15.61%，也远高出土耳其央行设定的5%的目标；
◼ 巴西2月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速达5.2%，超过巴西央行今年3.75%的通胀目标；
◼ 中国3月PPI反弹至4.4%的阶段性高位水平。



政府收支对投资增长有一定拖累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联数据

◼ 政府性基金的收支节奏都相对滞后。虽然 1-2 月二本账收入同比增长63.7%，但是在低基数上的高增（去年
1-2 月同比下降 18.6%），完成预算进度 13.3%，仍明显低于 2016~2018 年同期。二本账支出同比下降
10.4%，完成预算进度仅为 8.4%，落后去年 1.8 个百分点，节奏相对滞后。

◼ 3 月初财政部已按程序提前下达各地部分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1.77 万亿，或意味着未来二本账支出的节奏显
著加快。1-2 月二本账支出增速转负，和新增专项债限额迟迟未提前下达、无法形成二本账支出有关。



货币净投放相对平稳，资金略显压力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联数据



盘面利润创历史记录或面临压力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交易所

3月22日：
螺1111；
热1274

4月9日：
螺1328；
热1571

历史螺
最大利
润：
期1329；
现1476

盘面虚
拟利润
4月6

日螺
1440；
7日热
1691；
此前
1329、
1350



现货阶段性涨幅惊人或有调整压力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 钢材综合价
格月度均价
连涨12月，
累计涨1850，
钢价自2020

年4月8日低
点涨1915、
螺纹自2020

年3月10日
低点涨1583 ；

◼ 历史会有惊
人的相似，
当然不会完
全重演；

◼ 2020-2021

年的这波上
涨行情的力
度理论上应
该更大；

◼ 情绪和政策
风险随时可
能来临



政府对商品价格表现关注度升级

数据来源：媒体，钢联数据

◼ 4月8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
五十次会议。会议强调，要保持宏观金融政
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执行好稳
健的货币政策。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宏观政
策的首要目标是保就业和保市场主体。要保
持物价基本稳定，特别是关注大宗商品价格
走势。

◼ 调控价格暴涨、维护六稳六保的具体举措建议：
第一，国务院牵头成立督查组，开展“六稳”、“六保”

政策落地及影响因素专项督查，由各省、全国工商联组织调研
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听取广大中小企业在稳生
产、稳就业方面遇到的问题。

第二，国家发改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材料涨价情
况进行全景监测，对违反市场规律的原材料价格波动进行宏观
调控，对进入大宗原材料领域炒作的热钱进行追踪监测，对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恶意涨价的企业实施反垄断调查。

第三，鼓励基础工业原材料领域加强行业自律维持价格秩
序，组织行业协会开展深调研，鼓励行业协会倡导企业维持材
料价格平稳，产业上下游形成价格联动机制，鼓励企业间在签
订合同时建立履约价格和原材料定价联动，确保供需双方正当
权益均得到保障。

第四，商务部协同开展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谈判，组织国
家队联合采购，对国外进口依存度较高的大宗商品进口价格，
政府商务部门协同进行沟通开展国际谈判，为国内基础原材料
维护正当公允的价格水平。
◼ 4月9日，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座谈会上，企业家反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带来企
业成本上升压力很大。李克强表示，加强原材料等市场调
节，缓解企业成本压力。



钢铁基本面稳中向好：库存水平好于预期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1-3月铁、钢、材产量同比分别增加
2607、3997、6033万吨；
同期样本库存只增1428万吨

社会库存 螺纹 线材 热轧板 冷轧板 中厚板 合计
2021/4/15 1035.01 266.08 249.4 115.87 118.63 1784.99
2020/4/16 1141.7 356.12 368.95 145.78 115.2 2127.75
周环比变化 -79.75 -7.02 -10.29 -1.68 -0.11 -98.85
年同比变化 -106.69 -90.04 -119.55 -29.91 3.43 -342.76
年同比变化幅度 -9.3% -25.3% -32.4% -20.5% 3.0% -16.1%

钢厂库存 螺纹钢 线材 热轧卷 冷轧卷 中厚板 合计
2021/4/15 399.96 104.43 92.45 32.68 80.56 710.08
2021/3/18 515.01 159.54 111.76 36.68 95.49 918.48
2020/4/16 459.36 122.76 124.67 52.92 97.07 856.78
周环比 -15.59 -10.73 -4.29 0.14 -1.17 -31.64
月环比 -115.05 -55.11 -19.31 -4 -14.93 -208.4
年同比 -59.4 -18.33 -32.22 -20.24 -16.51 -146.7
年同比增幅 -12.9% -14.9% -25.8% -38.2% -17.0% -17.1%

社会+钢厂库存 螺纹 线材 热轧板 冷轧板 中厚板 合计
2021/4/15 1435 371 342 149 199 2495
2020/4/16 1601.1 478.9 493.6 198.7 212.3 2984.5
周环比变化 -95.3 -17.8 -14.6 -1.5 -1.3 -130.5
年同比变化 -166.1 -108.4 -151.8 -50.2 -13.1 -489.5
年同比变化幅度 -10.4% -22.6% -30.7% -25.2% -6.2%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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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品种需求维持高位但同比走平甚至略低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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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3月消费增速低于往年，但逐步回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联数据

◼ 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484亿元，同比增长34.2%；比2019年3月份增长12.9%，两年平均
增速为6.3%；

◼ 1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5221亿元，同比增长33.9%，两年平均增速为4.2%；经季节调整，与
去年10~12月份环比增长1.86%。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94612亿元，增长31.2%。



1-3月部分领域投资低迷，但有些开始回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联数据

◼ 1-3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 25.6%，两年平均增速仅2.9%。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整体表现平淡，仅仅是刚刚
填平疫情造成的深坑，并且结构分化显著，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两年平均增速-2%%和2.3%；

◼ 1-2 月制造业和基建投资低迷，或由于年初疫情反弹及专项债下达时间较晚。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尚未回到
疫情之前的水平，考虑到年初以来社融及信贷的表现，特别是中长期贷款持续高增， 制造业投资增速 1-3
月的低迷表现或由于年初疫情阶段性反弹造成的投资需求滞后。基建投资方面，今年两会确认的专项债
3.65 万亿额度几乎持平上年，随着政府债发行放量，后续基 建投资增速有望上行；

◼ 3月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速分别达到25%和25.3%；

◼ 3月建筑业新订单指数56，环比增5.6个百分点，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62.3，环比大幅回升7.6个百分点，从
业人员指数55，环比回升0.8个百分点；

◼ 根据八大建筑央企发布的信息，2020年合计新签订单已接近12万亿，整体同比增长近20%，这些项目不但
会给今年的基建用钢带来存量，还会带来一定的增量；

◼ 钢联跟踪的各省重点开工项目投资计划，从去年9月以来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去年10月公布的投资计划达到
最高的3.2万亿；今年2月则更是达到65244亿的历史最高水平；

◼ 根据钢联不完全的统计汇总，2021年各省市交通建设投资30782.85亿元，同比增长16.4%。2020年受疫情扰
动，交通建设投资复苏不明显，今年有望加速。



中国1-3月房地产市场具有较强的韧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联数据

◼ 1~3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7576亿元，同比增长25.6%；比2019年1~3月份增长15.9%，两年平
均增长7.6%；

◼ 商品房销售面积3600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3.8%；比2019年1~3月份增长20.7%，两年平均增长9.9%；
◼ 商品房销售金额较 2019年同期增长 41.9%，两年均增长 19.1%，显示出在房价上涨和增值保值需求

的催化下房地产销售非常旺盛；
◼ 与销售端形成对比的是投资端的下滑，1-3 月土地成交价款同比下滑17.3%，可能由于央行对房地

产行业金融政策的不断加码，对企业拿地需求作用有所显现；
◼ 3月房屋新开工面积两年均下降2%；1-3月房屋新开工面积36163万平方米，增长28.2%，两年均下

降3.4%。



制造业在持续扩张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 3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6.5%，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



海外钢价为中国出口提供了动力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欧盟钢厂自中国春节后涨
了202美元/吨，CFR进口
涨了219美元/吨，分别达
到1068和1049美元/吨
低于2008年历史最高分别
是1220和1200美元/吨
美国历史最高价格：钢厂
1240、进口1260，现分
别达到1461、1240

积压订单第三高时的情况
由此判断美国价格走势

2021年1-2月份，中国出
口钢材1014万吨，同比增
加29.9%。实现出口额为
8846亿美元，同比增长
45%。据此测算，1-2月
中国钢材出口均价为
872.4美元/吨。
国内外价差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抵消退税率调整影响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按人民币计价，我国3 月出口同比增长20.7%，进口同比增长27.7%，3 月贸
易顺差规模为879.8 亿元。按美元计价，我国3 月出口同比增长30.6%，进口同比增长38.1%



钢铁基本面稳中向好：上半年需求有望大幅增长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 国际钢协最新预测全
球2021年钢材需求
增长5.8%，其中中
国增长3%；

◼ 根据钢联研究中心的
预测，2021年钢材
消费有望增长2.4%

或以上；
◼ 考虑到2020年上半

年疫情影响，基数比
较低，估计今年上半
年的需求增长大概率
会达到2位数；

◼ 2020年经济社会发
展公报揭示2020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7%，超过GDP增
速，内需有望进一步
提振。



上半年供给维持高增长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日均铁水：245.63 / 233.36 ~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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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利润回升驱动供给维持高位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注：表中为周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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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元/吨）

螺纹 热卷 冷轧 中厚板 线材 焦炭

2021/4/16 859 1171 1080 1139 1032 305

2021/4/9 929 1273 1146 1208 1076 320

2021/3/17 434 574 669 523 566 635

2020/4/15 510 137 54 356 632 22

周变化 -70 -102 -66 -69 -43 -15

月变化 424 597 411 616 466 -330

年变化 349 1034 1026 783 400 283



环保等政策对供给形成扰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3月19日，唐山市发布关于钢企限产减排措施的草案。据Mysteel理论测算，当前唐山地区铁水
影响约10.6万吨左右（不含长期停产和已淘汰的生产装备），日度产能利用率为72.98%，如
果按照文件落地执行，3月20日--6月30日，唐山日均影响铁水约11.53万吨，高炉产能利用率
将维持在70.61%，较当前下降2.37%；7月1日--12月31日，日均影响铁水产量约10.06万吨，
产能利用率将维持在74.37%，较上一阶段上升3.76%。总共影响铁水3555万吨左右。

是否还有其它地区跟进

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启动，分别对山西、辽宁、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
西、云南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针对钢铁行业“控产能、减产量、回头看”进行了部署。8个省（区）开
展为期约1个月的督察进驻工作。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以及去产能“回头看”落
实情况等。

进出口退税率政策变化对供给的影响



短期螺纹钢处于供需增量强弱转换阶段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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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20 2021

螺纹钢
（万吨）

产量 消费量 总库存 钢厂库存 社会库存

2021年第10周 358.2 453.6 1435.0 400.0 1035.0

2021年第9周 356.9 455.1 1530.3 415.6 1114.8

2021年第6周 346.5 382.4 1795.9 515.0 1280.9

2020年第12周 343.4 474.9 1601.1 459.4 1141.7

周环比 1.4 -1.5 -95.3 -15.6 -79.8

月环比 11.8 71.2 -360.9 -115.1 -245.9

年同比 14.8 -21.4 -166.1 -59.4 -106.7



短期线材处于供需增量强弱转换阶段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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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20 2021

线材
（万吨）

产量 消费量 总库存 钢厂库存 社会库存

2021年第10周 161.5 179.3 370.5 104.4 266.1

2021年第9周 156.1 192.8 388.3 115.2 273.1

2021年第6周 150.4 170.4 486.2 159.5 326.7

2020年第12周 148.8 185.3 478.9 122.8 356.1

周环比 5.5 -13.5 -17.8 -10.7 -7.0

月环比 11.1 8.9 -115.7 -55.1 -60.6

年同比 12.8 -6.0 -108.4 -18.3 -90.0



热轧供需趋势向好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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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20 2021

热卷（万
吨）

产量 消费量 总库存 钢厂库存 社会库存

2021/4/16 314.1 328.7 341.9 92.5 249.4

2021/4/9 327.1 350.4 356.4 96.7 259.7

2021/3/19 307.6 331.4 409.8 111.8 298.0

2020/4/17 309.4 332.4 493.6 124.7 369.0

周环比 -13.0 -21.6 -14.6 -4.3 -10.3

月环比 6.6 -2.7 -68.0 -19.3 -48.6

年同比 4.8 -3.7 -151.8 -32.2 -119.6

注：春节前后年同比农历对齐



二季度通胀驱动商品价格有上行空间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 2月企业经营活动预期重新走强；

◼ 企业盈利水平进一步提升。1-2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11140.1亿元，同比增长1.79倍，比2019年1—2

月份增长72.1%，两年平均增长31.2%；

◼ 企业中长期贷款放量大增；

◼ 预示后续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增长动能强劲；

◼ PPI(4.4)逐步回升，CPI(0.4)有望跟随，通胀逐步显现



充裕的流动性更是会增强价格弹性

数据来源：统计局，钢联数据



原燃料价格短期调整后或反弹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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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进口炼焦煤港口库存：合计（周）

2018 2019 2020 2021

焦煤库存
（万吨）

钢厂炼焦煤
库存

独立焦化厂
炼焦煤库存

炼焦煤煤矿
库存

进口炼焦煤
港口库存

焦煤总库存

2021/4/16 859.0 774.2 166.7 364.5 2164.4

2021/4/9 872.5 768.9 161.8 364.5 2167.7

2021/3/19 870.2 810.2 156.5 268.3 2105.3

2020/4/17 779.9 624.1 293.8 570.0 2267.8

周环比 -13.5 5.3 5.0 0.0 -3.2

月环比 -11.3 -36.0 10.2 96.2 59.1

年同比 79.1 150.1 -127.1 -205.5 -103.4



原燃料价格短期调整后或反弹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唐山钢企限产对焦炭影响量理论测算：3月20日-6月31日，焦炭日耗较满产状态下滑5.62万吨/天；6月31

日-12月31日，焦炭日耗较满产状态下滑4.85万吨/天，合计焦炭总消耗量减少1470万吨。

天/万吨
焦炉产能利

用率
钢厂焦炭可

用天数
钢厂焦炭总

库存
焦化厂焦炭

库存
焦炭港口库

存
焦炭总库存

2021/4/16 76.9% 15.0 472.0 50.8 243.5 766.2

2021/4/9 78.2% 15.5 482.1 60.5 229.0 771.6

2021/3/19 79.1% 15.6 489.8 76.1 198.5 764.4

2020/4/17 75.5% 16.3 489.2 77.2 332.3 898.7

周环比 -1.3% -0.5 -10.1 -9.8 14.5 -5.4

月环比 -2.2% -0.6 -17.9 -25.33 45 1.8

年同比 1.5% -1.3 -17.2 -26.4 -88.8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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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价格或受政策调整冲击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若3月18日之后维持铁水产量28万吨/天，则预计唐山地区今年全年的铁水产量将同比去年减少约2663万吨，折算到铁
矿需求，今年全年唐山地区铁矿石需求同比下降约426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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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
（万吨）

钢厂高炉产
能利用率

国内矿山产
能利用率

45个港口
日均疏港量

45港口铁
矿石库存

2021/4/16 87.7% 66.4% 290 13315

2021/4/9 86.9% 66.4% 281 13099

2021/3/19 87.2% 66.9% 282 13021

2020/4/17 86.7% 64.3% 304 11636

周环比 1% 0.0% 9.1 217

月环比 0.5% -0.6% 8 294

年同比 1.0% 2.1% -14 1680

铁矿石
（万吨）

澳洲、巴西
铁矿石到港

量预估

2021/4/16 1970

2021/4/9 2141

2021/3/19 1564

2020/4/17 1728

周环比 -171.1

月环比 406

年同比 242



未来钢价何去何从？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指标名称

09-10年综

合

09-10年

螺纹钢

09-10年

线材

09-10年

中厚板

09-10年

热卷

09-10冷

板

09-10年

进口矿

09-10年

螺纹主力

2009-11-02 3783 3641 3625 3569 3642 4917 3910

2010-04-13 4857 4621 4788 4800 4649 6168 171 4881

2010-04-14 4865 4621 4788 4805 4671 6181 174 4854

2010-04-16 4845 4573 4755 4813 4660 6181 174 4838

2010-07-15 4083 3837 3977 4034 3993 5122 126 4053

涨幅 1082 980 1163 1244 1029 1264 944

28.6% 26.9% 32.1% 34.8% 28.3% 25.7% 24.1%

跌幅 -782 -784 -811 -779 -678 -1059 -48 -801

20-21年综

合

20-21年

螺纹钢

20-21年

线材

20-21年

中厚板

20-21年

热卷

20-21冷

板

20-21年

进口矿

20-21年

螺纹主力

2020-11-02 4097 3905 4194 3935 3947 4783 118.35 3719

2021-04-07 5550 5133 5421 5607 5614 6035 172.4 5117

2021-04-09 5519 5117 5418 5583 5547 6003 172.3 5068

涨幅 1452 1228 1227 1672 1667 1252 54 1398

35.4% 31.4% 29.3% 42.5% 42.2% 26.2% 45.7% 37.6%

变化幅度差 370 248 64 428 638 -12 454



2021年展望：换挡提升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 全球经济增长由下跌（倒挡）切换到上涨（进挡）；

◼ 中国经济增长由低增长（低进挡）切换到高增长（高进挡）；

◼ 经济政策由适时、适度逐步出台（进挡）到不急转弯逐步退出（倒挡）；

◼ 钢铁供需由大幅增长（高进挡）切换到低增长（低进挡）；

◼ 钢材出口由大幅回落（高倒挡）切换到大幅增长（高进挡）；

◼ 钢铁进口由大幅增长（高进挡）切换到大幅回落（高倒挡）

◼ 钢材综合均价由小幅下跌（倒挡）切换到大幅上涨（快进挡），不同品种

钢材均价涨幅或在10~20%，有望全面超过2011年高点，冲击2008年水平；

◼ 钢材综合价格期末和期初价差由大涨（高进挡）切换到下跌（低倒挡）；

◼ 钢铁行业利润由小幅回落（低倒挡）切换到小幅增长（低进挡）。

2021年在没有经济或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中国经济社会和钢

铁行业发展有望实现稳中求进、换挡提升，但这种提升，是基于低基数和刺激政策渐进式

退出下的提升，数据固然好看，但不科学决策还是难以做到的，企业生产经营未必能躺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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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十四五”期间或迎来钢铁消费峰值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 《建议》：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
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据此推算，未来15年年均GDP增速或将达到4.5%左右；

◼ 2019年中国人均粗钢消费672.8公斤，人均GDP在10262美元，一些发达国家粗钢消费达峰值时人均GDP的上
下限分别是12500美元和7800美元；

◼ 从发达国家发展规律看，中国钢铁消费峰值或在“十四五”期间出现。

国 家 高增长期 低增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平稳期

英 国 1890-1960(70年) 1961-1964(4年) 1965-1973(9年) 1974-1985(17年) 1986-

美 国 1900-1964(64年) 1965-1973(9年) 1974-1982(9年) 1983-1990(8年) 1991-

日 本 1956-1970(15年) 1971-1973(3年) 1974-1986(7年) 1987-1995(9年) 1996-

韩 国 1976-1995(20年) 1996-2000(5年) 2001-至今(22年) —— 2010-

中 国 1995-2011(17年) 2012-2016(5年) 2017-至今(4年) —— ——



机遇：中国钢铁业将迎来极具价值时期

数据来源：《建议》，钢联数据

◼ 《建议》：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 《建议》：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关于规范再生钢铁原料进口管理有关事项公告》国家标准29日通过审定，该标准于2020年12月31日发布；
◼ 《十四五钢铁行业发展规划》出台；
◼ 《钢铁产能置换政策》出台

国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建设

智能制造

工业强基

绿色制造

高端装备创新

五大工程 制造强国 十大领域

绿色制造

高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航天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先进轨道交通设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电力装备

农机装备

新材料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挑战：消费达峰值后过剩和结构调整的压力

数据来源：国际钢协，钢联数据

1973年 1988年 2003年 2018年
人均粗钢消费量(kg/人) 人均粗钢消费量(kg/人) 人均粗钢消费量(kg/人) 人均粗钢消费量(kg/人)

美国 711 449.8 -36.7% 363.1 -19.3% 342 -5.8% -51.9%
日本 802 706.4 -11.9% 605.5 -14.3% 560 -7.5% -30.2%
德国* 660 505.6 -23.4% 505.1 -0.1% 504 -0.2% -23.6%

国家
峰值后15年

变化
峰值后3第2
个15年变化

峰值后第3
个15年变化

峰值后45年
变化

◼ 从发达国家达到峰值后的普遍规律看，消费都会快速大幅回落，不同经济特征、不同阶段回落幅度不同；
◼ 产品结构在峰值及后期变化比较大（表中因国际钢协年鉴口径变化，不全，且因产业进步不能简单比较）；
◼ 峰值之后普遍规律：钢铁行业利润持续低迷、10年内从业人数下降40%、10-20年产业大规模整合；
◼ 2030年前碳达峰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0月IEA公布的《世界能源技术展望2020-钢铁技术路线图》

指出，2050年钢铁生产碳排放强度必须降低60%，即吨钢碳排放从目前的1.4吨降到0.6吨。

1973占比 1988占比 2003占比 2017占比 1973占比 1988占比 2003占比 2017占比 1973占比 1988占比 2003占比 2017占比
铁路用钢 0.78% 0.43% 0.64% 0.91% 1.28% 0.73% 0.70% 0.00% 0.67% 0.45% 0.53% 0.92%
大型型钢 4.49% 6.35% 4.96% 4.71% 6.68% 0.00% 8.40% 8.22%
小型型钢 1.01% 1.15% 1.66% 5.77% 1.09% 0.00% 13.70% 1.51%
混凝土钢筋 4.25% 6.98% 5.83% 5.10% 0.00% 14.01% 0.00%
热轧钢筋 5.78% 5.52% 3.35% 2.66% 3.75% 0.00% 13.85% 24.20% 22.21%
线材 1.19% 3.42% 2.98% 1.75% 10.61% 10.77% 15.79% 0.00% 6.89% 8.63% 9.20% 8.54%
冷轧带钢 0.71% 0.80% 0.29% 0.65%
热轧带钢 1.06% 1.02% 7.53% 6.11%
电工钢板（带） 0.08% 0.44% 0.36% 0.00% 0.99% 1.30% 1.60% 0.00% 1.23% 1.94% 2.53% 2.01%
镀锡产品 4.44% 3.01% 1.20% 2.31% 2.67% 0.00% 2.18% 2.70% 2.31%
镀层板（带） 4.17% 16.93% 16.53% 3.51% 19.90% 0.00% 5.86% 21.18% 1.86%
管材 4.71% 3.94% 3.53% 7.89% 9.98% 10.59% 10.12%
长材合计 21.13% 23.91% 50.82%
板材合计 26.77% 44.02% 21.77% 59.28% 34.82% 54.79%

品种 日本德国美国

11.89% 22.04% 29.60%



关于钢铁行业减量发展的建议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 尽快建立碳排放统计体系并应用；

◼ 优化原燃料的使用；

◼ 生产工艺改进优化；

◼ 提高产品质量；

◼ 物理（捕获和填埋）或化学方法（化解成新产品）减排；

◼ 限制能耗，对高耗能企业征收惩罚性电费；

◼ 鼓励钢铁产品进口，取消钢铁进口关税；

◼ 限制钢铁产品出口，对初级等产品出口加征关税；

◼ 对碳排放实施均值限制，对超过行业平均排放水平的企

业硬性要求逐步减量；

◼ 对碳排放实施总量限制，对超过区域平均排放（对应经

济规模的平均排放量）水平的省市要求逐步减量；

◼ 与信贷挂钩；

◼ 尽快建立碳交易平台

➢ 制作活性炭

➢ 制作碳黑

➢ 作为碳单质制作原料

➢ 作为钢铁渗碳材料

➢ 电池用碳包覆材料

➢ 制作碳棒



操作策略：因应周期的轮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 2020年底：2021年“换挡提升”；

◼ 2019年底：2020年“爬坡过坎”；

◼ 2018年底：2019年“势不再来”；

◼ 2017年底：2018年“峰回路转”；

◼ 2016年底：2017年“价值回归”；

◼ 2015年底：2016年“微型反转”；

◼ 2014年底：2015年“有底无高”；

◼ 2013年底：2014年“跌无底部”；

◼ 2011年初：大宗商品进入回落的周期

◼ 2008年7月16日报告：或同时面临“三重危机”

../../../03专题研究/2008年专题/200807专题/石油危机期间钢材产销/Mysteel：看石油危机期间钢铁行业发展（20080716，汪建华）.doc


操作策略：瞄准方向把握节奏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把握做多机会 抓大放小

控制下跌风险 做精做细

瞄准方向



操作策略无时不有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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