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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钢铁产业快速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结果。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是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支撑产业，

是技术、资金、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2001以来我国钢铁产业快速发展主要得
益于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也为国民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我国钢铁工业大规模投资始于2003年，大量引进了国际钢铁业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先进技术和工艺装备，不仅实现了钢铁产品、产量能够满足我
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全
球竞争优势的产业之一。

4、我国钢铁业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钢铁业全面发展，包括国际钢铁及原燃
料市场供求平衡、矿山（铁矿、煤矿等）建设投资、装备制造、技术进步和新产
品研发等。

3、目前我国重点钢铁企业技术经济指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回收利用各环节的废弃物和余热，循环经济与花园式工厂改
变了对钢铁企业的传统看法。但是，目前部分新兴中小型钢铁企业对节能环保重
视不够，资源能耗高、污染物排放量大仍普遍存在。

钢之家网站第十届钢铁产业发展战略会议主要观点



我国钢铁业快速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结果

我国钢铁业发展历程回顾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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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钢铁业快速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结果

2013年我国GDP总量较2000年增长4.7倍，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12.6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1倍，外贸出口
额增长5.6倍，粗钢产量增长5.1倍，表观消费量增长4.1倍。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GDP：4.7倍 投 资：12.6倍 消 费：5.1倍 出 口：5.6倍

洗衣机7202万台

增长4倍

空调14333万台
增长6.85倍

电冰9341万台
增长6.3倍

铁路运营里程10.32万公里

增长0.5倍

高速公路总里程10.45万公里　

增长5.14倍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2539公里

增长16.39倍

港口深水泊位1932个

增长2.37倍

房屋竣工面积101435万平方米

增长3.04倍

管道输油(气)里程10.6万公里

增长3.29倍

民用机场数量193个

增长0.4倍
集装箱270万只
增长0.68倍

造船6147万载重吨
增长16.75倍

汽车2387万辆
增长10.53倍

大中型拖拉机58万台
增长12.16倍

金属切削机床72万台
增长3.09倍

2013年较2000年增长
粗 钢：5.1倍(表观消费量4.1倍) 生 铁：4.4倍 钢 材：7.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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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钢铁业快速发展是国家持续宏观调控下实现的

进入本世纪国家对钢铁行业宏观调控持续不断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2014年4月，三部委联合发布钢铁、水泥行业清洁生产标准

2013年10月，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2013年取消焦炭出口暂定关税，实施铁矿石进口许可自动登记制度。

2012年9月，工信部《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12年修订)》。2013年4月和12月公示两批符合条件企业

2012年4月，央行对钢贸行业实行限贷政策

2010年6月，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

2009年3月，国务院发布《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2008年11月，国家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2006年6月，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

2005年-2010年，国家调整钢铁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停止钢材“以产顶进”税收优惠政策、分步取消

普通钢材出口退税，并对钢坯、焦炭和普通长材加征出口暂定关税；对铁矿石实施进口资质管理。

2005年4月，铁本事件，2005年7月发改委发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

2004年5月，央行对钢铁、水泥、电解铝过热行业风险预警

2003年11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

1999年1月14日，国家经贸委发布《关于做好钢铁工业总量控制工作的通知》



近年来钢之家网站的主要观点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2013年4月 钢之家钢铁产业发展战略会议 祸起萧墙，内外交困 结构调整，任重道远

2012年4月 钢之家钢铁产业发展战略会议 我国钢铁业进入全面过剩发展阶段

2010年6月 美国WSD会议 2012-2015年中国钢需求量将进入7.0－7.5亿吨峰值区域

2009年4月 钢之家钢铁产业发展战略会议 钢材期货上市将挑战当前钢材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

2008年6月 美国WSD会议 2015年中国钢需求量6.5-7亿吨峰值区域

2006年12月 荷兰MB会议 中国钢铁推动全球钢铁业全面发展

2006年4月 钢之家全球钢铁看中国会议 过分强调产能过剩就是保护落后

2005年10月 中国冶金报 站在全球资源平衡的角度看待国内市场供求关系

2001年11月 马钢李建设经理会议发言：2005年我国粗钢产量将达到3亿吨

2001年10月 参加国家经贸委钢铁总量控制总结会：功不可没，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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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钢铁业已经进入全面过剩发展阶段，目前正面临以下问题：

1、我国钢铁消费量已经进入峰值区域，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发展方式决定
了未来我国钢材需求强度下降，钢材出口将面临加征出口关税和国外反倾销的双
重压力，短期内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的矛盾将难以有效化解。

3、目前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较低，布局不合理，专业化生产程度不高。

4、我国钢贸流通企业小而散，盲目投资转型和银行限贷，约有1/3钢贸流通
企业已经退出或者正在退出钢贸流通行业，另有1/3经营规模大幅萎缩，主业转
变为副业。钢贸流通在向大型流通企业集中的同时，下游大型用户倾向于直接向
钢厂采购，钢材流通短流程直接影响钢厂规模化生产和订单组织，销售费用呈上
升趋势。

2、钢铁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目前我国钢铁企业正处于“高负债率、高
税赋、高财务费用和低效益”以及市场需求不振、价格低迷的运行态势。

5、矿煤焦钢期货上市以及原燃料指数定价、钢材网价定价等，目前钢铁企
业普遍采取“贴近市场、事后追补”的定价策略。

钢之家网站第十届钢铁产业发展战略会议主要观点



钢铁业—路在何方？－－新平台·新路径·新发展

新平台：以结构调整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以账务管理为中心，通过并购
重组，组建特大型钢铁生产和流通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建立信息化管理
和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企业经营朝着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新路径：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统筹兼顾“成本、质量、市场占有率和效
益”四大要素与结构调整和节能环保工作，实施低成本战略，重点做好采购管理。

新发展：1、化解钢铁产能过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的背景下，把握好政府为调整钢铁产能过剩所出台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措施，做大做强钢铁主业的同时，择机适时淘汰低效产能。

2、钢铁行业开展电子商务的条件已经具备，把握数据时代给钢铁产业所带
来的发展机遇。

3、运用好钢铁产业链矿煤焦钢期货的对冲功能，做好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
的风险管理，积极防范和规避市场波动对企业稳定经营和经济效益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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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本：2014年国内铁矿石市场供应形势较为宽松。预计铁矿石原矿产量有望达到
15亿吨左右，增长3.4%。铁矿石进口量将增加5000万吨达8.7亿吨，增长6.2%。国产铁矿
石产量和供应量取决于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2014年我国铁矿石进口价格（62%）主要在
110-140美元/吨之间运行，全年均价120-125美元/吨。铁矿石贸易融资是当前国内钢材市
场的最大风险之一。焦炭国内市场需求和出口量继续增长，炼焦煤市场价格主要取决于独
联体和蒙古等国对中国大量出口，虽然目前价格处于底部区域但难有大的起色。

关于需求：预计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7.5%左右，粗钢需求量约7.5亿吨，增长3%；钢
材出口量6600万吨左右，增长5.9%，进口量与去年持平，粗钢净出口量5500万吨左右，增
长7.9%。一季度国内钢材市场需求增长处于较低水平，二季度及下半年需求将好于一季度。

关于产量：预计2014年我国粗钢和生铁产量分别为8.0－8.1亿吨和7.3亿吨左右，较
去年分别增长3.3%和3.4%。2014年一季度我国实际粗钢产量低于去年同期，二季度及下半
年钢铁产量水平将有望高于一季度。

关于资金：国内货币供应相对宽松，社会融资总额增量同比减少，实体经济资金仍然
紧张，预计后期有望有所改善，但钢铁行业资金紧张的局面仍将持续。

结论：2014年我国钢材市场供求保持弱平衡，并将继续维持低价位、低效益、低库存
运行。二季度钢材市场价格逐步回升，三、四季度价格水平震荡运行，总体高于一季度，
预计2014年普通热轧钢材全年均价约3550元/吨，较2013年下跌5%左右。

对当前及下半年钢材市场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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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市场铁矿石进口价格及运行区间预测

2014年我国铁矿石进口价格（CIF）的主要运行区间在110-140美元/吨，全年均价120-125美元/吨左右，较2013年
的134美元/吨下跌约10%。

2011年均值：165 $/t

2012年均值：128 $/t
2013年均值：134 $/t

2014年均值：120-125 $/t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价格区间 运行时间

140$/t 以上 2%

130-140 $/t 30%

120-130 $/t 35%

110-120 $/t 20%

100-110 $/t 10%

低于100$/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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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市场普通热轧钢材全年均价预测

2014年我国钢材市场继续保持弱平衡运行，二季度钢材市场价格有望回升。三、四季度价格水平总体高于一季度，
普通热轧钢材全年均价为3550元/吨，较2013年下跌5%左右。

2011, 螺纹钢 4941 元/吨
2011, 热轧卷 4723 元/吨

2012, 螺纹钢 4111 元/吨
2012, 热轧卷 4043 元/吨

2014 均价
3550 元/吨

2013, 热轧卷 3741 元/吨
2013, 螺纹钢 3655 元/吨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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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一、2014年我国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2014年一季度我国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分别为11215万吨和10653万吨，同比分别

增长3%和0.9%，低于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同比增幅。其中：热轧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
分别为7668万吨和739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0.1%和下降1.3%；冷轧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
分别为3548万吨和3261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1%和6.4%。热轧板材中，热轧板卷产量和
资源供应量分别为4409万吨和4236万吨，同比分别下降3.1%和5.3%。

●国内钢材市场需求低迷倒逼板材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减弱，抑制
热轧板材商品量投放，汽车、家电等工业品产量平稳增长支撑冷轧系板材产品产量释放。

●我国板材产能增长趋缓，但产能过剩压力仍难缓解。



2014年一季度我国粗钢、钢材产量、进出口量及表观消费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钢之家数据中心

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产量 1-3月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粗钢 20270 19795 475 2.4 77904 72445 5459 7.5 

生铁 17970 17952 18 0.1 70897 66733 4164 6.2 

钢材 26141 24825 1316 5.3 106762 95877 10885 11.4 

进口 1-3月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钢材 359 323 36 11.3 1408 1362 46 3.3 

钢坯 9.0 14.9 -6 -39.7 55 36 19 53.0 

粗钢 382 344 38 11.1 1553 1485 68 4.6 

出口 1-3月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钢材 1833 1443 390 27.0 6234 5560 674 12.1 

钢坯 0 0 0 0 0 -5.9 

粗钢 1950 1535 415 27.0 6632 5916 717 12.1 

净出口 1-3月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钢材 1474 1120 354 31.6 4826 4198 628 15.0 

钢坯 -9 -15 6 -39.7 -55 -36 -19 53.7 

粗钢 1568 1191 377 31.6 5079 4430 649 14.6 

资源供应量 1-3月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粗钢 18702 18603 98 0.5 72825 68015 4810 7.1 

钢材 24667 23705 962 4.1 101936 91679 10257 11.2 



国内市场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幅低于长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之家数据中心

产量 1-3月 去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长材 12105.3 11438.6 666.7 5.8 50548.9 44946.0 5602.9 12.5

板材 11215.4 10885.8 329.6 3.0 45019.8 40883.9 4135.9 10.1

钢管 1871.0 1799.0 72.0 4.0 7979.0 7410.4 568.6 7.7

其他 949.3 694.5 254.8 36.7 2966.5 2452.3 514.2 21.0

进口量 1-3月 去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长材 38.2 24.5 13.7 55.7 141.4 122.4 19.0 15.5

板材 301.5 278.7 22.8 8.2 1188.6 1157.3 31.3 2.7

钢管 11.9 8.8 3.1 35.7 42.3 42.1 0.1 0.3

其他 7.9 7.6 0.3 3.4 35.5 40.3 -4.8 -11.9

出口量 1-3月 去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长材 663.5 513.3 150.2 29.3 2121.1 1507.1 613.9 40.7

板材 863.6 607.6 256.0 42.1 2764.1 2674.8 89.3 3.3

钢管 201.8 214.1 -12.3 -5.7 900.5 886.2 14.3 1.6

其他 103.8 99.8 4.0 4.0 448.1 492.1 -43.9 -8.9

资源供应量 1-3月 去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长材 11480.0 10949.8 530.2 4.8 48569.2 43561.2 5008.0 11.5

板材 10653.3 10556.9 96.4 0.9 43444.3 39366.5 4077.9 10.4

钢管 1681.1 1593.7 87.4 5.5 7120.8 6566.3 554.5 8.4

其他 853.4 602.3 251.1 41.7 2553.9 2000.5 553.4 27.7

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我国板材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说明：热轧板材为中厚板、热轧板卷和热轧窄钢带合计，冷轧板材为冷轧板卷、镀层板带、涂层板带、电工钢板带和冷轧窄
钢带合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之家数据中心

产量 一季度 去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热轧板材 7667.8 7662.3 5.5 0.1 31077.5 28450.8 2626.7 9.2 

冷轧板材 3547.6 3223.5 324.1 10.1 13942.3 12433.1 1509.2 12.1 

进口量 一季度 去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热轧板材 105.2 86.2 19.0 22.0 377.8 350.5 27.3 7.8 

冷轧板材 196.3 192.5 3.8 2.0 810.8 806.8 4.0 0.5 

出口量 一季度 去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热轧板材 380.32 255.17 125.1 49.0 1103.9 1082.1 21.8 2.0 

冷轧板材 483.27 352.41 130.9 37.1 1660.2 1592.6 67.5 4.2 

资源供应量 一季度 去年同期 增减 增幅% 2013年 2012年 增减 增幅%

热轧板材 7392.6 7493.3 -100.7 -1.3 30351.4 27719.2 2632.2 9.5 

冷轧板材 3260.6 3063.6 197.1 6.4 13092.9 11647.3 1445.6 12.4 

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我国粗钢和钢材产量、进出口量和资源供应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钢之家数据中心

2001-2014年我国粗钢和钢材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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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钢 15163 18237 22234 28291 35324 41915 48929 50306 57218 63723 68528 72388 77904 2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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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我国钢材进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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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出 -1248 -1903 -3021 -1507 -530 2450 4578 4380 694 2602 3334 4198 4826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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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我国粗钢进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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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出 -1874 -2352 -3655 -1384 12 3473 5489 4763 284 2718 3484 4430 5079 1568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4Q1

2001-2014年我国粗钢和钢材资源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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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 17316 21155 27129 33483 38301 44443 51983 56081 68712 77675 84797 91120 101936 24667

粗钢% 22.3 20.8 25.7 14.6 19.0 8.9 13.0 4.8 25.0 7.1 6.6 4.5 7.1 0.5

钢材% 22.6 22.2 28.2 23.4 14.4 16.0 17.0 7.9 22.5 13.0 11.8 6.9 11.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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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我国长材和板材产量、进出口量和资源供应量

说明：长材=大中型材+棒材+钢筋+线材；板材=中厚板+热轧板卷+热轧窄带钢+冷轧板卷+冷轧窄带钢+涂镀板带+电工钢板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钢之家数据中心

2001-2014年我国长材和板材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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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 5193 6498 8017 10018 14314 19504 24251 26096 29878 36112 38918 40778 45020 11215

长材% 22.5 19.4 19.6 20.0 19.0 19.6 17.4 -0.7 23.7 10.9 15.0 10.2 12.5 5.8

板材% 13.8 19.1 23.9 29.7 32.1 31.6 30.1 6.4 14.4 18.9 8.6 3.9 10.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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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我国长材进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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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我国板材进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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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我国长材和板材资源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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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材 9088 10933 13211 15635 18535 21233 24577 24760 32127 35184 39505 43014 48569 1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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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材% 22.6 19.3 19.7 18.5 17.8 16.3 14.7 1.7 30.2 10.0 14.6 8.9 11.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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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我国热轧板材和冷轧板材产量、进出口量和资源供应量
2001-2014年我国热轧板材和冷轧板材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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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产量 1188 1390 1614 2396 3327 5021 6420 6559 7472 9974 11171 12314 13942 3548 

热增幅% 16.9 28.9 26.3 33.7 24.4 28.2 30.1 8.1 13.6 15.0 7.9 1.9 9.2 0.1

冷增幅% 11.0 17.0 16.1 48.5 38.9 42.5 30.0 2.6 15.6 30.4 16.5 8.8 12.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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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我国热轧板材进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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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我国冷轧板材进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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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我国热轧板材和冷轧板材资源供应量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热资源 4087 5270 6657 8900 11068 14484 17831 19538 22406 26138 27748 28464 31078 7668

冷资源 2215 2797 3563 3823 4621 5432 6598 6518 7962 9879 10480 11528 13093 3261 

热增幅 16.9 28.9 26.3 33.7 24.4 28.2 30.1 8.1 13.6 15.0 7.9 1.9 9.2 0.1

冷增幅 6.5 26.3 27.4 7.3 20.9 12.8 23.4 -0.8 24.0 21.3 10.4 8.5 12.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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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热轧板材=中厚板+热轧板卷+热轧窄带钢；冷轧板材=冷轧板卷+冷轧窄带钢+涂镀板带+电工钢板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钢之家数据中心

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我国热轧板卷产量、进出口量和资源供应量

说明：热轧板卷=热轧薄板+中厚宽钢带+热轧薄宽钢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钢之家数据中心

2005-2014年我国热轧板卷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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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5192 6820 8652 9959 11994 14670 15714 16690 18271 4409 

增幅% 36.1 32.4 35.3 13.1 17.8 19.4 4.6 6.7 9.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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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4年我国热轧卷板进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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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4年我国热轧板卷表观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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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材 5370 6316 7874 9084 12057 14018 15384 16271 17852 4236 

商品材增幅% 29.1 18.5 33.7 12.8 30.0 13.5 7.1 6.2 10.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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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2014年一季度我国热轧板卷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分别为
4409万吨和4236万吨，同比分别下降3.1%和5.3%。



我国中厚板产量、进出口量和资源供应量

说明：中厚板=特厚板+厚钢板+中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钢之家数据中心

2005-2014年我国中厚板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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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3185 4023 5241 5971 5837 6947 7345 6681 6875 1721 

增幅 22.1 23.9 35.6 13.1 -1.8 18.0 6.2 -9.7 3.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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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4年我国中厚板进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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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4年我国中厚板表观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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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3144 3697 4538 5303 5631 6636 7028 6371 6573 1621 

累计% 13.7 15.4 28.2 15.9 6.7 16.8 6.4 -10.0 3.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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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2014年一季度我国中厚板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分别为
1721万吨和1621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和5.8%。



我国热轧窄带钢产量、进出口量和资源供应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钢之家数据中心

2005-2014年我国热轧窄带钢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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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2690 3641 3938 3608 4575 4521 4688 5093 5932 1538 

增幅 34.7 25.5 14.2 -10.1 28.0 -0.6 10.3 4.4 15.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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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4年我国热轧窄带钢进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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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4年我国热轧窄带钢表观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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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2658 3576 3836 3586 4570 4491 4688 5090 5926 1535

累计% 32.75 24.6 13.4 -8.3 28.6 -1.2 11.1 4.4 15.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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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2014年一季度我国热轧窄带钢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分别
为1538万吨和153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9%和3.8%。



2014年一季度我国钢材消费相关的主要经济指标和下游行业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之家数据中心

项目 单位
2014年一季度 2013年 2013年同期

绝对量 增幅% 绝对量 增幅% 绝对量 增幅%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128213 7.4 568845 7.7 118855 7.7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68322 17.6 436528 19.6 58092 20.9

工业增加值 8.7 9.7 9.5

外贸出口 亿美元 4913 -3.4 22100 7.9 5089 18.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62081 12 234380 13.1 55451 12.4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15339 16.8 86013 19.8 13133 20.2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2070 13.2 13976 7.1 1828 -1.4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650 15.9 6515 6.3 561 5.8

挖掘机产量 万台 4.14 8.2 14.89 1.4 3.82 -32.3

汽车产量 万辆 626 10.8 2387 18.4 579 13.5 

造船完工量 万载重吨 951 -16.2 6147 -24.7 1427 -13.1 

房间用空调器产量 万台 4009 19.9 14333 11.6 3490 5.3 

家用电冰箱产量 万台 2164 1.2 9341 10.6 2153 9.0 

家用冷柜产量 万台 489 1.7 2085 9.4 483 21.1 

家用洗衣机产量 万台 1563 -3.5 7202 8.2 1601 7.7 

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预计2014年我国粗钢产能利用率将进一步下降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我国粗钢产能及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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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产能过剩难以缓解



我国板材产能增长趋缓，产能过剩压力仍难缓解
2004-2014年我国热轧板卷产能与商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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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4年我国中厚板产能及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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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 2480 3610 4570 5320 6220 7810 8550 9020 9050 9050 8960

产量 2570 3185 4023 5241 5971 5837 6947 7345 6681 6875 6980 

利用率 103.6 88.2 88.0 98.5 96.0 74.7 81.3 81.4 73.8 76.0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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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4年我国热轧窄带钢产能及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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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 2650 3500 4750 5350 5950 7040 8100 8100 8100 8100 8100

产量 1736 2690 3641 3938 3608 4575 4521 4688 5093 5932 6237 

利用率 65.5 76.9 76.6 73.6 60.6 65.0 55.8 57.9 62.9 73.2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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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4年我国冷轧板卷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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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热轧板卷产能较上年末增加350万吨，中厚板产能减少90万吨，冷轧板卷产能增加470万吨，板材产能

增速明显放慢。

数据来源：钢之家数据中心

板材产能过剩难以缓解



产能过剩导致不同板材产品级差缩小甚至粘合

板材产能过剩难以缓解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一、2014年我国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二、我国板材产能布局不合理，区域市场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
●我国华北地区板材产能较大，是资源净流出市场，市场价格低于其他区域市场。

●关注环保政策和淘汰过剩产能对华北地区热轧带钢生产的影响。



我国热轧板卷产能、商品量和区域流向对比

我国板材产能布局不合理

我国热轧板卷产能分布

中南,

3163, 13%

西南,

1385, 6%

西北,

680, 3%

东北,

3956, 17%

华东,

6260, 26%

华北,

8240, 35%

2014年一季度我国热轧板卷商品量分布

华北,

1885, 43%

华东,

1130, 26%

东北,

634, 14%

西北, 93,

2%西南,

235, 5%

中南,

435, 10%

2014年一季度重点企业热轧板卷区域流向

中南, 525

, 18%

西南, 88

, 3%

西北, 190

, 7%

东北, 132

, 5%
华东,

1078 ,

37%

华北, 868

, 30%

热轧板卷：华北和东北为资源净流出地区，华东和中南为净流入地区。



我国中厚板产能、商品量和区域流向对比

我国中厚板产能分布

华北,

2110, 24%

华东,

3860, 43%

东北,

850, 9%

西北,

170, 2%
西南,

300, 3%

中南,

1670, 19%

2014年一季度我国中厚板产量分布

中南,

377, 22%

西南, 39,

2%

西北, 44,

3%

东北,

149, 9%
华东,

656, 38%

华北,

456, 26%

2014年一季度重点企业中厚板区域流向

华北, 300

, 22%

华东, 614

, 45%

东北, 84

, 6%

西北, 42

, 3%
西南, 52

, 4%

中南, 267

, 20%

我国板材产能布局不合理

中厚板：华北和东北为资源净流出地区，华东为净流入地区。



我国冷轧板卷产能、商品量和区域流向对比

我国冷轧板卷产能分布

中南,

1992, 15%

西南,

660, 5%

西北,

301, 2%

东北,

1224, 9%
华东,

5529, 41%

华北,

3827, 28%

2014年一季度我国冷轧板卷商品量分布

华北,

591, 29%

华东,

764, 37%

东北,

161, 8%

西北, 38,

2%

西南, 52,

3%

中南,

419, 21%

2014年一季度重点企业冷轧板卷区域流向

中南, 216

, 25%

西南, 17

, 2%

西北, 54

, 6%

东北, 59

, 7%

华东, 397

, 47%

华北, 106

, 13%

我国板材产能布局不合理

冷轧板卷：华北为资源净流出地区，华东和中南为净流入地区。



我国热轧窄带钢产量、区域流向对比

2014年一季度我国热轧窄带钢产量分布

华北,

1249, 82%

华东,

191, 12%
东北, 28,

2%

西北, 23,

1%

西南, 30,

2%
中南, 18,

1%

2014年一季度重点企业热轧窄带区域流向

华北, 286

, 57%
华东, 157

, 31%

东北, 10

, 2%

西北, 16

, 3%

西南, 0 ,

0%中南, 33

, 7%

我国热轧板材产能分布

热轧板卷,

23684,

58%

热轧窄带,

8100, 20%

中厚板,

8960, 22%

我国板材产能布局不合理

热轧窄带钢：82%的产量集中在华北地区，主要是河北省。在4亿吨热轧板材产能中，热轧窄带钢占20%。关注环

保政策和淘汰过剩产能对热轧窄带钢产量的影响。如果能抑制其产量释放，将有利于缓解热轧板卷和中厚板市场产
能过剩压力



产能布局不合理形成国内市场价格梯度

我国板材产能布局不合理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一、2014年我国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二、我国板材产能布局不合理，区域市场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

三、我国板材进口量下降空间不大，出口过快增长面临 “双反”威胁
●2009年以后，我国板材进口和出口量相对稳定，但出口结构出现较大变化。由于

冷轧系板材出口享受出口退税，出口量迅速增加并超过热轧板材。

●我国板材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主要用于国内外资或合资
企业生产或再加工，进口量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不大。

●我国热轧板材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市场，冷轧板材出口区域相对分散。2014年一季
度我国热轧和冷轧板材出口量均出现较大增长，面临“双反”威胁。



板材进口量和出口量相对稳定，出口品种结构出现较大变化

我国板材进口量下降空间不大

2001-2014年我国钢材与板材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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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 1722 2449 3717 2930 2582 1851 1687 1539 1764 1643 1563 1362 1408 359 

板材 1488 2117 3325 2510 2243 1553 1429 1273 1527 1391 1320 1157 1189 302

比例% 86.5 86.5 89.5 85.7 86.9 83.9 84.7 82.7 86.6 84.7 84.4 85.0 84.4 84.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4Q1

2001-2014年我国钢材与板材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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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 474 545 696 1423 2052 4301 6265 5918 2458 4245 4897 5560 6234 1833 

板材 176 180 182 578 845 2037 2834 2879 1184 2480 2658 2675 2764 864

比例% 37.1 32.9 26.2 40.7 41.2 47.4 45.2 48.7 48.2 58.4 54.3 48.1 44.3 47.1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4Q1

2001-2014年我国热轧板材和冷轧板材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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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我国热轧板材和冷轧板材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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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钢之家数据中心



我国板材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

我国板材进口量下降空间不大

2003-2014年我国热轧板材进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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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317 924 717 469 364 319 564 362 376 350 377 105 

亚洲 638 519 475 384 298 269 386 314 333 308 343 96 

比例% 48.5 56.2 66.2 81.9 82.0 84.3 68.5 86.7 88.6 88.0 91.0 91.4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4Q1

2013年我国热轧板材进口地区分布

世界其他

7万吨，1.8%

欧洲

28万吨，7.4%

日本

232万吨，67.7%

韩国

74万吨，21.6%

台湾省

33万吨，9.6%

亚洲其他

4万吨，1.2%

亚洲
343万吨,
90.8%

2003-2014年我国冷轧板材进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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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08 1583 1530 1085 1065 954 955 1028 933 807 811 202 

亚洲 1322 1181 1119 960 984 893 809 964 875 746 748 188 

比例% 65.8 74.6 73.1 88.5 92.4 93.6 84.7 93.7 93.8 92.5 92.3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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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国冷轧板材进口地区分布

世界其他

26万吨，2%

欧洲

47万吨，5.7%

日本

279万吨，34.4%
韩国

311万吨，38.3%

台湾省

134万吨，16.5%

亚洲其他

24万吨，3%

亚洲
748万吨，

92.3%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钢之家数据中心



板材进口量占我国钢材进口量的85%左右

我国板材进口量下降空间不大

2003-2014年我国热轧板材出口量及主要目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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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3 421 611 1365 1947 1885 716 1356 1024 1083 1103 380 

亚洲 92 341 528 860 1308 1308 553 994 773 830 821 277 

比例% 74.6 81.1 86.5 63.0 67.2 69.4 77.2 73.3 75.5 76.7 74.4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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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国热轧板材出口地区分布

世界其他

63万吨，5%

欧洲

52万吨，5%

南美

112万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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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万吨，5%

韩国

311万吨，29%

越南

177万吨，16%

印度

49万吨，4%
台湾省

80万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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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4年我国冷轧板材出口量及主要目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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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国冷轧板材出口地区分布

欧洲

198万吨，12%
独联体

120万吨，8%

北美

78万吨，5%

南美

241万吨，15%

非洲

95万吨，6%

中东

168万吨，10%

韩国

245万吨，15%

亚洲其他

506万吨，30%

大洋洲

8万吨，1%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钢之家数据中心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一、2014年我国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二、我国板材产能布局不合理，区域市场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

三、我国板材进口量下降空间不大，出口过快增长面临 “双反”威胁

四、市场低库存操作，钢厂后结算模式普遍应用，板材价格低位运行
●目前贸易商普遍不做库存或低库存运作，迫使钢厂扩大直供或自营销售。

●国内钢厂普遍采取贴近市场定价或后结算模式，钢材市场价格涨难跌易。



重点统计钢铁企业板材直供比例提高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钢之家数据中心

市场低库存操作，钢厂直供比例提高

2001-2014年我国重点企业钢材销量与直供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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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 12129 14707 16950 20539 23822 28063 33077 33620 38226 45209 47799 49534 55019 13231 

直供 2219 2688 3295 4367 4758 9095 10378 10210 12067 15752 17266 16727 19038 4800 

比例% 18.3 18.3 19.4 21.3 20.0 32.4 31.4 30.4 31.6 34.8 36.1 33.8 34.6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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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我国重点企业长材销量与直供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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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 6960 8469 9604 11124 12408 14216 15599 14896 17843 19675 21891 23396 26260 6077 

直供 1071 1388 1716 2035 2177 4507 3921 3662 4734 5851 6712 6759 7665 1915 

比例% 15.4 16.4 17.9 18.3 17.5 31.7 25.1 24.6 26.5 29.7 30.7 28.9 29.2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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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3年我国重点企业板带材销量与直供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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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 4476 5476 6510 8554 10446 12819 16230 17344 18970 23945 24370 24490 26960 6728 

直供 1018 1085 1393 2119 2349 4229 5919 5956 6750 9224 9884 9281 10592 2699 

比例% 22.8 19.8 21.4 24.8 22.5 33.0 36.5 34.3 35.6 38.5 40.6 37.9 39.3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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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一季度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直供比例为
36.3%，较2013年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长材直供
比例为31.5%，提高2.3个百分点；板材直供比例
40.1%，提高0.8个百分点。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一、2014年我国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二、我国板材产能布局不合理，区域市场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

三、我国板材进口量下降空间不大，出口过快增长面临 “双反”威胁

四、市场低库存操作，钢厂后结算模式普遍应用，板材价格低位运行

五、当前国内板材市场价格处于底部区域



2014年以来国内钢材、板材、原料价格与重点企业炼钢生铁制造成本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钢之家数据中心

当前国内板材市场价格处于底部区域

钢之家价格
指数

2014年
1-5月

2013年
2013年
同期

较去年 较同期

钢材 3688 3929 4138 -241 -450

中厚板 3595 3806 4040 -211 -445

热轧板卷 3481 3758 4029 -277 -548

热轧窄带钢 3265 3534 3659 -269 -394

冷轧板卷 4307 4653 4851 -346 -544

焦炭 1119 1341 1497 -222 -378

铁矿石 950 1013 1048 -63 -98

重点钢铁企业
制造成本

2014年Q1 2013年 2013Q1 较去年 较同期

炼钢生铁 2256 2329 2459 -73 -203

截至5月9日，钢之家（中国）钢材价格指数SHCNSI较2013年全年下跌241元；中厚板价格指数下跌211元，
热轧板卷价格指数下跌277元，热轧窄带钢下跌269元，冷轧板卷下跌346元。焦炭价格指数下跌222元；铁矿石价
格指数下跌63元；原料价格下跌，制造成本下降215元/吨，小于钢材价格跌幅。

2014年一季度我国重点企业炼钢生铁制造成本2256元，较2013年全年下降73元/吨。预计4、5月份我国重点企

业炼钢生铁制造成本仍将进一步下降，但不会改变钢铁企业大面积亏损的状况。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对今年国内板材市场形势的基本看法

一、2014年我国板材产量和资源供应量增速放缓

二、我国板材产能布局不合理，区域市场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

三、我国板材进口量下降空间不大，出口过快增长面临 “双反”威胁

四、市场低库存操作，钢厂后结算模式普遍应用，板材价格低位运行

五、当前国内板材市场价格处于底部区域

六、热轧板卷成功上市将为板材企业稳定经营和风险管理创造条件



钢材期货与现货以及基差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钢之家数据中心

上海期交所热轧板卷期货将成为全球钢市的风向标

2009-2013年螺纹钢期货与现货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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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3年螺纹钢期货基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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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之家网站（http://www.steelhome.cn）是立足于钢铁行业，为国内外钢

铁生产、钢铁贸易与物流、钢铁原料供应、终端用户、相关行业以及研究机构提

供信息资讯、咨询报告、电子商务、企业形象宣传、网络技术服务的钢铁专业网

站，是一个集资讯、咨询、商务、宣传、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网络平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818号九楼 邮编：200122
电话：021-50581010 传真：021－50585278   
Email：wwz@steelhome.cn

感谢对钢之家网站的关注和支持！

数据与观点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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