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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钢铁业形势预测 

       2005年钢铁业：产品供需失衡浮出  

       2005年对钢铁业而言是形势多变的一年，钢铁价格从年初的强劲上扬

日益走向疲软；进口铁矿石价格则从预期的大幅上涨出现意外回调；同时钢

铁产品出口从年初的强劲增长逐月回落，钢铁产品供需失衡逐渐浮出水面，

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现。展望2006年，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走向、进出

口形势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供需矛盾以及国家产业政策趋向等等问题都

困扰着钢铁产业，行业的发展前景存在很多的变数，钢铁企业亟需未雨绸

缪，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  

  一、 2005年钢铁产业发展状况与特点  

  1、 钢铁产品供需失衡逐渐浮出水面  

  受高额利润的驱动，去年初开始钢铁产业掀起了新一轮投资高潮，今年

开始新增产能陆续释放，使得钢铁产品产量持续攀升，而市场需求受制于经

济周期和宏观调控的影响，不仅没有同步增长，增幅反而出现回落，钢铁产

品的供需矛盾就日趋尖锐。今年初开始我国粗钢和钢材产量同比增幅逐月攀

高，尽管二季度后由于钢材价格急速下跌，产量增幅环比有所回落，但与去

年同期相比，产量增长幅度提高还是非常明显的，今年前10月累计生产钢

28679.27万吨，同比增长26.46%，累计生产钢材30191.7万吨，同比增长

25.65%，而国内钢材表观消费量经过连续三年20%以上的高增长后，今年增速



大幅回落，远低于同期钢材产量增速。目前钢铁产业的供需形势已经由不能

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转向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正是导致最近几个月国内钢价

持续下跌、出口大增、部分企业面临亏损的根本原因。钢铁行业目前生产能

力已经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还有在建能力7000万吨，拟建能力8000万吨。

铁合金行业现有生产能力2213万吨，企业开工率仅有40%左右。面对4月份以

来钢价的一路走低，国外钢铁企业纷纷选择减产，而国内钢铁企业减产动作

却不大，钢产量反而节节攀升，8月份全球除中国以外地区的粗钢产量为

6097.8万吨，同比下降1.8%，1-8月份除中国外其它地区合计生产粗钢50413

万吨，同比下降了0.5％。而我国1-8月份累计生产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同

比分别增长31.9%、28.2%和26.2%。  

  2、 产能过剩逼迫企业增加出口、减少进口  

  目前中国钢铁业产能已经超过了3亿吨，国内市场暂时尚无法消化如此庞

大的产能，必须有相当一部分产品选择出口，同时减少进口才能平衡国内的

供需比例、稳定市场价格。今年以来钢材出口量高速增长，在7月以前，每月

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幅度均超过100%，3月份累计同比增幅达到了219.1%，大

大高于去年同期，近几个月由于受到国家对“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限制，

增速有所回落，但前10月钢材出口量依然高达1715万吨，同比增长69.1%。而

今年钢材进口却大幅下降，前10月各月累计进口量同比都是下降的，只不过3

月份以来降幅逐月缩小，前10月累计进口钢材2193万吨，同比下降14.2%，降

幅也高于去年同期。目前我国已经由钢铁产品净进口国转为了净出口国，今

年上半年增加的粗钢产量，只有49%留在了国内，大量低价钢材出口国外，又

主要集中在韩国、美国、欧盟三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同时，钢铁产品出口过

快增长与资源、能源、运力的矛盾日益突出，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资源紧张程

度。  

  3、 钢材价格从二季度开始持续走低  

  今年一季度国内钢材价格维持了去年以来的强势上涨态势，并在4月初达

到顶点，然后开始持续下跌，建筑用材、工业加工用材、板带材、管材等钢

材品种几乎无一幸免，国内市场钢材价格指数从3月份最高值138.33点，降至

8月份116.59点，下降了21.74点，降幅达到15.72%，9月份价格进一步下跌，

特别是板材类产品8月份同3月份比较，下降26.14点，降幅17.31％，其中热

轧板卷更是下降37.94点，降幅达到26.81％，目前热轧板卷价格已接近线



材、螺纹钢价格。  

  本轮钢价下跌的根本原因在于终端需求增长放缓，而新增产能释放时间

过于集中而造成供需失衡。今年国家通过控制土地与信贷规模等手段，有效

遏制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势头，房地产、城建、工程机械、汽车、石

化、钢铁、水泥等钢材消耗大户的项目建设用钢量增幅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下

降。同时受利益驱动国内钢铁投资高速增长，企业的新建、扩建产能在二季

度后集中释放，于是出现供大于求、价格下跌的局面。其次是国际市场钢铁

价格下跌的影响。，国际市场钢材综合价格指数2004年9月末达161.2点的最

高价位，10月开始平稳回落，进入2005年，国际钢铁市场产品价格持续振荡

向下，今年6月末降到135.6点，下降25.6点，降幅15.88%，对国内市场钢材

价格下降形成压力。此外，流通环节的不规范放大了钢材的供需矛盾，对价

格下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 铁矿石价格实际上涨幅度远低于年初预期  

  今年上半年，国家出台有关宏观调控措施，加强了铁矿石进口协调，规

范了市场秩序，成效显著，铁矿石进口达到了预期调控目标，今年上半年铁

矿石进口1.3亿吨，同比增长34.5%，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6个百分点，同时由

于国内钢铁产量增速放慢，使得进口铁矿石增长速度也随之回落，加上铁矿

石现货市场价格压力以及海运费大幅下跌，上半年进口铁矿石平均到岸价为

68.2美元/吨，同比仅上涨3.2%，增幅比去年明显回落，远低于年初谈判确定

的71.5%的价格涨幅。目前东北地区铁矿石的现货价格是600－620元/吨，而8

月份进口铁矿石到岸价格为65.36美元/吨，折合人民币为540元/吨，加上各

种税费运输费等，二者已相差不多，进口铁矿石失去了价格大幅上涨的基

础。  

  二、 我国钢铁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隐忧  

  在我国钢铁产量不断跃上新台阶、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供需呈现不对

称发展的局面，价格不断下滑，同时钢铁行业的生产成本却不断上升，钢铁

企业的赢利空间受到双重挤压。同时行业早就存在的老问题如产品结构不合

理、产业集中度偏低、环境污染严重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对钢铁产业的

持续、健康、较快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1. 钢铁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今年钢铁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成本上升与价格波动的矛盾，铁矿石

以及煤电油运供应紧张、价格不断上升，钢铁企业的低成本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尽管2005年铁矿石价格实际涨幅没有当初预期的高，但铁矿石价格

与前些年相比依然是涨幅惊人，并且其长期上升趋势也已基本确立。2003年

国内钢铁厂生铁生产成本每吨1000元人民币。到2004年，钢铁厂生铁生产成

本拉开了差距，每吨在1300元人民币至1800元人民币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

钢铁厂生铁生产成本每吨为1550元人民币，比2003年上涨50%以上。从全世界

范围来看，2005年因铁矿石及炼焦煤等原料进出口市场大幅度涨价而引发钢

材生产成本每吨将上升100美元，相当于每吨钢材生产成本上升800元人民

币。同时近年来石油、煤炭、电力价格也直线上升，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一度

突破70美元，拉闸限电的幽灵也一直困扰着钢铁企业，我国几家特大型钢铁

公司每度电价原来为0.40元人民币，到2004年春季后期上升至0.45元人民

币，民营钢铁公司从原来每度电价0.54元人民币上升至0.59元人民币。预计

2005年钢铁全行业生产成本在2004年上升47％的基础上将上涨15％左右，在

这种情况下，我国钢铁企业的盈利空间将不断缩小。  

  2. 产业集中度过低，削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为了在产业集中度不断上升的上下游产业之间保持竞争力，全球钢铁业

正在掀起一股联合重组的热潮，通过并购重组形成的钢铁巨头不断出现，而

目前中国大概有800多家钢铁企业，去年中国钢产量达到2.72亿吨，其中落后

产能有8000多万吨，15家500万吨以上规模的钢铁企业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45%，而美、德等国家前五名的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90%。钢铁产业

集中度低的现状，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市场混乱，而且制约了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加剧了钢铁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

削弱了钢铁行业作为买方在购买所需原材料、能源等资源时的谈判能力，在

资源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导致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局势。  

  3. 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技术含量产品自给率低  

  伴随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钢材市场的需求结构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需求不断上升，还需要大

量进口，如电工钢、镀层板以及冷轧薄板卷的市场自给率只有60%左右；同时

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如线材、螺纹钢、棒材等建筑用材自给率已大于

100%，国内生产量已远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量。我国长型材产品当量消费量



占钢材总消费量的61%，如果把窄带钢产量也计算在内，则占钢材总消费量的

70%，相比之下，日本为35%、欧洲为46%、美国为35%，我国长型材产品消费

量占世界长型材产品总消费量的34%左右，而代表钢铁工业技术水平和钢材消

费层次的板带比严重偏低，这种需求结构是不能长期持续的，产品结构的调

整不可避免。虽然我国钢铁行业总体出现供大于求，但产能不足与产能过剩

的结构性矛盾却同时存在。  

  4. 钢企能耗高、废物综合利用率低，环保压力将日趋加重  

  钢铁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煤炭、石油、水等资源，是一个高耗能

的行业，在目前能源供应紧张、价格大幅上涨情况下，节能降耗意义重大，

但中国钢铁企业对能源的利用效率只有30%，也就是说70%左右的能源没有有

效地利用，以高炉综合能量消耗为例，世界先进国家每吨钢需要的燃料小于

500公斤，而我国重点钢铁企业每吨钢的燃料消耗都在560公斤以上，比世界

先进水平高出12%。另外我国钢铁业排放的各种废弃物占全国工业排放废弃物

的16%，而对于这些废弃物的综合回收利用率却只有58%，远远低于98%的世界

先进水平。如果一个1000万吨的钢铁厂，所有的固体废渣回收利用率达到98%

的国际水平，那么这些渣可以供一个年产300万吨的水泥厂所需要的全部燃

料。过高的废物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许多小型炼焦厂、炼铁厂和炼

钢厂将不得不选择关闭，以满足国家更加严格的环保法规条例的要求；或者

加大投资力度消除存在的环境污染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

制定“大气净化法”条例，严格限制向大气排放有害烟尘或发散物，即加大

钢铁厂投资费用，使长流程高炉钢铁厂受到短流程废钢电炉钢厂严峻的挑

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保护越

来越严，我国钢铁企业面临环境保护的巨大挑战。  

  三、2006年钢铁业形势预测  

  由于宏观调控政策近期不可能明显松动，固定资产投资对钢材需求的拉

动作用将趋于下降，今、明两年国内市场钢材需求增幅将明显下降，而新增

产能将在今、明两年集中释放，因而目前钢铁市场总体供过于求的局面在短

时间内很难逆转，钢材价格仍有下行的压力，但由于受到钢铁企业生产成本

快速上升的影响，钢材价格的跌幅将比较有限。  

  1、 供需形势预测  



  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今、明两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很难大幅下降，将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但增速将有所放缓，预计我国今年粗钢产量将突破3亿

吨，达到3.31亿吨，比上年增加5900万吨左右，增幅为21%，比去年回落2个

百分点，明年粗钢产量将进一步增长，预计可达到3.9亿吨，同比增长18%。

今年钢材产量将达到3.5亿吨，比上年增加5000万吨左右，增幅为18%，比去

年回落5.5个百分点。  

  在国家持续宏观调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预计未来三

年钢铁需求都不会有以前那么快的增长速度，2005年至2007年三年里，我国

钢材需求量平均增长率可能只有6%左右，大大低于2000年至2003年表观钢材

消费量年均20.7%的增长率，也低于2004年钢材表观消费量15.28%的增长率，

今年钢材总需求增幅将明显比去年降低，2005年全年国内钢材表观消费量将

达到3.35亿吨，增长8%左右，增速大大慢于去年。从行业来看，建筑、船

舶、集装箱以及其他行业的用钢增幅将比去年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机械、石

油天然气的钢材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家电、汽车行业的钢材需求增幅则高于

去年。从品种看，板材与型材仍然是钢材消耗的主力品种，线材次之，目前

市场对板材、管材和型材的需求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线材和铁路用钢的比例

逐年下降。  

  钢铁需求主要受固定资产投资拉动，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在未来几

年里有可能大幅放慢，从而使得钢铁需求增长缓慢。目前中国的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速度已经非常高，去年达到25%，固定资产投资率为45%，在未来几年

里，固定资产投资率及增速如果继续提高的话，将会出现过份刺激经济增长

的风险，同时也存在过度拉动钢材需求量增长的风险，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

国家的经济可以长期承受如此之高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率及增速，继续依靠

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率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及钢铁需求量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

了尽头。而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对拉动钢材需求量增长的贡献比增加消费者支

出对拉动钢材需求量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一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钢材消

费量是一美元消费者消费支出额的钢材消费量的14.3倍，一旦固定资产投资

额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其钢材需求量减少，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增加依然无法

遏制社会总钢材消费量的快速下滑。  

  2、 进出口形势预测  

  尽管今年以来钢材出口增长幅度惊人，但从发展趋势看，钢材出口不可



能长期保持前三季度那么高的增长率，四季度出口增速将会回落，首先是因

为如此高的出口增速及出口地区的相对集中会面临来自海外同行的反倾销威

胁，同时我国政府也不会支持钢材这些“两高一基”产品的大量出口，浪费

国内原本有限的炼焦煤和铁矿石资源，因而政府必然会对钢材出口进行干

预，如今年4月1日，取消钢锭、钢坯出口退税；5月1日，钢材出口退税由13%

下降到11%；5月19日，将铁矿石、生铁、废钢、钢坯、钢锭等产品列入加工

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这些政策措施的成效将在今年四季度逐步显现，钢铁

产品出口增幅将出现回落。其次国际钢材市场也正变得对出口不利，6月份

CPU指数已降至142，7、8月份进一步下降，国际钢材市场正在缓慢下行，国

内外两个市场价格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目前一些普通板材类商品，国内外

市场价格已基本持平，这一市场变化将对国内钢材市场产生一定压力，刺激

进口，抑制出口。  

  3、 价格走势预测  

  目前钢铁市场总体供过于求的局面在短时间内很难逆转，因而钢材价格

仍有下行的压力，但由于受到钢铁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钢材价格

的跌幅将比较有限，短时间内甚至可能会有反弹，但难改今、明两年总体向

下趋势。随着近年来钢铁行业投资的较快增长，钢铁产能也处于快速增长过

程中，今年我国钢铁行业面临新增产能集中释放，粗钢及钢材产量将大于消

费量。国际钢材需求由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变缓，增幅有所

下降，导致欧洲和北美成品钢材库存过高，对我国钢材需求将有所下降，加

上我国政府对钢材出口的限制，出口增长潜力也很有限。国内钢材市场价格

波动，关键要看钢铁生产量和进口、出口的增长能否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但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世界工厂”定位将需要消耗数

量巨大的钢铁产品，同时铁矿石、焦炭、能源等资源供应紧张状况也将在较

长时期内存在，环保、土地、技术开发成本不断上升，钢铁产业的成本不可

能大幅下降，因而我们认为钢铁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回到去年以前水平的可

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随着国际国内铁矿石开采产能的扩大，以及国内钢铁产量增速的放慢，

明年铁矿石紧张的局面将会有所缓解，价格下滑的可能性较大。目前全球铁

矿石供需基本平衡，并呈现出供略大于求的情况。除中国外世界其它地区钢

铁产量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这大大减少了对铁矿石的需求。而从供给方看，

随着铁矿石价格的不断上涨，铁矿开采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提高产能，供应量



快速增加，今年全球铁矿石产量估计可增加5500万吨，国际市场的资源较为

充裕。世界三大铁矿石生产企业及其他铁矿石供应商预计今后几年将增加

1.65亿吨的供应量，并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此外南非和印度还可能增加1500

万吨，国内预计全年生产3.7亿吨，同比增长19%。而从需求看，我国钢铁生

产在经历了几年的快速增长后，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明年增速将

会放慢，根据国家颁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将向控

制总量增长，推动技术升级和产业布局、产品结构调整转变，新增生产能力

将与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相结合，原则上不再大幅度扩大钢铁生产能力，明年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将进入实施阶段。目前我国列入淘汰落后范围的300m3

及以下的高炉的生产能力达9980万吨，这部分低效生产能力的逐步淘汰，将

相应减少铁矿石的资源需求。同时由于钢材价格持续下跌，严重压缩了钢铁

企业的利润空间，许多线材价格已跌至成本以下，因此从成本角度看，铁矿

石价格的再度上涨也是钢铁企业难以承受的。（来源：５１报告在线网） 

 

上一篇： 微观经济预测报告（提纲） 

下一篇： 近期经济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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