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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链较长，受上下游影响较大。我国钢铁业存在明显周期

性，其中钢铁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可作为钢铁价格前瞻性指标。国内钢铁业后

续价格存在上涨空间，但毛利率下滑成为必然。为了提升自身竞争力，钢铁企业必须在产业链

整合、技术进步产品升级以及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加大力量。

从我国钢铁工业面临的资源、环境、市场无序竞争和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等诸多压力和挑战看，2011年，

我国钢铁工业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把控制总量、优化布局、联合重组、科技进步、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作为

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加快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提升产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推动钢铁工业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钢铁产品的需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友

好、国际竞争力强的新型钢铁工业发展道路，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钢铁工业应优先加快品种

质量、产业链、节能环保、联合重组和布局调整几个方面发展。

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长期从事钢铁行业研究，我们定期向外界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期钢铁行业

研究红月刊课题为“钢铁行业基础研究”，重点向读者呈现如下内容：

� 行业概况

� 产业链分析

� 钢铁业发展演变

� 钢铁行业产量分析

� 钢铁行业动态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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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概况

1.11.11.11.1行业定义

钢铁行业是以从事黑色金属矿物采选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工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工业行业，包括金属铁、铬、锰等的矿物采选业、

炼铁业、炼钢业、钢加工业、铁合金冶炼业、钢丝及其制品业等细分行业，是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工业之一。此外，由于钢铁生产还涉及

非金属矿物采选和制品等其他一些工业门类，如焦化、耐火材料、炭素制品等，因此通常将这些工业门类也纳入钢铁工业范围中。

1.21.21.21.2行业地位

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与经济的发展阶段、产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其作为原材料的生产和加工部门，同时受到上游

原材料如铁矿石、焦炭等行业以及下游房地产、汽车、船舶等行业的影响，处于产业链的中间位置。

钢铁行业曾经是一国经济是否强大的代表、也曾是中国多年来的工业第一重要行业。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钢铁生产和

消费大国多年，钢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31.31.31.3行业特点

钢铁行业具有以下特点：

1、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产业关联度非常高。

2、由于钢铁行业主要为机械、建筑业等下游行业提供产品，而下游的建筑业等

3、行业发展具有顺周期性，所以钢铁行业也有顺周期性。

4、钢铁工业生产工艺决定了其大型化和规模化发展方向，规模经济明显。

5、钢铁业通过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的需求迫切。

6、由于钢铁行业的规模经济特征，使其具有较高的资金和技术壁垒。

1.41.41.41.4行业发展现状

目前的钢铁行业存在集中度不高，高端产品产能不足，低端产品严重过剩的局面。

1.集中度低。在这种低集中度竞争改变前，国内钢材价格仍然存在大幅波动的可能性。

2.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了供求关系的矛盾突出。

3.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价格波动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国内钢厂总体上产品结构的不合理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导致了钢材

价格的下跌。钢材价格的下跌势必压缩了钢铁企业的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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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链分析

2.12.12.12.1产业链结构

钢铁产业链较长，关联产业众多。其上游主要包括铁矿石、焦炭等行业，而下游则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主要包括房地产、

汽车、船舶、轻工、家电等。

房地产
18%

其他建筑结构
34%

机械
18%

家电、轻工
7%

汽车
5%

其他
16%船舶

2%

房地产 其他建筑结构 机械 家电、轻工 汽车 船舶 其他

钢铁行业产业链结构 钢铁行业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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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产业链产品结构

2.22.22.22.2成本结构

钢铁产业链较长，关联产业众多，上游原材料相对集中，占整个利润链的 42％，而下游占比约在 36％左右，钢铁业利润占比最低，

仅为 22％。

成本结构：根据高炉冶炼原理，生产 1吨生铁，需要 1.5-2.0吨铁矿石、0.4-0.6吨焦炭以及 0.2-0.4吨熔剂，炼铁工艺中影响总成本

的主要因素是原料(铁矿石、焦炭)成本，而包括辅料、燃料、人工费用在内的其他费用与副产品回收进行冲抵后仅占总成本的 10%左右。

而粗钢成本则按照目前中国钢铁行业平均铁钢比(0.94)和废钢单耗(0.15吨)作为测算依据计算，其余占炼钢总成本的 1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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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铁和粗钢成本分布

2.32.32.32.3盈利分析

盈利能力：上游铁矿石在整个钢铁成本中占比最高，也是目前整个产业链中集中度最高的部分，议价能力较强；国内钢体企业集中

度较低，与钢铁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其他上下游行业中，汽车产业集中度稍高，但也低于国际公认的集中度，房地产、焦炭等

集中度都比较低。

虽然钢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受制于上游原材料以及下游需求的影响，同时，自身集中度分散也使其在价格

谈判中议价能力较弱，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一般。

钢铁产业链各环节毛利率情况 钢铁产业链利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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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钢铁业发展演变

3.13.13.13.1全球钢铁业发展分析

20 世纪是世界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世纪，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期间全

球性的经济危机，使钢铁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全球钢铁产量由 1942 年的 1.62 亿吨下降到 1946 年的 1.11 亿吨。第二阶段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一时期是世界钢铁产量持续快速增长时期，1974 年全球钢铁产量已突破 7 亿吨。第三阶段

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钢铁工业经过调整改造,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再次进入快速增长的局面，08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再次

下滑。

1900190019001900 年以来世界钢铁产量变化情况

在整个钢铁业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美国、前苏联、日本及中国先后成为钢铁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美、日、中钢铁产量的不断演进

工业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从大国经济工业界构演进过程看，基本存在着从轻纺工业为主、向重化工业为主、再向技

术集约化结构升级的规律。一般在工业化进程前期，钢铁需求快速增长，促进经济不断发展；而当完成工业化、处于工业化末期时，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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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产量和消费出现明显下滑。

人均粗钢消费、粗钢产量与人均 GDPGDPGDPGDP 对比数据

3.23.23.23.2我国钢铁业发展历程

我国钢铁工业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能生产钢铁的大企业只有 19家，当年钢产量只有 15.8力一吨。后来又遭遇大跃进风

波，“以钢为纲，大炼钢铁”，使我国钢铁业陷入了重量不重质的漩涡。真正钢铁业的发展是在 1996年钢铁业市场化之后，我国钢产量

历史性地突破 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钢产量的 13.5%，成为世界钢铁大国。09年我国实现粗钢产量 5.7亿吨，占全球总产量

的 46.6%。

钢铁大国而不是钢铁强国：虽然我国产量全球第一，但我国仅是钢铁大国，而不是钢铁强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

集中度不足，议价能力不强；（2）钢铁加工技术较低，成本较高，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能力较弱；（3）产品结构不完善，低端产能过剩严

重，但每年仍需从国外进口大量优质钢材；（4）人均消费量还较低，距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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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钢铁行业产量分析

4.14.14.14.1生铁

生铁是含碳量大于 2％的铁碳合金，工业生铁含碳量一般在

2.5%--4%，并含 C、SI、Mn、S、P 等元素,是用铁矿石经高炉

冶炼的产品。根据生铁里碳存在形态的不同，又可分为炼钢生

铁、铸造生铁和球墨铸铁等几种。生铁性能：生铁坚硬、耐磨、

铸造性好，但生铁脆，不能锻压。

炼钢生铁里的碳主要以碳化铁的形态存在，其断面呈白色，

通常又叫白口铁。这种生铁性能坚硬而脆，一般都用做炼钢的

原料。

铸造生铁中的碳以片状的石墨形态存在，它的断口为灰色，

通常又叫灰口铁。由于石墨质软，具有润滑作用，因而铸造生

铁具有良好的切削、耐磨和铸造性能。但它的抗位强度不够，

故不能锻轧，只能用于制造各种铸件，如铸造各种机床床座、

铁管等。

球墨铸铁里的碳以球形石墨的形态存在，其机械性能远胜

于灰口铁而接近于钢，它具有优良的铸造、切削加工和耐磨性

能，有一定的弹性，广泛用于制造曲轴、齿轮、活塞等高级铸

件以及多种机械零件。

此外还有含硅、锰、镍或其它元素量特别高的生铁，叫合

金生铁，如硅铁、锰铁等，常用做炼钢的原料，在炼钢时加入

某些合金生铁，可以改善钢的性能。

根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11年 1-8 月，我国生铁产量为 4.3

亿吨，同比增长 9个百分点，其中，今年 8月份生铁产量为 5395

万吨，同比增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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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4.24.2粗钢

粗钢，即钢坯，由生铁经转炉氧化脱去碳及其他杂质后，得到钢水。钢水中加入合金，碳后，浇铸得到粗钢。其主要用途是作为原

料，制成各种规格的板材、管材、条钢、线材、铸件等。

其性能由钢中所含的合金元素及制造工艺决定。

2009年，中国全年钢产量再创新高，全年粗钢产量达

5.68亿吨，比上年增长 13.5%，国内市场粗钢表观消费量

为 5.65亿吨，比上年增加 1.12亿吨，增长 24.8%.

2010年全国产粗钢 62665万吨，比上年增加 5300万

吨，增长 9.3%，产能利用率 82%。全年粗钢平均日产水

平 171.7万吨，4月达到年内最高的 184.7万吨，相当年产

粗钢 6.7亿吨，9月降至最低点 159.8万吨，相当年产粗钢

5.8亿吨，比最高的 4月下降了近 14%，呈明显回落态势。

2010年粗钢表观消费 59935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6.1%。

根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11年 1-8 月，我国粗钢产量

为 4.7亿吨，同比增长 10个百分点，其中，今年 8月份粗

钢产量为 5875万吨，同比增长 14%。

4.34.34.34.3钢材

钢材（Steel）：是钢锭、钢坯或钢材通过压力加工制

成所需要的各种形状、尺寸和性能的材料。

钢材是国家建设和实现四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应

用广泛、品种繁多，根据断面形状的不同、钢材一般分为

型材、板材、管材和金属制品四大类、为了便于组织钢材

的生产、订货供应和搞好经营管理工作，又分为重轨、轻

轨、大型型钢、中型型钢、小型型钢、钢材冷弯型钢，优

质型钢、线材、中厚钢板、薄钢板、电工用硅钢片、带钢、

无缝钢管钢材、焊接钢管、金属制品等品种。

钢材应用广泛、品种繁多，根据断面形状的不同、钢

材一般分为型材、板材、管材和金属制品四大类、钢材是

钢锭、钢坯或钢材通过压力加工制成需要的各种形状、尺

寸和性能的材料。大部分钢材加工都是钢材通过压力加工，使被加工的钢（坯、锭等）产生塑性变形。根据钢材加工温度不同，可以分

为冷加工和热加工两种。

根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11年 1-8 月，我国钢材产量为 5.88亿吨，同比增长 13个百分点，其中，今年 8月份钢材产量为 7700万

吨，同比增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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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钢铁行业动态

5.15.15.15.1中钢集团解套 40404040亿元财务包袱，上市进程或提速

随着山西中宇钢铁有限公司被托管并正式复产，深陷近 40亿元欠账漩涡的中钢集团正逐步摆脱财务包袱。记者从山西曲沃县政府

网站查询到，经多方联系磋商，曲沃县立恒钢铁公司已经正式与中钢集团签署协议，全面托管山西中宇。

媒体曾报道称，山西中宇带来的财务黑洞，影响了中钢集团的上市进程。对于该说法，业内人士透露称，中钢股份的 IPO 正在稳

步推进，环保核查已通过专家评审，其他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

5.25.25.25.2上半财年印度铁矿石出口量降逾一成

据报道，印度港口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12上半财年（2011年 4-9月），该国主要港口铁矿石出口量为 3159万吨，约占

印度出口总量的 80%，同比下降 12.3%。下半财年，印度铁矿石出口仍面临压力，因受国内采矿业不稳定因素影响。整个财年，印度铁

矿石出口量预计达 7000-8000万吨。

5.35.35.35.3国际钢铁协会上调全球需求预测

国际钢铁协会 12日在巴黎发布的短期展望报告上调了该机构对全球今明两年钢铁消费需求的预测。最新预测说，全球钢铁消费保

持强劲增长，2011年预计增长 6.5%至 13.98亿吨，2012年将进一步增长 5.4%至创纪录的 14.74亿吨。

国际钢铁协会经济委员会主席丹尼尔·诺维格尔说：2011年上半年，尽管全球出现日本大地震、欧洲债务危机、西亚北非政局动

荡、部分新兴经济体政府实施货币紧缩政策等不利因素，但我们看到全球钢铁需求仍然延续了 2010年的持续增长。报告说，今明两年

内，不同地区的钢铁需求增长走势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国家需求复苏增长缓慢，而多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钢铁需求将继续强劲

增长。中国钢铁消费量 2011年预计将增长 7.5%至 6.432亿吨，2012年预计将增长 6%至 6.806亿吨。

5.45.45.45.4环保部：上半年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不降反升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通报，环境保护部近日完成了 2011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核算工

作。结果表明，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实现同比下降，氨氮和氮氧化物两项新增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比一降一升。

2011年 1至 6月份，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 1255.0万吨，比 2010年同期（1276.0万吨）减少 1.63%；氨氮排放总量 131.2万吨，

比 2010年同期（132.2万吨）减少 0.73%；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1114.1万吨，比 2010年同期（1133.9万吨）减少 1.74%；氮氧化物排放

总量 1206.7万吨，比 2010年同期（1136.6万吨）增长 6.17%。

5.55.55.55.5铁路建设重点项目将获银行融资支持

针对铁路工程建设资金紧张的问题，据了解，铁道部与相关部门已经达成一致，铁路重点项目将获得金融机构融资支持。这是继铁

路建设债券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后，国家对铁路建设项目的又一项政策支持。

5.65.65.65.6泰国拟对我 HHHH型钢发起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

10月 6日，泰国商业部外贸厅致函我驻泰使馆称：其已收到泰国业界要求对原产自中国的 H型钢进行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的申请。

该案原审于 2002年 10月作出终裁，反倾销税率为 27.81%。2008年 10月，经过期终复审，泰方决定维持措施，有效期为 3年，至 2011

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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