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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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钢铁行业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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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及未来方向”，重点向读者呈现如下内容：

� 国内钢铁行业发展情况

� 国内钢铁细分市场发展

� 区域中钢铁行业发展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 中国钢铁企业未来发展方向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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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钢铁行业发展情况

钢铁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在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钢铁工业作为一个原材料的生产和加工部门，处于工业产业链的中间位置。它的发展与国家的基础建设以及工业发展的速度关

联性很强。

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经济有所持续性恢复，我国经济总体保持稳步发展态势，钢铁行业也随之呈现缓慢回升，产量保持

一定速度增长。从 2011年开始我国钢铁行业一直持续到三季度处于高产能利用率水平，推动了行业整体景气程度。全年钢铁

业平均产能利用率达大约达到 85.4%，与上一年同期比上升 2.9个百分点。产能利用率上升导致了行业边际加工成本的上升，

即行业边际加工费及行业原材料边际成本上涨，其中矿石等原材料价格上涨 2011年钢价的主要推动因素。2011年，国内生产

总值为 471564.0亿元，钢铁工业产值为 69170.50亿元，工业产值占比为 14.67%。钢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表 1-1 2006—2011 年钢铁行业工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

单位：亿元，万吨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钢材产量 钢铁工业产值 工业产值占比

2006 216314.4 46893.36 25473.37 11.78%

2007 265810.3 56560.87 30853.87 11.61%

2008 314045.4 60460.29 40932.49 13.03%

2009 340902.8 69405.4 49337.88 14.47%

2010 401202.0 80276.58 59919.12 14.93%

2011 471564.0 88258.2 69170.50 14.6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国内钢铁细分市场发展

2.12.12.12.1 国内钢材市场发展

2006—2011年，国内钢材产量持续增长。2006年，钢材产量为 46893.36万吨；2007年，国内钢铁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

钢材产量增长率达到 20.62%，产量达到 56560.87万吨；但在 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钢材的增长率下降到 6.89%；

2009年到 2010年，钢材产量呈现了恢复性的增长趋势；截至 2010年，钢材产量达到 80276.58万吨，增长率达到 15.66%；到

2011年，受国内宏观调控和欧美债务危机影响，钢铁行业运行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全年钢材产量为88258.2万吨，增长率为9.94%。

表 2-1 2006—2011 年国内钢材产量（单位：万吨）

年份 钢材产量 增长率

2006 46893.36

2007 56560.87 20.62%

http://www.chuandong.com/repor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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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60460.29 6.89%

2009 69405.40 14.80%

2010 80276.58 15.66%

2011 88258.2 9.9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 2-2 2009—2010 年钢材细分产品产量统计（单位：万吨）

产品名称 2009200920092009年 2010201020102010年

#重轨 442.07 433.5

大型型钢 947.1 946.54

中小型型钢 4159.46 4116.58

棒材 5575.61 6608.86

钢筋 12172.54 13876.93

线材（盘条） 9604.13 10572.67

特厚板 474.9 582.78

厚钢板 1876.72 2350.3

中厚宽钢带 8385.23 10281.96

热轧薄宽钢带 3036.91 3750.89

冷轧薄宽钢带 2192.48 2934.93

镀层板（带） 2016.7 2849.22

无缝钢管 2192.88 2549.9

其他 16328.67 18421.52

钢材合计 69405.4 80276.5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 2-3 2011 年各地区钢材产量统计（单位：万吨）

地区 钢材产量

北京 794.16

天津 4494.19

河北 16782.88

山西 2866.37

内蒙古 1341.39

辽宁 5669.42

吉林 10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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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567.11

上海 2475.94

江苏 9135.95

浙江 2839.75

安徽 2454.75

福建 1340.56

江西 1984.40

山东 6784.61

河南 3273.72

湖北 3026.55

湖南 1816.13

广东 2932.77

广西 1560.36

海南 14.54

重庆 720.94

四川 1980.44

贵州 391.57

云南 1205.28

西藏

陕西 997.34

甘肃 699.16

青海 138.01

宁夏 33.03

新疆 891.7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22.22.22.2 国内钢坯市场发展

2006—2011年，国内钢坯产量持续增长。2006年，钢坯产量为 41914.85万吨；2007年，国内钢铁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

钢坯产量增长率达到 16.73%，产量达到 48928.80万吨；但在 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钢坯的增长率下降到 2.81%；

2009年到 2010年，钢坯产量呈现了恢复性的增长趋势；截至 2010年，钢坯产量达到 63722.99万吨，增长率达到 11.37%；到

2011年，受国内宏观调控和欧美债务危机影响，钢铁行业运行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全年钢坯产量为 69550.32万吨，增长率为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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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2006—2011 年国内钢坯产量（单位：万吨）

年份 钢坯产量 增长率

2006 41914.85

2007 48928.80 16.73%

2008 50305.75 2.81%

2009 57218.23 13.74%

2010 63722.99 11.37%

2011 69550.32 9.1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 2-5 2011 年各地区钢坯产量统计（单位：万吨）

地区 钢坯产量

北京 427.54

天津 2162.11

河北 14458.79

山西 3048.82

内蒙古 1232.84

辽宁 5389.82

吉林 990.37

黑龙江 652.74

上海 2214.27

江苏 6243.38

浙江 1228.53

安徽 1855.59

福建 1086.88

江西 1911.37

山东 5570.84

河南 2327.42

湖北 2788.46

湖南 1767.14

广东 1239.51

广西 1204.57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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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456.63

四川 1581.18

贵州 360.48

云南 1293.77

西藏

陕西 604.82

甘肃 662.25

青海 137.33

宁夏

新疆 825.5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区域中钢铁行业发展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天津钢铁工业已有 60年的历史，是我国钢铁产品重要生产基地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目前已形成国内最大的无

缝钢管生产基地，具有传统优势的高档金属制品生产基地，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焊管生产基地，船舶、压力容器用中厚板、棒

线材生产基地，冷热板卷配套产线以及多品种功能金属材料研发基地。

2008—2011年，钢材产量持续增长。2008年，钢材产量为 3006.75万吨；2009年，产量为 4080.49万吨；到 2011年，产

量达到 5163.77万吨，增长率达到 15.17%。

表 3-1 2008—2011 年天津市钢材产量统计

年份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2008
成品钢材 万吨 3006.75 6.8

#无缝钢管 万吨 331.57 22.2

2009
成品钢材 万吨 4080.49 35.71

#无缝钢管 万吨 324.55 -2.2

2010
成品钢材 万吨 4483.71 9.38

#无缝钢管 万吨 348.4 2.3

2011
成品钢材 万吨 5163.77 15.17

无缝钢管 万吨 338.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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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08—2011 年天津市钢材产量统计

四、中国钢铁企业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钢铁市场中钢铁企业达到 1400多家，多数企业为中小型钢厂，年产量超过千万吨级的仅仅有八家企业，并且以国有

企业占较大比重。国有企业在规模上占一定的优势，而私营钢铁企业规模尚且较小，但是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中国钢铁企业呈

现以下发展特点是：分布广泛、集中度低的产业布局特点，也是我国钢铁工业强大的主要限制因素。以 2009年为例，国内排

名在前 5的大型钢铁企业产能大约占全国总量 29％，同时期美国前 4家钢企产量所占比重超过 60％，日本排名前 4 位的大型

钢企产量占比超过 75％，可见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尚不够高。

预期中国钢铁企业将面临多方面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①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样产能增加必然会超过需

求增加；②人民币的升值直接导致生产成本上升；③生产厂家竞争会加剧，更多的钢厂新建生产线，市场空间缩小。

未来中国钢铁企业应对新的钢铁市场发展形势，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 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

对于目前钢铁行业的大范围亏损，国家有关部门提倡钢铁企业兼并重组，通过减少钢铁企业数量、提高产业集中度，来解

决产能严重过剩与需求增长有限的矛盾，以便改善钢铁企业经营状况。整合重组提高企业集中度，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

产业集中度的有效途径是大力推进产业中优势企业的横向整合重组力度，通过整合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装备，避免重复建设，提

高投入产出比和投入产出质量，即用最低的资源投入，产出最合理的产品，并提高产品档次，以占领高端产品市场。如我国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钢铁行业上市公司整合项目——河北钢铁集团的组建，就是跨市场、跨区域上市公司的重组整合的成功范例。

2. 加强企业节能，降低运营成本

中国钢铁工业是国家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以往的生产活动中投入大量的化石能源，这是典型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而

化石能源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这种气体大量的排放会对地球反射太阳辐射的能力产生很大影响。为了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钢铁企业未来生存、发展满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从经济规模与效益转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的钢铁行

业。这是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的大趋势。未来企业发展中建立完善的能源管理制度。再生产活动中优化生产工艺，促进结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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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生产过程的先进工艺，降低成本。

3. 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中国钢铁企业参与全球钢铁市场竞争，必须实现技术的实质性提升。产品品种质量高、节能降耗，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必经

途径。产品中尤其需要大力发展高强度的三级钢筋、高档的汽车板、高排耗的取向硅钢、高速轨道用钢等产品。在当今世界经

济危机环境下，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强技术改造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另外还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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