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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行业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最新观点  

1） 宏观经济金融数据企稳，钢材需求回暖，行业景气度向好。 

1-4 月经济数据平稳向好,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新开工面积增速、

房屋销售面积和基建投资增速等企稳向好，钢材需求出现回暖迹象。 

2） “中美贸易战”对行业影响较小，带来行业投资机会：  

本次贸易战对于行业利润的影响较小，根据我们的中美钢材进出

口贸易测算模型，由于关税调整减少的出口利润额仅占行业利润的

0.011%；出口钢材利润占行业总利润比例仅为 0.036%-0.071%，未来

中美贸易战的发展对钢铁行业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3）“一带一路”提振钢铁行业：海外投资+钢材配套加工+上下游

带动。 

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五年来中国在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和

基建、投资等领域快速发展，未来的发展前景广阔，将提振钢材需求。  

4）行业面临的问题和建议：优质矿源受制海外、产能扩张压力、

产业结构不合理、无效低端产能有待出清、中高端特点技术产能不足、

出口面临双反等问题。建议通过收购海外优质矿山、持续优化产业供

需关系、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创新能力发展高端钢材等来改

善行业基本面。 

5）投资机会：环保、兼并重组和产业升级将成为未来行业的重要

发展方向和投资机会。目前钢铁行业估值处于历史较低位置，且低于

市场平均水平，投资安全边际较高。 

 投资建议 

1-4 月经济金融数据企稳向好，地产基建需求逐步回暖，叠加钢材

低库存，钢价有一定支撑。钢铁行业供需关系持续改善的同时，由于

市场对中美贸易战的过度解读,带来行业长期投资机会。建议关注受到

环保影响小、成本控制能力优秀的南方钢厂三钢闽光（002110.SZ）；

受益于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行业龙头宝钢股份（600019.SH）；下游

需求快速增长、兼并重组的特钢企业大冶特钢（000708.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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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507.SH 方大特钢 经营稳健、现金流充足 

 

 风险提示 

原燃料成本上涨的风险，钢材价格下跌的风险，房地产和基建需

求增速放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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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宏观经济改善，钢铁行业景气度向好 

（一）钢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占比及行业概述 

钢铁行业主要是指生产销售钢铁产品的行业。钢铁是铁与 C（碳）、Si（硅）、Mn（锰）、

P（磷）、S（硫）以及少量的其他元素所组成的合金。其中除 Fe（铁）外，C 的含量对钢铁

的机械性能起着主要作用，故统称为铁碳合金。它是工程技术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最主要的，

用量最大的金属材料。按照钢材的成材形态分为：长材和板材；五大品种钢材分为：螺纹钢、

线材、热轧板卷、冷轧板卷和中厚板。钢铁需求同 GDP 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投资等

宏观指标联系紧密。近几年，随着以上宏观指标的下行，市场对钢铁行业的需求也呈下降态势，

钢铁行业虽存在韧性，但其市场压力仍不断显现。 

此外，钢铁行业在供给侧改革之后，产能去化明显，占比逐步降低；钢铁行业盈利情况自

2004 年至今波动剧烈，毛利率与净利率经明显下滑后于 2015 年明显回升。为应对利润剧烈波

动的局面，部分钢铁企业采取降本增效的措施努力经营，如宝钢股份、方大特钢等等，并取得

较好效果。但是随着行业利润稳步回升，钢厂的生产积极性不断增加，产能利用率维持在合理

偏高的水平，导致粗钢的产量不断攀高，产量增速也达到了 10%左右，超过了钢材需求和宏

观经济的增速。因此，短期内钢材价格承压，供需关系的持续改善成为行业内最大的问题之一。 

图 1：钢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2015 年供给侧改革政策实施以来，去产能、地条钢清理和环保限停产等一系列政策对供

给侧产能进行了优化和压缩。在宏观经济转型、增速稳中趋降的背景下，钢材需求基本与宏观

经济增速吻合，因此供给端政策的落地和持续性对于钢铁行业的供需关系的持续改善具有重要

的意义。经过数年的改革，供需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钢材价格也稳步提升，平均钢材价格由

供改之前的吨钢不到 3000 元上涨到最高 5000 元，钢材价格上涨了近一倍，同时成本端原燃料

的价格相对稳定，钢厂的盈利环境明显改善；目前已经进入了深化供给侧改革的阶段，“十三

五”计划去产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供改进入了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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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融合新技术等新的阶段。 

 

图 2：粗钢产量情况 

 
资料来源：中钢协，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二）中美贸易战对行业影响较小，行业运行平稳存投资机会 

中国出口对美国影响不大。据美国商务部 2018年 2月公布的《The Effect of Imports of Steel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 “影响报告”）报告中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共进口钢材 3593 万吨，进口中国钢材产品 78.4 万吨，位居第 11 位，

仅占美国进口总量的 2.2%。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进口国。美国钢铁协会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进口钢铁产品 3812.1

万吨，同比增长 15.4%。其中成品钢材 2955.8 万吨，同比增长 12.2%。在成品钢材进口排名中，中国位列第 7 位，进

口 81.3 万吨，较 2016 年下降 5.7%，占美国成品钢材进口总量的 2.75%。 

 

图 3：美国钢材进口结构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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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对美出口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对美出口对中国影响较小，且中国出口规模逐渐降低。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出口钢材 7524 万吨，数

量与 10年前相比大幅下降了 78.15%。其中出口至美国 118 万吨，仅占我国钢材出口总量的 1.57%。2015年为 2.16%，

2016 年为 1.08%，而这一比例在 2006 年时为 12.22%。中国钢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出口量也稳居世界首

位。2011 年以来，中国钢材出口连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至 2015 年出口量到达顶峰 1.12亿吨。2015 年后，受国际贸易

保护主义及国内供给侧改革影响，钢材出口进入下降通道，2016 年出口 1.08亿吨，同比下降 3.5%，2017年出口 7541

万吨，同比大降三成。 

图 5：进口美国钢材占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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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加征 25%关税的边际影响较弱。2017 年 4 月，美国商务部分别对进口钢铁产品启动“232 调查”（指美国

商务部根据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条款，对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立案调查）。2018年 2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调查报告，认为进口钢铁产品严重损害国内产业，威胁国家安全，特朗普授意将税率提升至 25%。

关税保护政策已经引发了美国钢材的价格上涨，平均出厂价格上涨了 16.7%。2017 年就对华不锈钢板材（圆形焊接不

锈钢管等）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最终裁定的税率实在是高得离谱：反倾销税率 63.86%

—76.64%，外加反补贴税率 75.6%—190.71%。1980—2001 年底，美国对进口钢铁发动了 538 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年均立案约 25件，占其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总数的 42%。2019年 3月 20日，美国贸易委员会对进口自中国的预制钢、

钢制轮毂、铸铁污水管等作出双反终裁，涉案十几亿美元。双反税率在 50%-200%。双反主要针对管材、板材、棒线材；

232调查主要针对其他钢材（如钢丝、钢管接头等）。 

同时中国政府的对美反制加征清单包括 147 项钢铁制品，关税税率由 4%-7%提高到 25%；中国进口美国钢材的影

响很小，2018年中国自美国进口 8万吨，进口占比很小，反制的影响也较小。 

图 6：对美出口利润占比的二元敏感性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市场对于中美贸易战存在过度解读，同时考虑到目前行业较低的估值，存在长期行业配置机会。 

本次贸易战对于行业利润影响较小:根据我们的中美钢材进出口贸易测算模型，考虑中美进出口关税、双反政策

及进口替代等对行业收入和利润的影响，本次由于关税调整减少的出口利润额仅占行业利润的 0.011%；本次关税调整

将减少中国钢铁出口利润 5970 万元，降幅约为 17.40%。同时未来的潜在影响也较小:未来中国对美钢材出口量和加征

关税对出口利润影响的二元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出口钢材利润占行业总利润比例仅为 0.036%-0.071%，未

来的影响也将十分有限。 

最悲观情况，中美贸易战对于行业的利润影响也很有限。针对中美双方加征关税的覆盖率、加征关税税率和进出

口量，做出美方立场、中方立场和中间立场的情景假设分析，即便完全站在美方立场，停止所有中国钢材对美出口同

时保持进口美国钢材低关税的情形，中国的钢铁行业利润也仅降低 0.055%。中立情况下，出口利润降低额仅占 0.007%；

乐观情况下，中美贸易战对于行业的利润提升有一定帮助。 

图 7：中国钢材出口基本面的情景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0.050% 1.74 1.54 1.34 1.14 0.94 0.74 0.00

0.0 0.102% 0.090% 0.079% 0.067% 0.055% 0.044% 0.000%

5.0% 0.097% 0.086% 0.075% 0.064% 0.052% 0.041% 0.000%

10.00% 0.092% 0.081% 0.071% 0.060% 0.050% 0.039% 0.000%

25.00% 0.076% 0.068% 0.059% 0.050% 0.041% 0.033% 0.000%

35.00% 0.066% 0.059% 0.051% 0.044% 0.036% 0.028% 0.000%

45.00% 0.056% 0.050% 0.043% 0.037% 0.031% 0.024% 0.000%

55.00% 0.046% 0.041% 0.036% 0.030% 0.025% 0.020% 0.000%

Output-对美出口量-百万吨

Tax rate-加征税率-%

出口收入占比

出口利润降低-

百万元
出口利润降低
额占比幅度

当年出口利
润降幅

出口利润占

比

美国立场 0.006% 313.012 0.055% 93.713% 0.004%

中立立场 0.090% 38.353 0.007% 11.174% 0.054%

中国立场 0.329% -754.363 -0.134% -206.837% 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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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企稳向好，“一带一路”助力提振钢材需求 

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总量首次突破 90万亿元，全年 GDP增速为 6.6%，

与预期几乎一致，然而较 2017 年实际 GDP 增速回落 0.3%。而进入 2019 年，一季度多项经济

和金融数据企稳向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1.8%，比 1-2月份提高 0.2个百分点；房屋

新开工面积增长 11.9%，提高 5.9 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增速 4.4%，去去年高出 0.6个百分点高

于去年的 3.8%。社融数据也同样好于预期。3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86 万亿元，同比大幅

增加 1.28万亿元；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8.1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2.34 万亿元；

3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08.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好于市场预期。对于周期性的钢

铁行业来说，经济的回暖势必会提振钢材的需求。 

表 1：一带一路项目总结 

项目 具体内容 备注 

铁路建设 
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

匈塞铁路等扎实推进 

中国交建-沿线国家 10320 公里的公路,95 个深水码头,10 座机

场,152座大桥,以及 2080公里的铁路；中老铁路 2021年通车、

414 公里，2022 年通车、中泰铁路 873 公里；雅万高铁 150 公

里；匈塞铁路 350公里，2023年完工；一年 100 公里，一公里

一亿左右，1000 亿左右。 

港口建设 

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

夫斯港、哈里法港等项目稳步推

进 

瓜港-460亿美元投资，汉港-11亿美元，比港-3.5亿欧元，哈

港-64亿元 

贸易进出口总额 中国与沿线国家超过 6万亿美元 
海关总署，2018 年中国贸易进出口额超 30 万亿元；年均增长

4%，高于同期中国外贸的整体增速 

直接投资额 900亿美元，年均增长 5.2% 2017年基建投资完成额 17.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完成对外承包工

程营业额 
超过 4000亿美元 

中国不断强化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

资兴业。 

沿线国家对华投

资 
超过 400亿美元 

不断放宽外资准入领域，营造高标准的营商环境，设立面向全

球开放的 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吸引

沿线国家来华投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 

累计批准贷款 75亿美元，撬动其

他投资近 400亿美元 
中国加快与沿线国家建设自由贸易区 

丝路基金协议投

资金额 

110 亿美元，实际出资金额 77 亿

美元 
按照基建投资粗略保守测算，提振 1.76%钢材需求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

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就此开篇。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高峰论坛成

果清单主要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5大类，共 76 大项、

270多项具体成果。其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等方面将对钢

铁行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对钢材产品的需求也将提振行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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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钢铁行业进展  

 
资料来源：中国联合钢铁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注：东盟包括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西亚北非包括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沙特阿拉

伯、阿联酋、卡塔尔和埃及;独联体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中东欧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

利亚、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马其顿、希腊和塞浦路斯 

 

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在两会期间表示，钢铁行业作为中国制造的优势产业，

是扩大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从资源开发到钢铁产

能合作以及加工配套服务，钢铁行业都具有广阔的市场、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的钢铁行业可

以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中的海外投资、钢材配套服务和上下游产业带动等方面寻找发展契机。 

海外投资方面，中国各类企业累计参与投资海外铁矿项目近 40个，累计投资超过 300 亿

美元。以中钢集团、首钢集团、中信集团、河钢集团等为代表的企业，相继在澳大利亚、秘鲁、

南非、加拿大等国家投资开发了矿石项目，以及以河钢集团为代表的企业海外收购钢厂项目塞

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等逐步开展。 

图 9：一带一路沿线代表国家的钢铁行业需求情况  

 
资料来源：国际钢铁协会，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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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5 日电，中央宣传部 25 日向全社会发布河钢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

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中宣部号召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与国家战略同向同

行，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钢材加工配送方面，我国目前已经拥有

450 家钢材加工配送中心，年钢材加工配送能力超过 5000 万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我国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钢材加工配送产业将面临巨大市场空间。行业上游

原燃料方面，以铁矿石为例，中国 2017年进口量达 10.75 亿吨，占到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 60%

左右，行业的发展也将带动矿业市场和海运市场的发展繁荣。下游产业链方面，建筑业和制造

业等下游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钢铁工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高铁、核电等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将会提振钢铁行业的需求。 

表 2：海外钢铁项目总结 

钢企 项目 

鞍钢 鞍钢继中标大沃风电工程供货任务后，独家中标巴基斯坦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8000吨钢轨需求合同 

首钢 首钢捷克汽车零部件新工厂正式投产运营，总体设计的埃塞俄比亚首个大型工业园区顺利竣工。 

宝武 宝武鄂钢获得中马友谊大桥的桥梁钢供货权，成为该桥梁项目的国内唯一供货企业。 

河钢舞钢 河钢舞钢以高出竞争对手的价格，夺得哈萨克斯坦巴图达尔炼油厂二期设备制造 1000吨抗硫化氢腐蚀钢订单。 

包钢 包钢稀土高强钢加工制成的首批 3000吨螺旋焊管用于埃及塞得港港口建设 

南钢 南钢获得向土耳其卡赞碱矿加工项目提供所需 8440吨钢板的全部订单 

中冶赛迪 中冶赛迪与澳方签订新建联合钢厂设计和咨询合同 

中钢设备 中钢设备与伊朗有关钢铁公司签署了 100万吨钢厂项目的总承包合同 

 

图 1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钢铁行业产能合作、海外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国际钢铁协会，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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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的下游行业主要是房地产、基建、机械、家电、汽车、船舶制造等。2018 年我

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总量首次突破 90万亿元，全年 GDP增速为 6.6%，与预期几乎

一致，然而较 2017年实际 GDP 增速回落 0.3%。而进入 2019年，1-4月份经济数据稳中向好，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1.9%，比 1-2月份提高 0.1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长 13.1%，

提高 1.2 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增速 4.4%，环比持平。对于周期性的钢铁行业来说，经济的回

暖势必会提振钢材的需求。  

 

图 11：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速及同比变化  图 12：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基建投资增速虽然从 2018 年 9 月份触底回升，但是一直维持在 4%左右的中速发展规模。

未来伴随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行政政策约束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高速发展的可能性并不大；

同时在逆周期基建补短板的中央经济工作指引下，基建待加码拉动钢材需求值得行业关注。 

图 13：基建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四）特钢需求快速增长，相关企业申请科创板上市 

钢铁行业在去产能、出清无效产能的同时，也在积极提高产业结构和盈利水平。据国家统

计局，2018 年中国生铁、粗钢和钢材累计产量分别为 7.71 亿吨、9.28 亿吨和 11.06 亿吨，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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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增长 3%、6.6%和 8.5%；而同期特钢粗钢产量为 1.33 亿吨，与 1978 年相比，产量增长了

近 40 倍，年均增长率为 10%左右；但是特钢在粗钢中占比仅 14.33%，其中高端特钢的占比仅

10%，对比发达国家 30%-50%的特钢高占比来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未来国内

钢铁行业产品结构将逐步优化，特种合金材料在钢铁总产量中的比例也将提升，行业面临较大

发展空间国内中高端特钢的未来发展较大。 

高品质特种钢材归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项下的“先进钢铁材料”产业。合金

材料包括高品质齿轮钢、高品质模具钢、特种不锈钢、高温合金和超高强度钢等国家重点鼓励

发展的新材料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风电、轨道交通及各类精密机械部件，需求增长较快。一

方面，国内产品结构低端化，高端产品进口化的窘境，目前国内诸多关键合金材料仍为空白或

依赖进口，未来进口替代的需求空间较大；另外，下游需求行业景气度较高，需求增长较快，

带动特钢产业的发展，如风力发电行业，根据球风能理事会（GWEC）数据，2018 年全球海上

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为 23.30GW，较 2011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41.4%，另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12

年我国高铁营业里程仅为 0.9 万公里，2017 年增长到 2.5 万公里，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23%。 

近期科创板受理公司广大特材就是特钢行业的代表，未来有望提升特钢板块估值。公司主

要经营齿轮钢、模具钢和风电主轴等，公司不断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截至目前，累计获得专利

45 项，其中发明专利 19 项。公司的经营业绩高速增长，2017 年和 2018 年的营收为 11.27 亿元

和 15.07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9.40%和 33.80%；归母净利润 0.86 亿元和 1.34 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 81.03%和 54.55%。对照日本大同和美国卡朋特等特钢公司 20-30 倍的估值，而目前 A 股

特钢行业的平均估值仅为 11 倍，未来以广大特材为代表的特钢公司有望提升特钢行业的整体估

值水平。 

（五）行业政策围绕持续改善供需关系 

产能过剩、高能耗、高污染是钢铁行业的主要问题，因此行业政策主要是围绕解决这些产

业问题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出的，包括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环保限产和地条钢清理等。自 2007

年，月度粗钢产量几乎稳步上升。2018 年月度粗钢产量最高可达 8084 万吨。钢铁行业属于重

资产行业，吨钢折旧大，无法轻易减产，故去产能将缓慢推进。相关政策如供给侧改革及钢厂

迁移等，通过消耗剩余产能、出清落后产能（地条钢）使我国钢铁在册钢铁企业家数从 11034

家（2013）降至 5138 家（2018），同时 2016-2018 年三年钢铁产能淘汰约 1.45 亿吨（基本接

近 2016 年初提出的钢铁产能淘汰目标），取得了较好进展。与去产能相配合的还有环保相关

政策，如采暖季限产，加强对钢铁企业环保投入及措施实行的监督力度等，这对于可持续发展

有重大意义。 

（六）行业景气度向好 

1. 行业利润达到新高，景气度向好 

供给侧改革以来，行业的供需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钢厂逐渐从扭亏为盈进入到盈利高速

增长的快车道。高速增长的利润加大了钢厂生产的积极性，但同时宏观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叠加

出口受限也影响了需求端的表现，导致行业供需关系逐渐从紧平衡步入供给偏宽松的格局。

2017年行业净利润增速达到了 400%-500%，属于供改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进入 2018 年行业利

润增速伴随钢价回落逐渐收窄，根据中钢协公布，2018 年行业利润增速仅为 39%。据发改委，

2018年我国钢铁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7.65万亿元,同比增长 13.8%;实现利润 4704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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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9.3%。2019 年一季度，中钢协会员钢铁企业（以大中型钢企为主）实现销售收入 9685亿

元，同比增长 12.81%；销售成本 8774 亿元，同比增长 18.18%，成本增幅大于收入增幅；实现

利润总额 375亿元，同比下降 30.2%；但是 3月份利润总额 169 亿元，比 1、2月份有所改善。 

图 14：钢铁行业利润及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2. 杜邦分析：供改以来 ROE 逐渐提升 

目前行业的平均动态 ROE为 10.55%。通过杜邦分析发现，ROE较高来源于高净利润率 4.86%、

高资产周转率 0.23 和资产负债率 49.80%。从杜邦指标的历史演变来看，供给侧改革之后，行

业受益于供需关系的改善，股东权益回报和盈利能力持续上升。 

图 15：钢铁行业的杜邦分析指标的历史演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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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务数据分析：行业毛利率供改之后逐渐提高，行业景气度上升 

图 16：钢铁行业的财务分析指标的历史演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通过财务分析，行业毛利率 16.29%，相比历史处于高位，但是从长期来看行业的盈利能

力较弱；期间费用率 6.71%，经营获取现金利润的质量较高，现金流/净利润比例为 186.48%；

负债率合理适中，资产负债率 55.36%；营收成长和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2.95%和 56.45%，

目前行业盈利水平和景气度仍然较高。据中钢协，一季度会员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 3.87%，同

比下降 2.39 个百分点，但是相比供改之前行业盈利能力仍然处于高位。 

二、钢铁行业处于成熟期，供需关系持续改善 

（一）中长期钢材需求韧性仍存，库存去化效果显著 

行业需求 PMI 指数仍然荣枯分水线以下，但是目前的供需格局优于供改之前，后供改时

代的需求 PMI 指数在 40%-70%区间运行，目前已经接近区间底部，未来在需求韧性较大的情

况下，需求的持续改善值得期待。2019 年四月份的新订单 PMI 指数高于荣枯分水线为 56.55，

高于 2018 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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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行业需求 PMI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据中钢协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2 月中旬末，重点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 1470.2

万吨，环比增加 50.17 万吨，环比增加 3.53%，继 2 月上旬大增 30.81%后继续小幅攀升，达到

2016 年新高。低需求下库存的快速累积可能导致库存的进一步升高，对钢价形成了一定的抑

制，预计短期钢价弱势震荡。 

图 18：钢材库存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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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成熟，产业结构优化、技术研发和管理升级或成突破口 

1. 钢铁行业同质化强，且具备强周期大宗属性，受宏观经济影响相对较大 

钢铁行业同质化较强，从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来看，钢铁行业主要包括普钢和特钢。但是从

产品细分来看，可以分为长材、板材或者细分为五大品种钢材：螺纹钢、线材、热轧卷板、冷

轧卷板和中厚板等，特钢则种类繁多：如不锈钢、汽车板簧钢、工具钢、轴承钢、合金钢和其

他特殊用途钢等。钢材作为大宗商品，同质化较强，属于工业化标准产品，供需容易受到宏观

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存在套期保值的衍生品工具对冲现货价格的风险。 

2. 公司根据自身特点形成产业特色 

虽然行业的产品同质化强，但是上市公司会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技术优势，制定具有特

色的管理模式和产品。如三钢闽光（002110.SZ）地处东南沿海、大湾区辐射带，闽浙粤等地

的经济发展较快，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速居于全国前列，建筑钢材的需求旺盛带动公司发展

以螺纹钢、光面圆钢和线材等建筑钢材为特色的主营业务；同时由于“长强板弱”的市场格局，

长材的高利润支撑公司不断进行资产收购和技术发展。行业的兼并重组、产业结构优化是大势

所趋，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也有待于传统钢铁制造业进行深度融

合。 

（三）去产能边际影响减弱，总产能控制转向优化产能结构 

（1）供改：国家层面去产能任务完成，河北省钢铁总量限为 2 亿吨 

十三五规划制定的去产能 1-1.5 亿吨的去产能计划已经在 2018 年基本完成，2019 年两会

期间河北省又提出 2019 年继续去产能 1400 万吨。未来改革的方向由总量控制转向产业结构

优化、提升产品附加值上。河北和江苏等产钢大省由于去产能的执行到位和环保限产的力度大，

产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行业供需格局得到了持续的优化。 

图 19：十三五规划去产能的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工信部，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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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保：政策拐点出现，采暖季限产未及预期 

2017 年环保限产是环保政策趋严以来最为严格的，而 2018 年由于宏观经济复杂的形势和

下行压力不断加大，采暖季限产实际执行的力度比较宽松，高炉开工率和钢材日均产量等指标

在采暖季居高不下，对限产实际影响的时间不仅较 2017 年晚了半个月左右，限产幅度也有所

降低；4 月中旬全国重点钢铁企业粗钢日均产量 200.57 万吨，环比增长 2.59%。 

图 20：国内高炉开工率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3）产能：技术升级提高设备潜能，高炉大修产能提升或达 15% 

从行业供给的角度看，PMI 生产指数的持续走低，低于荣枯分水线，未来产业发展快速发

展的可能性较小。截止 2019 年 4 月 26 日，全国高炉开工率为 70.58%，在需求旺盛的四月传

统旺季，开工率达到前期高点。 

图 21：行业供给 PMI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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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经过产能置换和设备升级改造，实际产能可能有所上升；但是如果没有拿到工信部经信委

批复的产能指标，产能置换和升级一般会做等产或者减产设计。设备升级改造更多的是为了提

升设备利用率，从而达到降低成本和提升生产效率的目的。 

（四）未来方向：产业升级、兼并重组、融合新技术和国际合作 

1. 继续产能控制、巩固环保成果 

据工信部和中钢协对行业 2019 年的工作部署，行业未来会继续加紧产能控制，严防以产

能置换等方式变相增加实际产能，违规新建产能等，对于地条钢，将会加大监管力度严防死灰

复燃。持续改善行业供需格局，巩固环保政策的成果。 

2. 改善产业“北重南轻”局面 

据工信部和中钢协对行业 2019 年的工作部署，行业未来会继续加紧产能控制，严防以产

能置换等方式变相增加实际产能，违规新建产能等，对于地条钢，将会加大监管力度严防死灰

复燃。持续改善行业供需格局，巩固环保政策的成果。 

3. 促进优质企业联合及重组，达成资源优化配置 

通过并购重组，一方面出清僵尸企业，提高资源、设备的利用率，另一方面整合优化资源，

降低低端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和议价能力，从而实现优化产能和企业利润的目的。目前前

10 大钢铁企业的产能仅占 30%左右，根据工信部 2020 年-2025 年实现集中度在 65%的目标，

企业并购重组或将是大势所趋。 

4.产业升级融合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 

通过和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 和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进行融合形成智能制造、

智能物流等新技术和新业态，不断强化降本、提质、增效，大力促进传统钢铁产业升级，增强

行业盈利能力。 

4.国际产业形势：产能转向中印东南亚，传统钢铁强国优势仍存 

欧美日韩等先进钢铁工业国家已经在 20-50 年前走过了钢铁工业大发展时期，传统钢铁工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降低，产能规模逐渐萎缩，同时人均钢产量也逐渐降低到合理水平。

钢铁强国占有行业优势的方面主要是精密设备的制造、先进工艺技术和高端特种钢的生产。 

目前新晋的钢铁工业大国主要是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世界钢铁协会(WSA)

发布的《世界钢铁统计数据 2017》根据 2016 年粗钢产量情况对全球钢铁企业进行排名，并发

布了全球前 50 大钢铁企业名单，2016 年粗钢产量排名前 10 的企业分别是安赛乐米塔尔集团、

宝武集团、河钢集团、新日铁住金、浦项集团、沙钢集团、鞍钢集团、日本钢铁工程控股公司、

首钢集团和塔塔钢铁集团。其中安赛乐米塔尔集团粗钢产量接近 1 亿吨；有 5 家中国企业进入

前 10，分别是宝武集团、河钢集团、沙钢集团、鞍钢集团、首钢集团;日本有 2 家企业进入前

10，分别是新日铁住金和日本钢铁工程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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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一）现存问题 

1. 优质品位矿产资源被国外垄断 

中国的生铁、粗钢、钢材产量超过了全球半数，但是优质高品位的铁矿石，尤其是高品

位的球团矿资源却集中在巴西、澳洲等国，国内钢厂议价能力反而较低。优质铁矿石不仅采

选成本低、价格高，而且生产效率高、钢材品质好、污染能耗较小，在钢铁行业产业链中具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际铁矿石巨头如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和 FMG 等公司以其矿产资

源丰富和开采成本较低垄断了国际铁矿石市场，中国 80%以上的铁矿石均来源于进口，因此

稳定、廉价的矿石资源就成为了行业良性发展最为重要的问题。 

2. 下游需求下降加剧产能过剩矛盾 

供给侧改革之后，钢铁行业的供需关系得到较大改善，钢厂利润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据中

钢协统计，2018 年钢铁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39%，吨钢利润在 300-1500 元左右，因此钢厂的生

产积极性较大，2018 年生铁、粗钢和钢材的产量同比增长了 5%-11%。平均产能利用率能保持

在 80%左右的高位，重点钢企的日均钢产量在 180-200 万吨左右；而与供给旺盛相矛盾的是需

求面的疲软：下游房地产行业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 5%以下，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增速

也不容乐观，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监管采用短期行政监管和长效机制建立并重的方式，未来

房地产需求比较平稳；基建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率收窄，2018 年同比降低了 15 个百分点

左右，截至 2018 年年底，累计增速触底回升到 4.3%左右，需求增速赶不上钢材供给的增速。

同时供给侧改革来到了后去产能时代，从行业去产能过渡到优化产业结构，供需关系的改善形

势比较严峻。对于传统工业重镇、钢厂成为纳税大户和经济支柱的地区，由政府部门牵头和银

行系统支持的投资冲动较强，重资产、投资回报稳定是该行业比较突出的特点，供给侧改革红

利释放之后，行业供需格局持续改善，钢材价格强势，导致钢铁行业的利润较高，也进一步加

大了地方投资的冲动。 

3. 低端产能过剩，中高端特钢技术、产能不足 

由于历史原因，钢铁行业产业布局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原北方工业重镇，尤其是交通比

较便利、铁矿石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能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是行业现存的较大问题。

环保、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条钢的死灰复燃和环保的阴奉阳违

始终是行业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建立持续督导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需要继续

完善相关的监管体系，从根本上改善行业的生态环境。目前钢铁行业大约 9成产能集中在普钢

长板材上，而特钢中大部分是高碳、低合金和不锈钢、工具钢、轴承钢等中低端特钢，产品的

技术附加值不大，仍属于能源、资源消耗严重的传统产业，亟待通过产业升级来提高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和附加值。 

4. “双反”政策对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行业供给侧改革主要集中于普钢，而对于特钢来说，行业处于严重产能过剩，因此以

不锈钢、工具钢等为代表的特钢出口成为行业短期需要面临的现实，而由于供给过剩、竞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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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行业自然面临降低出口价格、大打价格战，违反了相关进口国家如欧盟、东南亚等国家产

业的相关利益，对于钢材出口商实行“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政策。如欧盟将汽车用钢板在

内的十几个钢材品种列为反倾销对象，提高进口关税，并延长执行期限到 2020 年以后。 

（二）建议及对策 

1. 收购国外优质矿山，与国际巨头建立合作关系 

国内以宝武集团、河钢集团和鞍钢集团等为代表的超大型钢铁生产企业不断地寻找与国际

铁矿石巨头合作的机会，与必和必拓、力拓等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锁定了优质铁矿石的

来源与成本，为今后稳定经营和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持续优化供需关系，巩固供给侧改革成果 

合理利用现有政策制度，共同维护行业规则和秩序，去低端产能，通过降本、提质、增效

来打造城市钢厂和绿色钢厂，不断优化产能结构，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行业监管常态化，通过

完善监管体系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持续改善行业供需格局，巩固行业利润的较高水平。 

3. 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布局，一方面是空间的优化，从内地向港口转移、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另一方面

是产能结构的优化，降低低端产能的比例，不断提高高端产能的占比，通过技术创新和工艺改

进实现降本、提质、增效，提高技术和产品的附加值；再者是通过兼并重组实现僵尸企业和无

效产能的出清，提高产能利用率，通过规模效应实现集约化生产，提高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根

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优势，进行互补性资源整合，寻找新的行业内生动能和增长点。建立一批

沿海的绿色、高端钢铁生产基地，对分散的产能进行集中管理，提高整体统筹的能力，降低生

产运行的成本。因城施策、因地施策，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特点和环保形势等

特点，设计具体的规划和路线图，对于相关的行业政策设计可实施、可监测的指标，有利于企

业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具体的对标方案，实施高效的整改措施。 

4. 科技创新发展高端特钢及高端板材 

通过技术、人才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和新业态，通过科研投入和股权激励等方式

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含量，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与钢铁行业进行深度融合，

发展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培育行业的新动能，发掘利润的新增长点。 

四、钢铁行业在资本市场中的发展情况 

（一）钢铁行业市值占比下降：上市家数 33 家， A 股市值占比降低 

截至 2019年 03月，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家数为 33家，占全部 A股上市公司 3590家的 0.92%；

总市值为 7730 亿元，占全部 A 股上市公司 59.8 万亿元的 1.23%。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和行业协

会对于提升行业集中度的要求，2025 年前后 CR10 力争达到 60%以上；钢铁集团公司对上市公

司进行优质钢铁资产注入，同时部分具有一定实力的公司通过产能指标竞购和兼并收购等等方

式进行外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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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2 月，中钢协会员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67%；实现

销售收入 4.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04%；盈利 2862.72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41.12%。上市钢

铁企业最新一期营业收入 1.26 万亿元，盈利 1134.38 亿元，分别占行业总营收和总盈利的 30.66%

和 39.63%。 

（二）2017 年至今板块表现弱于沪深 300，估值处于历史较低位置 

图 22：钢铁行业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截至 2019年 05 月 24日，钢铁行业一年滚动市盈率为 7.36 倍（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

全部 A 股为 16.73倍，分别较 2013 年以来的历史均值低 4.63%和低 85.67%。行业估值溢价率

方面，目前钢铁行业的估值溢价率较历史平均水平低 135.46 个百分点。当前值为-57.98%，

历史均值为 163.52%。目前钢铁行业的估值水平较低，具有长期的投资价值。 

图 23：钢铁行业估值及溢价分析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三）板块表现同质化较大，行业估值介于美股和港股行业估值 

国内钢铁行业市盈率介于美国与香港钢铁行业的市盈率。以 2019 年 03 月份的收盘价计

算，国内钢铁行业的动态市盈率为 7.03 倍。同期美股钢铁行业的市盈率为 8.92 倍，港股钢

铁行业的市盈率为 3.90 倍。国内钢铁行业的估值尚具一定的优势，同时行业盈利情况优于美

股钢铁企业，未来仍有一定修复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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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国内外钢铁行业估值分析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五、投资建议及股票池 

（一）投资建议 

宏观经济金融数据企稳向好，行业盈利水平仍处高位，行业景气度向好。目前行业供需关

系较好，景气度优于供改之前，但是估值水平与供改之前相当并且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投资的

安全边际较好。未来经济预期的进一步改善、下游地产基建的需求回暖和行业供需关系的持续

改善或将成为行业估值修复的催化剂。投资机会或将出现在兼并重组、环保影响小、产业链延

伸等结构性机会。作为周期性行业，投资风险点主要体现在逆周期调节政策不力和行业供需关

系恶化等宏观风险。 

（二）股票池： 

 一季度经济金融数据企稳向好，地产基建需求逐步回暖，叠加钢材低库存，钢价有一定

支撑。钢铁行业供需关系持续改善的同时，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稳步推进，看好未来钢铁行业

的发展。建议关注受到环保影响小、成本控制能力优秀的南方钢厂三钢闽光（002110.SZ）；

受益于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行业龙头宝钢股份（600019.SH）；下游需求快速增长、兼并重

组的特钢企业大冶特钢（000708.SZ）；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先行者、具有规模优势的河

钢股份（000709.SZ）等。近期铁矿石价格上涨主要由巴西矿难和澳洲飓风影响的持续发酵引

发，产量的影响经过了四个月的积累传导到价格终端。 

表 3：股票池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推荐理由 

002110.SZ 三钢闽光 
区域性行业龙头，环保压力小，产能

扩张积极 

600019.SH 宝钢股份 行业龙头，技术、环保优势明显 

600507.SH 方大特钢 经营稳健、现金流充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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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提示 

1、上游原燃料成本价格上涨 

2、钢材价格下跌 

3、下游钢材需求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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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华立，行业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

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

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

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为

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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