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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行业发展现状：目前我国粗钢产能全球居首，2018年粗钢产量占同期全球总量51.3%，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除少数省份外，各地均有钢

铁工业分布，其中河北省是我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2018年粗钢产量达到2.37亿吨，占我国总产量25.56%；2018年行业CR10为35.25%，同比

下降1.65个百分点，集中度函待提升；与此同时，行业上下游集中度较高，钢铁话语权相对缺失；钢材进出口近些年呈波动下降态势。整体

来看，经过近几年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行业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威胁与机遇并存。

 行业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由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钢材消费量将进入峰值平台区，每年钢材消费量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但中

长期呈波动下降趋势；受产能限制和技术制约，我国钢铁产量接近上限，未来供给潜力增长有限；行业效益整体有望维持在合理水平。未来

3—7年，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进程有望加速；绿色环保是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行业整体绿色发展水平将得到明显提升。

 重点企业画像：我们认为评价钢铁企业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产能规模、绿色发展、行业地位。从产能规模来看，2018年共有22家钢铁企业粗

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这些钢企规模位居行业第一梯队，是行业的头部企业群；从绿色发展来看，目前行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

是已经达到国家绿色发展标准和行业最新标准的钢铁企业将赢得发展先机；从行业地位来看，以中钢协会长及副会长单位为代表的钢铁企业

在行业拥有较高话语权和较多资源，同时参考最新行业竞争力评选结果，获得优秀评级的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较强。这些企业在行业竞争中

拥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和优势，值得重点关注。

 风险提示：经济大幅下行及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风险；环保及安全事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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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产业链全景图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3



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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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现状：我国粗钢产量占全球总量50%以上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规模没有准确、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业内使用较多且比较权威的是工信部符合规范条件企业的产能统计数据。截止

到2019年4月最新规范企业名录，估算全国符合规范条件企业炼铁总产能约8.16亿吨，粗钢产能约为10.47亿吨。

 2018年，我国大陆地区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达到7.71亿吨、9.28亿吨、11.06亿吨，其中生铁、粗钢产量创历史新高。我国大陆地区粗

钢产量占同期全球总量51.3%，世界前十大产钢国粗钢产量占全球83.4%。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990—2018年我国铁、钢、材产量趋势图 全球前10产钢国粗钢产量及占比情况（2018）

6

0

2

4

6

8

10

12

1
9
9
0

1
9
9
2

1
9
9
4

1
9
9
6

1
9
9
8

2
0
0
0

2
0
0
2

2
0
0
4

2
0
0
6

2
0
0
8

2
0
1
0

2
0
1
2

2
0
1
4

2
0
1
6

2
0
1
8

生铁产量(亿吨) 粗钢产量(亿吨) 钢材产量(亿吨)

51.3%

5.9%
5.8% 4.8%

4.0% 4.0% 2.3% 2.1% 1.9% 1.4%

0%

10%

20%

30%

40%

50%

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国 印度 日本 美国 韩国 俄罗斯 德国 土耳其 巴西 伊朗

粗钢产量（亿吨） 占比



行业发展现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有钢铁生产，河北产量占国内1/4以上

 2018年，国内除了北京、海南、西藏外，其他省区均有

粗钢分布。其中，河北省是我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粗

钢产量达到2.37亿吨，占我国总产量25.56%。2018年，

我国粗钢产量前10省份合计产量达到6.80亿吨，占全国

总产量73.3%。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018年我国各省市粗钢产量及及前10省份区位（万吨）

粗钢产量前10省份粗钢产量及占比情况（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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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现状：行业集中度较低，函待提升

 2018年，国内前10钢铁企业粗钢产量3.27亿吨，占全国总产

量35.25%，同比下降1.65个百分点，集中度有所下降。其中

宝武、河钢、沙钢、鞍钢、建龙、首钢进入世界钢产量前10

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000—2018年钢铁行业集中度变化情况

粗钢产量前10钢企及占比情况（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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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现状：上下游集中度较高，钢铁话语权相对缺失
 上游铁矿石呈寡头垄断格局，拥有强大话语权。截止到2018年，铁矿石原矿储量前5国家储量占全球储量78.5%；铁金属含量前5国家占全球总

含铁量73.4%。铁矿资源相对集中于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全球铁矿石供应主要来自于两个国家（巴西和澳大利

亚）、四大矿企（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FMG），消费主要集中在东亚，其中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中心，2017年进口铁矿石占

全球总贸易量68.15%。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铁矿石原矿储量前5个国家占比达78.5%

铁金属含量前5个国家占比达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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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现状：上下游集中度较高，钢铁话语权相对缺失
 下游主要用钢行业集中度也较高。家电行业呈高度集中状态，CR8超过75%；造船行业前10家企业2018年造船完工量占比达到69.8%；水利水电

施工建设工程项目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央企，呈寡头垄断格局；轨道交通施工领域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市占率合计超过85%；占建筑施工行业企

业数量8.71%的特、一级资质建筑企业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占全行业83.99%，施工面积占全行业81.05%（2017年）。因此，相对于钢铁行业，

主要下游用钢行业集中度较高，钢铁行业话语权相对缺失。

资料来源：Wind，百度图片，平安证券研究所

主要家电产品行业集中度情况（2017）

建筑施工行业集中度情况（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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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与上下游竞争格局对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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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现状：钢材进出口近些年呈波动下降态势
 我国钢材进出口近些年均波动下降。2006年我国成为钢材净出口国，2009-2015年钢材出口量持续上涨，2016年首次出现下降，但仍为全球最大的钢材出口国

家；进口方面，随着我国钢铁产业的迅速发展，国内绝大部分钢材品种已经完全能满足自身需求，但仍有小部分高精尖的品种需要依赖进口，钢材进口量整体呈现

波动下降的趋势。2018年，我国出口钢材6934万吨，同比下降608万吨，降幅为8.1%；2018年我国进口钢材1317万吨，同比下降1.0%。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004—2018年我国钢材出口量及增速情况

2004-2018年我国钢材进口量及增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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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国钢材出口产品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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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现状：转型升级关键期，威胁与机遇并存
 钢铁产业的转型就是要通过转变发展和经营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速度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依靠投资拉动提供生存空间向创新增效获

取利润发展空间转变；升级就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实现对行业的全面优化升

级，最终实现钢铁产业能够持续满足经济社会需求、能够与社会环境和谐友好，钢铁材料能够持续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

 2016年以来，国家以化解过剩产能为突破口，在全行业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了行业困难局面，极大地提振了行业和企业的信心。同

时，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低、创新引领能力不足、绿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威胁与机遇并存。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当前钢铁行业竞争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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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SWOT分析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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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趋势：我国钢铁消费已进入峰值平台区，中长期波动下降
 钢铁的需求量与一国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人均GDP超过10810美元是一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一个重要表征。2018

年，我国人均GDP约为64538元，折合美元为9403美元。目前，市场主流均认为我国在2020年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十三五”至“十四五”

期间，我国将处在由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我国钢材消费量将进入峰值平台区，每年钢材消费量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但中长期呈

波动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工业化不同阶段对钢材需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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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钢材消费已经进入峰值平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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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趋势：我国钢铁产量接近上限，未来供给潜力增长有限
 2018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了9.28亿吨，同比增长6.6%，创历史新高。但由于“严禁新增产能”仍是政策红线，源头上抑制了钢材产量大幅增长的可能性；2018年产

能利用率超过92%，已经接近极限；2018年废钢比达到历史峰值，随着高炉废钢比、电炉废钢比跟随利润回归而逐步下降，废钢对粗钢产量的增量也将明显下降。整体

来看，未来钢铁供给潜力有限。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018年我国粗钢产能利用率超过92%

15

2018年前三季度废钢比达到历史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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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趋势：行业效益整体有望维持在合理水平
 2018年，中钢协会员钢铁企业利润率达到6.93%，超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0.44个百分点，全行业实现脱困发展。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预计19年钢铁需求增速相比18年有所滑落，钢价有下行压力。但是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继续推进，国家和各地方政府严防新增产能和“地条钢”死灰复燃力度不减，

部分地区继续推进钢铁去产能，环保超低排放全力推进，钢材市场有望维持供需基本平衡，全年钢材均价下降但不会太大，钢铁行业效益整体有望维持在合理水平。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018年我国钢铁行业销售利润率达到并超过规模工业企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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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7大中型钢铁企业年度利润总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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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趋势：行业兼并重组进程有望加速
 在政策去产能逐步退出、集中度被动提升局面逐步削弱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动行业兼并重组政策，助推行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行业组织结构

调整作出了明确的目标：到2025年，钢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中国钢铁产业60%-70%的产量将集中在10家左右的大集团，其中包括 8000 万吨级的钢

铁集团3-4家、4000万吨级的钢铁集团6-8家和一些专业化的钢铁集团。

 我们认为未来3-7年，钢铁产业将形成行业引领型特大型企业、行业引领型专业化企业、区域主导型企业和区域特色型企业共存的格局，市场竞争渐趋有序，行业集中

度显著提升。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钢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路径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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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钢铁行业企业格局预测

战略 路径 关键指标 2015年 2020年 2025年

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化解钢铁过
剩产能

粗钢产能（亿吨） 11.3 10以下 10以下

产能利用率 70%
接近或
达到80%

80%左
右

钢铁企业诚信市场体系 /
基本建
立

建立并
完善

推进布局优
化与工艺结

构调整
电炉钢产能占比 9% 15%-20%

30%-
40%

推进组织结
构调整

产业集中度（前10家） 34.20% 60% 60-70%

专业化的钢铁集团 1家
增加1-2

家
增加3-
4家

现代企业制度 /
基本建
立

建立并
完善

企业格局 主要特征 数量预测

引领型大型企业

主导产品具有国内乃至国际市场垄断地位、
世界一流技术水平、装备水平、产品 水
平、管理水平，生产基地主要分布全球各
地（包括国内沿江沿海地区）

3-5家

引领型专业化企业
仅生产几类品种，实现专业化基础上的规
模化，所生产品种在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

3家左右

区域主导型企业
产品以服务区域市场需求为主，对本地区
市场具有较大影响力，具备区位优势

5-7家

区域特色型企业
与当地产业集群相配套，满足周边产业集
群市场需求、特色用户专业需求为主

10-15家



行业发展趋势：绿色环保是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体现出环境保护是重要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

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001万吨、207万吨、1580万吨、1574万吨以内，比2015年分别下降10%、10%、15%和15%。全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2015年下降10%以上。”

 钢铁工业是经济社会对环境质量不断提高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产业发展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和代表的行业之一，低碳绿色发展是钢铁工业实现转型升级战略发展

核心内容和关键，也是实现钢铁强国的战略目标。只有充足的环保投入、确保环保达标排放的钢铁企业才能得到长足发展，否则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直至淘汰退

出。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全国钢铁行业“十二五”、“十三五”期间主要减排指标及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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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成为工业部门最大污染物排放来源
（2017）

指标 2010 2015 2020E

能源消耗总量 / / 比2015年下降15%以上

吨钢综合能耗（千克
标煤）

605 572 ≤560

吨钢耗新水量（立方
米）

4.1 3.25 ≤3.2

污染物排放总量 / / 比2015年下降15%以上

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
（千克）

1.63 0.85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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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画像：产能规模、绿色发展、行业地位
 钢铁行业是典型的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国家强力淘汰落后钢铁产能，同时严禁新增产能，导致目前钢铁产能已经成为稀缺指标，产能

获取成本越来越高，行业进入门槛显著提升。拥有合规产能，且产能规模靠前的钢铁企业其规模效应将更加显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一定优势。

 据中钢协80家重点钢企2018年统计数据，2018年共有22家钢铁企业粗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户数占中钢协统计的重点企业27.5%。这些钢企规模位居行业第一梯队，是

行业的头部企业群，值得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不同规模钢企产量占比示意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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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头部钢铁企业规模分类

序号 规模类别 企业简称

1 超过3000万吨 宝武集团、河钢集团、沙钢集团、鞍钢集团

2 2000—3000万吨 北京建龙、首钢集团、山钢集团、华菱集团

3 1000—2000万吨

马钢集团、本钢集团、方大钢铁、包钢集团、日
照钢铁、柳钢集团、中信泰富特钢、福建三钢、
陕钢集团、河北敬业、安阳钢铁、太钢集团、河
北津西、南京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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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画像：产能规模、绿色发展、行业地位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钢铁工业是经济社会对环境质量不断提高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产业发展之

间矛盾的具体体现和代表的行业之一，低碳绿色发展是钢铁工业实现转型升级战略发展核心内容和关键，也是实现钢铁强国的战略目标。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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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钢铁工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1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2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

5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工信部《钢铁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是目前国家对钢铁行业绿色发展所作的国家级标准，代表了行业最先进的绿色制造力量。截止到2019年7月工信部最新公示的第四批

绿色制造名单，四批合计61家钢企入选绿色工厂名单。这些钢企的环保水平均位居行业前列，符合国家政策走向和行业趋势，值得重点关注。

 行业层面上，中钢协多年来一直开展“中国钢铁工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评选活动。根据最新的环保要求和标准，中钢协从全体会员企业中择优评选出了5家2018

年度中国钢铁工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这些钢铁企业代表了目前我国钢铁企业清洁生产和绿色发展的最高水平。

方面 相关内容

定位
锁定绿色制造工程及绿色制造体系，引导广大企业创建绿色工
厂，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

原则
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
碳化

指标体系
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
效等方面

指标要求
容积率、绿色物料使用率、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
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等12项指标

工信部《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重点企业画像：产能规模、绿色发展、行业地位
 行业地位往往由资产规模、产能规模、市场份额、盈利能力、竞争态势以及企业历史等因素综合形成。因影响因素众多，难以量化，这里我们参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的会员企业名单，在行业协会中的话语权也可以侧面反映一个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参考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评级排名。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中钢协会长及副会长单位名单（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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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企业简称

会长单位 太钢集团

副会长单位
宝武集团、鞍钢集团、首钢集团、河钢集团、沙钢集团、马钢
集团、华菱钢铁、山钢集团、包钢集团、本钢集团、安阳钢铁、
五矿集团、北京建龙、中信泰富特钢

 根据中钢协会员名单，会长单位1家，为太原钢铁集团；副会长单位19家，

其中钢企14家，多为规模名列全国前位的大型钢铁集团企业，这些钢企规模

较大，综合实力突出，行业地位领先，抗风险能力较强，值得重点关注。

 冶金工业规划院2018年12月发布的中国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评级主要从基础竞争

力、发展竞争力和经营绩效竞争力三个维度考虑。共有108家钢铁企业进入本次竞

争力评级范围，包括大多数重点大型钢铁企业，合计粗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88%。

其中被评为A+级的企业共14家，显示这些钢企综合竞争力极强，值得重点关注。

评级值 企业名单

A+
（竞争力极强）

14家

宝武集团、首钢集团、河钢集团、沙钢集团、鞍钢集团、
太钢集团、中信泰富特钢、南钢集团、马钢集团、山钢
集团、日照钢铁、方大钢铁、柳州钢铁、新兴铸管

2018年中国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A+评级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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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经济大幅下行及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如果经济大幅下降将导致行业需求持续承压，导致行业供需格局恶化；而贸易摩擦加剧可能导致我国外

贸形势进一步恶化，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和市场预期，钢铁板块亦将受到严重波及。

24

 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风险。如果铁矿石、煤焦等原材价格过快上涨，将造成钢厂生产成本上升，导致钢厂企业利润被侵蚀。

 环保及安全事故风险。随着国家对环保和节能减排要求更加严格，公司环境治理成本及运行成本不断提高，对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同时，

由于钢铁生产工序链条长，容易发生安全事故，一旦钢企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将有可能导致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整顿治理，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进而对业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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