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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华宝财经评论类模板 

◎  投资要点： 

 事件 1：钢协召开信息发布会回答压减产量及产需如何平衡等问题。认为

工信部提出 2021 年压缩钢产量应该有三方面的考量，2021 年钢材需求保

持小幅增长，新形势下钢铁供应格局势必改变，进口和库存环节的自我调

节将有助于弥补产需缺口。 

 点评：市场经济下，商品的产量主要受需求和理论产能两方面驱动。目前

国内和海外经济正在复苏，钢材需求有较好的预期，因此业内对落实粗钢

产量压减有疑问，钢协从大背景和必要性上给予了回答；同时就业内关注

的经复复苏周期下，钢材产量减少是否会造成供需关系紧张？钢协认为市

场能够通过进口和去库存有效缓解矛盾。整体来看，钢协这场信息发布会

充分回应了业内对压减产量的顾虑。 

 去库存弥补产需缺口空间较小，进口在供给格局的转变过程中有提升空

间。截止 1 月第三周，全国主要城市钢材库存 1016 万吨，已与去年疫情前

水平持平。整体来看进一步去库存弥补产需缺口的空间较小。从 2020 年数

据来看，进口在未来供给格局的转变过程中有提升空间。 

 国内外钢材价差将是决定钢材进口的关键因素。现阶段国内钢材市场与

欧美日等传统钢材消费大国仍然有较大价差，目前四大品种中除冷轧板稍

微高于日本外，其余产品均低于重要经济体，国内外钢材价差将成为决定

钢材进口的关键因素：价差缩小，出口到中国钢材增加；价差放大，出口

到中国钢材缩小。同时价差将为国产钢材创造盈利提升空间。 

 投资建议。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国内钢材消费有小幅增长的预期，未来

推进粗钢产量压减，将会推动国内供给格局的转变，进口将成为弥补产需

不平衡的重要来源；目前欧美日韩等重要钢材消费国经济正在复苏，钢材

需求恢复；国内与欧美日韩等国有较大的钢材价差，缩小钢材价差将为国

内钢企创造盈利提升空间。我们维持之前的建议：目前钢铁板块估值处在

历史较低分位区间，基本面上钢企冷轧产品盈利持续改善的基础牢靠，相

关标的公司估值修复有较好的基础。整体来看，目前投资布局高端冷轧产

品企业正当时。建议继续关注生产高端冷轧系列产品的公司。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影响时间较长，经济复苏偏弱，制造业景气度下滑；

国内在内循环发展格局下，内需增长低于预期，汽车、家电等下游需求弱；

国内压缩粗钢产量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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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 1：钢协召开信息发布会回答压减产量及产需如何平衡等

问题 

1 月 27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信息发布会，介绍 2020 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

同时与会领导就粗钢产量同比下降和钢材需求小幅增长如何平衡、钢铁行业生产经营情况、

铁矿石资源保障、如何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等热点问题回

答了记者提问。业界重点关注的压减产量，以及未来的产需如何平衡，钢协回答如下： 

 工信部提出 2021 年压缩钢产量应该有以下三方面的考量：一是向钢铁行业发出

信号，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实现“碳达峰”和 “碳中和”目标付诸行动；二是从

需求侧减少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预期；三是引导钢铁企业向高质量发展，提高竞

争力。 

 2021 年钢材需求保持小幅增长。钢协认为从需求来看，今年，我国将不断巩固

疫情防控和经济稳定恢复发展态势，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受 2020 年

GDP 基数影响，预计今年我国 GDP 将保持较高增速，对钢铁需求将起到较强

的支撑作用。据钢协预测，2021 年，我国钢材需求将保持小幅增长。 

 新形势下钢铁供应格局势必改变，进口和库存环节的自我调节将有助于弥补产

需缺口。会议认为：一方面是需求增长，另一方面是产量下降，我国钢铁供应格

局势必发生重要变革。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行业控产能、限产量的新形势

下，钢铁行业有必要转变传统自给自足的观念，正确看待我国钢铁供给格局的改

变。从 2020 年我国钢铁供给结构来看，除国内钢铁产量保持增长外，钢铁进口

量也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尤其是钢坯进口量增长了将近 5 倍。在 2021 年甚至更

长一段时期，即使出现阶段性产需不平衡，市场也会通过进口和库存环节的自我

调节，来有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2020 年钢材进口市场就是如此，通过钢材进

口贸易，形成对我国钢材消费市场的有益补充。此外，尽管目前钢材库存恢复到

相对合理水平，但库存绝对值仍高于以往。2021 年，钢材去库存也将有效补充

国内市场需求。 

点评：市场经济下，商品的产量主要受需求和理论产能两方面因素影响。目前国内和海

外经济正在复苏，钢材需求有较好的预期，因此业内对落实粗钢产量压减仍有疑问，钢协从

大背景和必要性上给予了回答；同时就业内关注的经复苏复周期下，钢材产量减少是否会造

成供需紧张关系？钢协认为市场能够通过进口和去库存有效缓解矛盾。整体来看，钢协这场

信息发布会充分回应了业内对压减产量的顾虑。 

 

2. 事件 2:2020 年 12 月独联体、日本、韩国粗钢产量继续环比增

长 

2020 年亚洲和独联体实现粗钢产量增长，北美、欧盟产量大幅下降。1 月 27 日世界钢

铁协会发布 2020 年全年初步统计数据：全球粗钢产量达到 18.64 亿吨，同比下降 0.9%。亚

洲地区全年粗钢产量达到 13.749 亿吨，同比提高 1.5%。欧盟地区全年粗钢产量为 1.388 亿

吨，同比下降 11.8%。独联体地区全年粗钢产量为 1.02 亿吨，同比提高 1.5%。北美地区粗

钢产量 1.01 亿吨，同比下降 15.5%。南美地区全年粗钢产量为 3820 万吨，同比下降 8.4%。

中东地区全年粗钢产量为 4540 万吨，同比提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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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越南实现粗钢产量增长。全球前十大产钢国的粗钢产量

情况：中国产量 10.53 亿吨，同比上升 5.2%，占全球粗钢产量的份额，由 2019 年 53.3%上

升到 2020 年的 56.5%。印度产量为 9960 万吨，同比下降 10.6%；日本产量为 8320 万吨，

同比下降 16.2%；俄罗斯产量为 7340 万吨，同比提高 2.6%；韩国产量为 6710 万吨，同比

下降 6.0%。土耳其产量 35.8 万吨，同比上升 6.0%。德国产量为 3570 万吨，同比下降 10.0%。

巴西产量为 3100 万吨，同比下降 4.9%。伊朗产量为 2900 万吨，同比提高 13.4%。在产量

超过 1000 万吨的国家中，越南产量 1950 万吨，同比增长 11.6%。 

12 月独联体、日本、韩国粗钢产量继续环比增长。12 月重要区域中，欧盟日均粗钢产

量 37.93 万吨，同比 3.52%，环比-12.96%；独联体日均粗钢产量 31.28 万吨，同比 18.09%，

环比 12.96%；南美洲日均粗钢产量 11.79 万吨，同比 17.04%，环比-5.1%；北美洲日均粗

钢产量 29.38 万吨，同比-8.95%，环比-1.04%；日本日均粗钢产量 24.29 万吨，同比-3.28%，

环比 0.33%；韩国日均粗钢产量 20.24 万吨，同比 6.77%，环比 5.32%。 

 

图 1：全球粗钢产量  图 2：12 月日均粗钢产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3. 国内外钢材价差将是决定钢材进口的关键因素 

我们认为：未来随着压减粗钢产量计划的推进，国内供给格局会有转变，但如希望通过

进口弥补产需平衡，需要进一步缩小国内外钢材价差。 

 去库存弥补产需缺口空间较小。截止 1 月第三周，全国主要城市钢材库存 1016 万

吨，已与去年疫情前水平持平。整体来看进一步去库存弥补产需缺口的空间较小。 

 进口在供给格局的转变过程中有提升空间。2020 年国内粗钢产量 10.53 亿吨，同比

5.2%。钢材出口 5367 万吨，同比-16.5%；进口 2023 万吨，同比 64.4%；净出口

3344 万吨，同比-35.68%。进口钢坯 1834 万吨，同比 500%；净进口 1832 万吨，

同比 505%。2020 年钢坯和钢材合计进口达 3856 万吨，为 2004 年以来的新高，占

钢材表观消费比重为 3%，有大幅回升。整体来看，进口在供给格局转变过程中有提

升空间。 

 国内外钢材价差将是决定钢材进口的关键因素；现阶段国内钢材市场与欧美日等国

仍然有较大价差，目前四大品种，除冷轧板稍微高于日本外，其余产品均低于重要

经济体，国内外钢材价差将成为决定钢材进口的关键因素：价差缩小，出口到中国

钢材增加；价差放大，出口到中国钢材缩小。同时价差将为国产钢材创造盈利提升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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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国粗钢产量情况  图 4：钢材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5：钢坯进出口  图 6：全国主要钢材库存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7：钢坯和钢材进出口情况及占钢材表观消费比重 

 

资料来源：Wind，钢联终端，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8：全球重要经济体螺纹钢市场价格  图 9：全球重要经济体中厚板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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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10：全球重要经济体热轧板市场价格  图 11：全球重要经济体冷轧板市场价格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4. 投资建议 

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国内钢材消费有小幅增长的预期，未来推进粗钢产量压减，将会

推动国内供给格局的转变，进口将成为弥补产需不平衡的重要来源；目前欧美日韩等重要钢

材消费国经济正在复苏，钢材需求恢复；国内与欧美日韩等国有较大的钢材价差，缩小钢材

价差将为国内钢企创造盈利提升空间。我们维持之前的建议：目前钢铁板块估值处在历史较

低分位区间，基本面上钢企冷轧产品盈利持续改善的基础牢靠，相关标的公司估值修复有较

好的基础。整体来看，目前投资布局高端冷轧产品企业正当时。建议继续关注生产高端冷轧

系列产品的公司。 

 

5. 风险提示 

海外疫情影响时间较长，经济复苏偏弱，制造业景气度下滑；国内在内循环发展格局下，

内需增长低于预期，汽车、家电等下游需求弱；国内压缩粗钢产量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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