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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华宝财经评论类模板 

◎ 投资要点： 

◆ 全球经济复苏周期下，钢材表观消费量和钢价回升预期大：历史数据表

明全球粗钢表观消费量与全球经济增速正相关且同步，全球钢价受供需差

值和经济增速两者影响，在短期产能无法大幅释放、供需差值相对稳定的

状况下，需求对钢价的附加影响最大。20201 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钢材

表观消费量和钢价有较大预期回升。2021 年 1 月海外主要经济体日均粗钢

产量环比增长，截止 2 月 20 日钢价都回到历史高位，量价正逐步回升。 

◆ 行业存在二次供给侧改革预期--压缩粗钢产量：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第一

耗能大户、工业体系内第一碳排放大户，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节点，

工信部明确 2021 年重点工作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 供需预期趋紧，企业盈利具备较大向上弹性。顺周期下，需求端量价回

升；压缩粗钢产量、供给端面临二次供给侧改革；需强供弱推动 2021 年钢

铁行业供需格局趋紧；从 2003 年以来钢材产量、库存、行业毛利率数据来

看，当产量同比高于库存同比时，消费需求很好、供需趋紧，企业盈利也

较好；但当库存同比高于产量同比时，消费较差、库存增加，供需宽松，

企业盈利下滑。2021 年在供需有趋紧预期，企业盈利具备较大向上弹性。 

◆ 截止 2 月 26 日，钢铁板块估值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处在倒数第四，仅

高于房地产、建筑装饰、银行板块；钢铁板块有 9 家上市公司的动态 PE 低

于 10，13 家公司股息率超过 3%。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下，钢铁股的低估值、

高股息率，使得板块投资性价比高，股具备较好防御性。 

◆ 投资建议：从基本面来看，钢铁行业存在：顺周期需求回升+二次供给侧

改革的预期，企业盈利具备较大弹性：这种预期来自于全球经济复苏带来

的钢材表观消费量、钢价回升和国内钢材供给端压缩产量引发的供需格局

趋紧、企业盈利上行。在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下，钢铁股的低估值、高股息

率，使得板块投资性价比高，防御性较好。整体而言目前钢铁股具备较好

防御性，未来业绩具有较大向上弹性。建议重点关注板块内具备高分红率

的相关公司和生产高端冷轧系列产品的公司。 

◆ 风险提示：压缩粗钢产量低于预期；全球经济复苏较弱，钢材需求增长

低于预期。货币政策加快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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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面来看，钢铁行业存在：顺周期需求回升+二次供给侧改革的预期，企业盈利具备

较大弹性：这种预期来自于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钢材表观消费量、钢价回升和国内钢材供给

端压缩产量引发的供需格局趋紧、企业盈利上行。在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下，钢铁股的低估值、

高股息率，使得板块投资性价比高，防御性较好。整体而言目前钢铁股具备较好防御性，未

来业绩具有较大向上弹性。建议重点关注板块内具备高分红率的相关公司和生产高端冷轧系

列产品的公司。 

1. 历史上钢铁股四波行情及驱动因素 

回顾 2000 年以来，申万钢铁指数经历了四波行情：2005 年 11 月-2007 年 9 月，涨幅

618%，同期沪深 300 涨幅 542%；2008 年 11 月-2009 年 7 月涨幅 154%，同期沪深 300 涨

幅 133%；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涨幅 271%，同期沪深 300 涨幅 144%；2016 年 2 月-2017

年 9 月涨幅 66%，同期沪深 300 涨幅 33%。四波行情申万钢铁指数均实现上涨超过半年，

且跑赢沪深 300 指数。 

 

表 1：申万钢铁指数四波行情 

  申万钢铁涨幅 沪深 300 涨幅 

2005 年 11 月-2007 年 9 月 618% 542% 

2008 年 11 月-2009 年 7 月 154% 133% 

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 271% 144% 

2016 年 2 月-2017 年 9 月 66% 33%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总结来看，在这四波行情中，驱动因素各不相同。 

2005 年 11 月-2007 年 9 月来自于基本面改善、估值提升： 

⚫ 宏观面：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GDP 增速加快，由 2005 年 Q4 的 10.8%上

升到 2017 年 Q2 的 15%；中国经济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2005 年 11 月-2007

年 5 月 CPI 和 PPI 基本处在 1.0%-3%水平，物价温和增长；从 2007 年 6 月开始

CPI、PPI 快速上行。 

⚫ 政策、资金面：股改与汇改的推进，以及流动性宽松（SIBOR 维持在 3%以下）推

动股票市场整体估值持续提升，申万钢铁动态 PE（整体法）由 2005 年 Q4 的 5.84

上行到 2007 年 Q3 的 26.6，估值提升 350%。 

⚫ 基本面：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钢材需求快速增长，中国粗钢产量维

持在 20%以上的增速，钢材价格指数在 2005 年 12 月阶段性见底后，持续回升，并

一直持续到 2008 年 6 月。申万钢铁板块平均归母净利润和净利润增速在 2005 年

Q4 见底后，环比持续改善，从 2006 年 Q2 开始同比也开始增长，盈利增长趋势到

2007 年 Q2 开始出现回调。考虑到半年报披露的滞后，基本与钢铁股到达高点时间

基本吻合。平均归母净利润从 2005年Q4的 1亿元增长到 2007年Q3的 3.44亿元，

盈利增长 245%。 

⚫ 总体来看，这轮钢铁股的上涨来自于基本面和估值两方面，其中估值提升贡献度更

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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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2009 年 7 月来自于基本面见底回升、估值小幅提振： 

⚫ 宏观面：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从 2008 年 Q1 开始加速下滑，到 2009 年 Q1 见

底，CPI 和 PPI 同期下滑，并在 2008 年末转入负增长，至 2009 年 Q3 见底。 

⚫ 政策、资金面：为了稳住经济和就业，国家在 2009 年出台 4 万亿政策，降准和降息

推动资金流动性持续宽松，SHIBOR 从 2008 年 Q3 的 3.4%大幅下行到 2009 年 Q1

的 1.0%，这也导致股市在暴跌之后出现大幅反弹。申万钢铁动态 PE（整体法）在

2008 年 Q4：6.6，2009 年 Q3 转负为-28.6；从 PB 估值来看，由 2008 年 Q3 的 1.44

上升到 2009 年 Q2 的 1.83，估值提升 27%。 

⚫ 基本面：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国内加大政策对冲，钢材需求见底回升。从钢材产

量来看，从 2008 年 Q3 产量负增长到 2009 年 Q2 受 4 万亿投资的拉动，钢材产销

快速见底回升；同期钢价从 2008 年 6 月开始下滑，到 2009 年 4 月见底回升，并一

直持续到 2011 年 7 月。申万钢铁板块平均归母净利润和净利润增速从 2008 年 Q2

开始连续 3 个季度亏损后、在 2008 年 Q4 见底，到 2009 年 Q3 受钢价回升的拉动，

恢复盈利，单季回到危机前水平。盈利趋势与钢铁股到达高点时间基本吻合。 

⚫ 总体来看，这轮钢铁股的上涨主要来自于基本面见底回升，以及估值的小幅提振。 

 

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来自于流动性支撑、估值大幅提升： 

⚫ 宏观面：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GDP 增速从 2013 年开始缓慢下行，2014 年 Q2

到 2015 年 Q2 的 GDP 增速由 7.6%下行到 7.1%。PPI 从 2012 年 2 月开始进入负

增长，并从 2014 年 7 月开始由加速下行，到股市见顶前 PPI 并未出现见底回升趋

势。CPI 从 2014 年 6 月的 2.4%下行到 1.3%。 

⚫ 政策、资金面：创业板再融资放开、股权质押市场逐渐成熟等，杠杆资金环境较为

宽松；资金面从 2013 年末开始进入宽松状态，尤其是 2014 年 11 月之后的连续降

准降息背景下， SHIBOR 下行到 2.5%。资金利率水平的快速下行对估值起到提升，

申万钢铁动态 PE（整体法）由 2014 年 Q2 的 73.3 上行到 2015 年 Q2 的 183.3，

PB 估值从 0.74 上升到 2.26，估值提升 205%。 

⚫ 基本面：国内经济放缓和转型，对钢材需求下降，从 2013 年开始钢材产销增速放缓，

2015 年 1 月粗钢产量负增长，钢材价格从 2011 年四季度开始下滑，直到 2015 年 6

月钢价仍未见底。受钢材需求疲软，钢价下行的影响，2013-2014 钢铁板块盈利始

终处于微利的状态，季度平均归母净利润低于 1 亿元，并在 2015 年 Q1 出现亏损，

之后亏损加大，直到 2016 年 Q1 才有环比改善。 

⚫ 总体来看，这轮钢铁股的上涨完全来自于流动性支撑，估值大幅提升。 

 

2016 年 2 月-2017 年 9 月主要来自于基本面改善、盈利大幅提升： 

⚫ 宏观面：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进入供给侧改革攻坚时期，在“三去一降一补”的推动

下， GDP增速整体平稳，2016年Q1到2017年Q3的GDP增速维持在6.8%-7.0%。

CPI 整体温和，PPI 在 2015 年末负增长见底后开始回升，并在 2016 年 9 月重回增

长区间，在 2017 年 2 月见顶；但 CPI 整体处在 1.0-3.0%区间，通胀较温和。 

⚫ 政策、资金面：国家推进供给侧改革，去杠杆导致资金面从 2016 年末开始紧张，

SHIBOR 由 2.4%上升到 2.9%，并持续到 2018 年 4 月。尽管申万钢铁动态 PE（中

值）估值从 2016年Q1的-19.3上行到 2017年 9月的 26.8，PB由 1.32上行到 1.89，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免责声明                            

华宝证券  6/14 

[table_page] 产业研究专题报告 

 
但估值变化主要受 E 端的扭亏为盈，B 端的资产夯实、计提减值等影响，来自流动

性影响较小。 

⚫ 基本面：受房地产去库存、棚户区改造的拉动，钢材消费逐步回暖，粗钢产量增速

从 2016 年 3 月转正，并稳步回升，到 2017 年 7 月回到两位数增长；钢价在 2015

年 11 月见底持续回升，受表外地条钢退出的影响，钢材供需整体处于紧平衡，价格

上涨持续到 2017 年年末。受产销恢复增长，价格持续上行的拉动，钢企盈利大幅转

好，申万钢铁季度平均盈利从 2016 年 Q1 的-1.16 亿元上升到 2017 年 Q3 的 7.5 亿

元。 

⚫ 总体来看，这轮钢铁股的上涨主要来自于基本面改善、业绩大幅提升。 

 

图 1：申万钢铁指数和沪深 300 指数  图 2：中国 GDP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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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 CPI 和 PPI 

  

图 4：SHIBOR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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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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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申万钢铁动态 PE 估值  图 6：申万钢铁市净率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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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钢铁归母净利润单季增速 

  

图 8：申万钢铁单季度平均归母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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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国粗钢产量及增速  图 10：Mypic 钢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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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来看，申万钢铁跑赢大盘的四波行情中，驱动因素各不相同：2005 年 11 月-2007

年 9 月来自于基本面改善、估值提升；2008 年 11 月-2009 年 7 月来自于基本面见底回升、

估值小幅提振；2014年 6月-2015年 6月来自于流动性支撑、估值大幅提升；2016年 2月-2017

年 9 月主要来自于基本面改善、盈利大幅提升。盈利大幅提升或流动性改善，二者之一是钢

铁股跑赢大盘的必要条件。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免责声明                            

华宝证券  8/14 

[table_page] 产业研究专题报告 

 

2. 顺周期需求回升+二次供给侧改革，业绩具备较大向上弹性 

2.1. 全球经济复苏周期下，钢材表观消费量和钢价回升预期大 

随着疫苗商用不断加快，疫情防控取得稳步进展，2 月 22 日全球新增病例 30.9 万人，

已经回到去年 10 月初二次蔓延前的水平，疫情有望逐步得到控制，全球经济进入协同复苏。

目前包括 IMF、世界银行、OECD 等组织对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速都给出了较好预期。2 月 2

日摩根大通发布的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为 53.5，连续 7 个月处于景气线以上。 

受全球经济增速回升的影响，2021 年全球粗钢表观消费量重回增长。从 1995 年以来的

数据来看，全球经济增速与全球粗钢表观消费量增速的趋势基本同步、且正相关；2020 年受

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滑， 2020 年全球粗钢产量 18.64 亿吨，同比下滑 0.9%。2021 年如

全球经济增速回到 4-5%水平，粗钢消费将重回增长。 

2021 年全球钢价相对 2020 年将有所回升。我们在 12 月 22 日发布的《钢企冷轧产品高

盈利能否持续？》报告中对 2005 年以来影响全球钢材价格变化因素研究，发现全球经济增速

变化，供需差值是决定钢价的重要力量，据世界钢协统计 2019 年全球钢铁供需差值为-1108

万吨，未来 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钢铁产能发生较大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供需差值对钢价变

化的附加影响效果较小。整体来看，2021 年决定全球钢价的主要力量是经济增速，预计随着

经济复苏，钢价相比 2020 年将有所回升。 

全球钢铁需求正逐步进入量价齐升的趋势。 

1 月全球粗钢产量同比 7.69%，海外主要经济体日均粗钢产量环比增长。2 月 26 日，世

界钢协发布 1 月份全球粗钢产量 16290 万吨，同比 7.69%。除中国外，欧盟、独联体、南美、

北美、日本、韩国日均粗钢产量环比都有增长。 

截止 2 月 20 日，全球部分重要经济体的钢材价格都回到历史高位水平。截止 2 月 20 日，

全球重要经济体，除日本外，冷轧板和热轧板、中厚板、螺纹钢都创达到近十年历史高位水

平。其中美国冷轧板市场价格达到 1488 美元/吨，已超 2008 年金融危机前水平。 

 

图 11：全球：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  图 12：全球（不含中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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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重要组织对全球 经济预测 

指标

名称 

IMF 预测:GDP 实际增

长率:全球 

世界银行预测:GDP 实际增

长率:全球 

OECD 预测:GDP 实际增

长率:全球 

2020 -4.36  -4.30  -4.18  

2021 5.49  4.00  4.22  

2022 4.21  3.8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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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13：全球粗钢表观销量与全球经济增速同比  图 14：全球钢铁价格综合指数与全球 GDP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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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全球重要经济体冷轧板市场价格  图 16：全球重要经济体热轧板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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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全球重要经济体中厚板市场价格  图 18：全球重要经济体螺纹钢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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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全球粗钢月度产量  图 20：重要经济体 12 月、1 月日均粗钢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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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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行业存在二次供给侧改革预期：压缩粗钢产量 

工信部将压减粗钢产量列为 2021 年重点工作。2020 年 12 月 28-29 日，全国工业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部署 2021 年重点工作。重点指出：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

点，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中钢协发布会充分回应业界对压减产量的顾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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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对压减产量的顾虑进行了

回应。 

总体来看，2021 年政策面已定调压减粗钢产量，未来行业存在二次供给侧改革的预期。 

2.3. 供需格局趋紧、企业盈利将有较大向上弹性 

供需预期趋紧，企业盈利将有较大弹性。顺周期下，需求端量价回升预期大；压缩粗钢

产量、行业供给端面临二次供给侧改革；需强供弱推动 2021 年钢铁行业供需格局趋紧；从

2003 年以来钢材产量、库存、行业毛利率数据来看，当产量同比高于库存同比时，反映消费

需求很好，供需趋紧，企业盈利也较好；但当库存同比高于产量同比时，反映消费较差，库

存增加，供需宽松，企业盈利下滑。2021 年在供需预期趋紧的预期下，企业盈利具备较大弹

性。 

 

图 21：产量同比、库存同比，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毛利率 

 图 22：产量同比与库存同比差值，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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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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货币政策稳字当头，钢铁股性价比凸显、防御性较好 

目前物价总体处在温和状态，短期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概率不大。随着经济的复苏，商

品涨价的存在预期，国内 PPI 仍处上行通道，1 月 PPI 同比 0.3%，CPI 同比-0.3%，仍处于

相对温和状态。目前通胀尚未构成货币政策的掣肘压力。在此情况下，短期货币政策进一步

收紧概率不大。 

央行货币政策仍强调稳字当头，不急转弯。2 月 8 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0 年第

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

合理适度，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

系，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并延续了“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保持宏观杠

杆率基本稳定”等说法，这些与此前的货币政策报告以及一些重要会议的提法一脉相承。整

体来看，货币政策的主要基调仍是稳字当头，短期将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状态。 

截止 2 月 26 日，申万一级行业中钢铁板块整体 PE 估值 15.96，板块 PE 中位值 16.5；

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均处在倒数第四，估值仅高于房地产、建筑装饰、银行板块；钢铁板块

有 9家上市公司的动态PE低于 10。13家公司股息率超过 3%，其中柳钢股份最高达到7.55%，

武进不锈次之 6.44%，南钢股份 6.37%，新钢股份 4.54%，金州管道 4.39%，华菱钢铁 4.28%，

新兴铸管 4.04%。 

钢铁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在 0.7%。截止 2020 年 2 月 25 日，钢铁上市公司合计总市值

8700 亿元，占国内上市公司总市值的比重为 1.09%左右，考虑到在港上市（95840 亿元）和

中概股（160190 亿元）公司总市值，钢铁上市公司总市值占中国资本总市值的比重在 0.7%。 

整体来看，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下，钢铁股的低估值、高股息率，使得板块投资性价比凸

显、防御性较好。 

 

图 23：中国 CPI  图 24：中国 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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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申万一级行业 PE  图 26：钢铁上市公司市盈率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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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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投资建议 

2021 年以来国内钢铁供给加速释放，1 月以来旬度粗钢产量同比 10.4%、7.3%、5.0%、

7.5%、15.9%；1 月粗钢产量 9020 万吨，同比 12.85%。受春节和冬季的影响，下游需求偏

弱。截止 2 月 26 日，螺纹钢合计库存 2213 万吨，相比节前增加 829 万吨；热轧合计库存

441 万吨，相比节前增加 99 万吨；冷轧板合计库存 166 万吨，相比节前增加 29 万吨。根据

钢联调研，1 月以来螺纹钢平均毛利-110 元/吨，热轧板平均毛利-8 元/吨，冷轧产品平均毛利

240 元/吨，但随着节后需求恢复、钢价回升，钢企盈利逐步好转。 

从基本面来看，钢铁行业存在：顺周期需求回升+二次供给侧改革的预期，企业盈利具备

较大弹性：这种预期来自于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钢材表观消费量、钢价回升和国内钢材供给

端压缩产量引发的供需格局趋紧、企业盈利上行。在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下，钢铁股的低估值、

高股息率，使得板块投资性价比高，防御性较好。整体而言目前钢铁股具备较好防御性，未

来业绩具有较大向上弹性。建议重点关注板块内具备高分红率的相关公司和生产高端冷轧系

列产品的公司。 

 

图 27：粗钢日均产量  图 28：钢材三大品种毛利情况 

 

 

 

资料来源：中钢协，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钢联终端，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表 3：截止 2 月 25 日钢铁股市场表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市值（亿

元） 

市盈率

PE(TTM)倍 

市净率

PB(LF) 倍 
月涨跌幅 % 年涨跌幅%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免责声明                            

华宝证券  13/14 

[table_page] 产业研究专题报告 

 
600019.SH 宝钢股份 1679.1  14.72  0.93  14.94  26.72  

000898.SZ 鞍钢股份 307.6  22.13  0.58  13.94  7.57  

000959.SZ 首钢股份 213.2  17.92  0.75  6.05  5.22  

000709.SZ 河钢股份 235.7  12.17  0.48  7.77  -0.89  

000761.SZ 本钢板材 117.8  33.50  0.60  5.19  -5.00  

000825.SZ 太钢不锈 225.6  16.80  0.70  11.24  9.70  

600010.SH 包钢股份 642.7  -181.70  1.22  22.61  20.51  

600569.SH 安阳钢铁 68.1  -65.82  0.70  8.22  -7.06  

600126.SH 杭钢股份 181.0  21.19  0.94  5.51  1.32  

600022.SH 山东钢铁 156.5  23.11  0.74  8.33  0.00  

600307.SH 酒钢宏兴 99.0  28.88  0.81  3.95  -4.24  

600808.SH 马钢股份 212.5  17.41  0.76  8.24  3.76  

000932.SZ 华菱钢铁 350.6  6.01  1.11  13.49  19.67  

600782.SH 新钢股份 142.2  5.36  0.63  9.85  -2.83  

601005.SH 重庆钢铁 134.7  23.37  0.68  7.86  2.03  

600282.SH 南钢股份 208.4  9.31  0.91  11.51  8.65  

600581.SH 八一钢铁 56.0  32.26  1.26  11.28  -4.70  

601003.SH 柳钢股份 155.8  7.42  1.36  9.35  17.15  

600231.SH 凌钢股份 67.0  15.70  0.82  8.72  -5.58  

002110.SZ 三钢闽光 164.5  5.83  0.83  5.84  -0.30  

600507.SH 方大特钢 160.4  8.31  1.90  17.17  7.20  

000778.SZ 新兴铸管 151.7  9.28  0.69  4.97  3.26  

000708.SZ 中信特钢 1590.4  26.40  5.61  12.94  44.61  

002075.SZ 沙钢股份 229.3  38.75  4.57  6.67  -5.29  

600399.SH ST 抚钢 283.8  53.28  5.82  -1.64  -3.42  

002756.SZ 永兴材料 179.0  75.71  4.35  -7.40  -17.83  

600117.SH 西宁特钢 35.8  192.57  2.60  9.94  -9.50  

002318.SZ 久立特材 127.4  19.27  2.63  -1.88  19.63  

603878.SH 武进不锈 30.7  13.91  1.28  8.20  0.39  

002478.SZ 常宝股份 39.6  10.72  0.86  10.16  -6.15  

002443.SZ 金洲管道 36.4  6.24  1.27  7.03  10.41  

000717.SZ 韶钢松山 107.2  6.14  1.21  11.31  3.75  

603995.SH 甬金股份 76.9  21.78  2.54  15.55  26.79  

688186.SH 广大特材 50.3  29.28  2.88  8.57  -15.88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5. 风险提示 

压缩粗钢产量低于预期；全球经济复苏较弱，钢材需求增长低于预期。货币政策加快收

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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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 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 本报告所载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 本报告所载的任何建议、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独立判断。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载的信息于本报告发布后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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