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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华宝财经评论类模板 

◎  投资要点： 

 截止 6 月底，有 8 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这其中又以

板材类企业为主，其中大部分公司产品都涉足高端冷轧板。8 家公司中鞍钢

股份、首钢股份、本钢板材、太钢不锈、华菱钢铁、南钢股份、中信特钢

的单季归母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目前鞍钢股份、首钢股份、本钢板材、

南钢股份的总市值低于 2017/2018 年供给侧改革行情的高点水平。 

 截止 6 月末，从产量、消费、库存数据来看，五大品种中冷轧板供需均好

于 2019 年、库存与 2019 年基本持平。测算二季度冷轧板吨钢毛利环比增

长 79%，调研二季度冷轧板吨钢毛利环比增长 66%。截止 6 月末，冷轧板

内外价差大，其中美国比国内高 115%。在内外高价差的推动下，能够继续

享受出口退税的冷轧等高附加值产品盈利更高。 

 自 2020 年末开始不断加剧的“芯片荒”已对国内汽车行业造成较大影响，

进而影响汽车钢材需求；根据上汽集团发布的信息，芯片短缺问题预计在 7

月下旬开始由缓解，三、四季度或将恢复正常。受此影响，预计三、四季

度车企开工或有较大改善，对汽车冷轧板需求环比增加。 

 预计三季度粗钢限产政策正式出台，钢材供给或将减少。目前国家已出台

压减工作要求，具体工作将由各省份具体组织实施。预计粗钢压减政策将

在去产能回头看工作上报国务院后在三季度正式出台。如要确保 2021 年粗

钢产量不增长，则 6-12 月合计要压减产量约 6100 万吨，下半年钢材供给

或将减少。 

 投资建议：二季度部分板材类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创 2016 年以来新高，

其中个别上市公司总市值仍然低于 2016 年以来的高位水平；截止 6 月末，

五大品种中冷轧板供需稳健，在内外高价差的推动下，能够继续享受出口

退税的冷轧等高附加值产品盈利更高。下半年车企“芯片荒”或将缓解，

对汽车冷轧板需求将环比增加；同时预计三季度压减粗钢政策将正式实施，

钢材供给或将减少。车企芯片荒缓解与粗钢压减正式实施下，建议关注生

产冷轧等高附加值为主的公司，重点关注盈利已回到历史高位、但市值仍

有上行空间的公司（详细名单见报告内）。 

 风险提示：钢铁行业推进碳达峰目标的低于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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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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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6 月底，共有 8 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这其中又以板材类企业为

主，其中大部分公司产品都涉足高端冷轧板。8 家公司中鞍钢股份、首钢股份、本钢板材、

太钢不锈、华菱钢铁、南钢股份、中信特钢的单季归母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目前鞍钢股份、

首钢股份、本钢板材、南钢股份的总市值低于 2017/2018 年供给侧改革行情的高点水平。 

截止 6 月末，从产量、消费、库存数据来看，五大品种中冷轧板供需均好于 2019 年、库

存与 2019 年基本持平。测算二季度冷轧板吨钢毛利环比增长 79%，调研二季度冷轧板吨钢

毛利环比增长 66%。截止 6 月末，冷轧板内外价差大，其中美国比国内高 115%。在内外高

价差的推动下，能够继续享受出口退税的冷轧等高附加值产品盈利更高。 

自 2020 年末开始不断加剧的“芯片荒”已对国内汽车行业造成较大影响，进而影响汽车

冷轧板需求；根据上汽集团发布的信息，芯片短缺问题预计在 7 月下旬开始由缓解，三、四

季度或将恢复正常。受此影响，预计三、四季度车企开工或有较大改善，对汽车冷轧板需求

环比增加。 

 预计三季度粗钢限产政策正式出台，钢材供给或将减少。目前国家已出台压减工作要求，

具体工作将由各省份具体组织实施。预计粗钢压减政策将在去产能回头看工作上报国务院后

在三季度正式出台。如要确保 2021 年粗钢产量不增长，则 6-12 月合计要压减产量约 6100

万吨，下半年钢材供给或将减少。 

二季度部分板材类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创 2016 年以来新高，其中个别上市公司总市值仍

然低于 2016 年以来的高位水平；截止 6 月末，五大品种中冷轧板供需稳健，在内外高价差的

推动下，能够继续享受出口退税的冷轧等高附加值产品盈利更高。下半年车企“芯片荒”或

将缓解，对汽车冷轧板需求将环比增加；同时预计三季度压减粗钢政策将正式实施，钢材供

给或将减少。车企芯片荒缓解与粗钢压减正式实施，建议关注生产冷轧等高附加值为主的公

司，重点关注盈利已回到历史高位、但市值仍有上行空间的公司（详细名单见报告内）。 

 

1. 二季度部分板材类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创 2016 年以来新高 

截止 6 月底，共有 8 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本钢板材同比业绩改善最

大，首钢股份环比业绩改善最大。从半年报预告来看，归母净利润增幅最高的是鞍钢股份：

预计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48 亿元，增长 860%。从二季度数据来看，同比增幅最高的是本钢

板材，预计二季度归母净利润 15.13 亿元，同比增长 1874%，环比增长 220%；二季度业绩

环比改善最大的是首钢股份，预计二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23.2 亿元，同比增长 615%，环比增

长 222%。 

发布预增公告公司以板材类企业为主，其中大部分公司产品都涉足高端冷轧板。除中信

特钢是特钢类产品为主。其余 7 家公司均是板材为主的上市公司，其中河钢股份、本钢板材、

太钢不锈、鞍钢股份、华菱钢铁、首钢股份都拥有高端冷轧板材系列产品；南钢股份以中厚

板系列板材为主。 

鞍钢股份、首钢股份、本钢板材、太钢不锈、华菱钢铁、南钢股份、中信特钢的单季归

母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从 2016 年上市的公司单季归母净利润数据来看，鞍钢股份、首钢股

份、本钢板材、太钢不锈、南钢股份已经超过 2017 年的最高水平；华菱钢铁在 2019 年完成

对子公司中小股东股权和阳春新钢收购后，盈利也创新高；中信特钢在 2019 年完成整体上市

后，归母净利润也创新高。 

目前鞍钢股份、首钢股份、本钢板材、南钢股份市值低于 2017/2018 年期间的高点水平。

从 2016 年供给侧改革以来，钢铁行业盈利情况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有较大改善，受此推动

申万钢铁指数从 2016 年 5 月开始见底回升，到 2017 年三季度开始高位波动，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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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下行。截止 6 月 30 日，鞍钢股份总市值 418.5 亿元，相比 2017/2018 年高点低 28.3%；

首钢股份总市值366.7亿元，相比高点低27%；本钢板材总市值179亿元，相比高点低34.6%；

南钢股份总市值 219 亿元，相比高点低 15.4%。 

 

表 1：部分钢铁上市公司半年报预告情况 

名称 预告日期 
预警类

型 
半年报预警摘要 二季度业绩 

中信特钢 2021-06-23 预增 
约 41.3 亿元～42.3 亿元,增长

50.24%～53.87% 

预计二季度归母净利润 22～23 亿元，同比增

长 51%～57.8%，环比增长 13%～19% 

河钢股份 2021-07-01 预增 
约 14 亿元～16 亿元,增长

102.05%～130.91% 

预计二季度归母净利润 9.8～11.8 亿元，同比

增长 11.4%～154.6%；环比增长 90%～132% 

本钢板材 2021-06-30 预增 约 22 亿元,增长 764% 
预计二季度归母净利润 15.13 亿元，同比增长

1874%；环比增长 220% 

太钢不锈 2021-07-01 预增 
约 46.8 亿元～49.7 亿元,增长

693.18%～742.33% 

预计二季度归母净利润 28.2-31.1 亿元，同比

增长 540%～605.8%；环比增长 150%-167% 

鞍钢股份 2021-06-19 预增 约 48 亿元,增长 860% 
预计二季度归母净利润 32.8 亿元，同比增长

1477%；环比增长 116% 

华菱钢铁 2021-07-01 预增 
约 53 亿元～57 亿元,增长 75%～

89% 

预计二季度归母净利润 31-35 亿元，同比增长

64.1%～85.3%；环比增长 51%～70% 

首钢股份 2021-07-01 预增 约 33.6 亿元,增长 542% 
预计二季度归母净利润 23.2 亿元，同比增长

615%；环比增长 222% 

南钢股份 2021-06-26 预增 约 22.61 亿元,增长 102.67% 
预计二季度归母净利润 12.8 亿元，同比增长

95.6%；环比增长 31%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公告，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1：2016 年 Q1-2021 年 Q2 单季归母净利润情况  图 2：2016 年以来申万钢铁指数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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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和首钢股份总市值  图 4：本钢板材和太钢不锈总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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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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华菱钢铁和南钢股份总市值  图 6：中信特钢总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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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部分钢铁上市公司总市值情况 

  2016 年以来的高点市值（亿元） 6 月 30 总市值（亿元） 

鞍钢股份 584 2017 年 8 月 9 日 418.5 

首钢股份 502 2017 年 4 月 11 日 366.7 

本钢板材 272 2017 年 8 月 10 日 178 

太钢不锈 408 2018 年 3 月 1 日 426.7 

华菱钢铁 308 2018 年 3 月 2 日 404.5 

南钢股份 259 2018 年 2 月 9 日 219 

中信特钢 1793 2021 年 2 月 18 日 1051.8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2. 冷轧板：目前供需状态、内外价差、毛利水平状况 

截止 6 月末，从产量、消费、库存数据来看，五大品种中冷轧板供需均好于 2019 年、

库存与 2019 年基本持平，供需稳健。截止 6 月 25 日，1-6 月份五大品种中消费高于 2019

年水平是中厚板、冷轧板。其中冷轧板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消费分别是 1957、1896、

2081 万吨。1-6 月份五大品种中所有产品产量均高于 2019 年，其中冷轧板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产量分别是 1962、1920、2123 万吨。截止 6 月 25 日，社会+钢厂库存中只有

冷轧板与 2019 年基本持平，其余四大品种均高于 2019 年水平。整体看，在五大品种中，冷

轧板供需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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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二季度冷轧板吨钢毛利环比增长 79%，调研二季度吨钢毛利环比增长 66%。根据华

宝证券测算，一、二季度冷轧板吨钢毛利分别是 581 元/吨、1043 元/吨，环比增长 79%。根

据 mysteel 调研，一、二季度冷轧板吨钢毛利分别是 329 元/吨、546 元/吨，环比增长 66%。 

截止 6 月末，冷轧板内外价差大，其中美国比国内高 115%。截止 6 月 25 日，海外部分

重要经济冷轧市场价格：美国 2005 美元/吨，比中国高 115%；欧洲 1570 美元/吨，日本 1030

美元/吨，独联体 1190 美元/吨，中国 933 美元/吨；整体看海外冷轧板价格均大幅高于国内。

同时自 5 月 1 日后，国家实施新的钢材出口退税税率，其中薄规格的冷轧、镀锌、硅钢等产

品仍然保留 13%的出口退税，其他产品取消出口退税。在高内外价差推动下，能够继续享受

出口退税的冷轧等高附加值产品盈利更高。 

 

图 7：1-6 月五大品种消费量  图 8：1-6 月五大品种产量 

 

 

 

资料来源：钢联终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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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截止 6 月 25 日五大品种库存  图 10：全球重要经济冷轧板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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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长流程钢厂吨钢毛利模拟  图 12：mysteel 调研吨钢毛利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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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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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半年车企“芯片荒”或将缓解，汽车冷轧板需求环比增加 

自 2020 年末开始全球汽车行业遭遇“芯片荒”，令全球诸多车企不得不选择减产或者停

产。据 AutoForecast Solutions 在 6 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芯片短缺的持续影响，全球

汽车累计停产数量已达 299 万辆。 

不断加剧的“芯片荒”已对国内汽车行业造成较大影响，进而影响汽车钢材需求。5 月

国内汽车产量同比-6.78%，销量同比-3.06%，汽车产销在 13 个月后由正转负。乘用车产量

同比-2.75，销量同比-1.72%，乘用车产销在 12 个月后由正转负。6 月 11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副秘书长师建华表示：5 月国内汽车销量降低最大的问题是芯片问题，预计 6 月份的数据

也不会太乐观，芯片短缺问题对二季度影响非常大。 

经销商和主机厂库存的全面下降反映了缺芯对车企供给带来的影响。排除消费需求减弱

的影响，从 5 月经销商和主机厂全链条库存来看，都出现环比下降，且经销商库存处在历史

低位、主机厂乘用车库存创历史新低，均全面反映了汽车产业缺芯已经全面影响车企供给状

态。5 月份国内乘用车主机厂库存和经销商库存均处在历史低位。根据乘用车流通协会发布

的数据，5 月经销商库存系数 1.51，环比下降 0.06，处在近 5 年的历史低位。经销商库存预

警指数 52.9，环比下降 3.5，处在近五年的第二低位。根据中汽协发布的数据，5 月汽车总库

存 79.5 万辆，环比下降 8 万吨，处在近五年历史低位。乘用车库存 47.8 万吨，环比下降 3.1

万辆，处在近五年历史低位。 

芯片短缺问题预计在 7 月下旬开始有缓解，三、四季度或将恢复正常。6 月 30 日上汽集

团董事长陈虹在回应股东关于“芯片短缺”问题时表示：芯片短缺是整个汽车行业面临的问

题，预计到 7 月下旬会缓解，第三、第四季度基本上会恢复正常。陈虹还表示，芯片短缺的

问题在汽车行业还是第一次遇到，原先汽车厂商和芯片厂商并不直接联系，此次芯片短缺的

事件也让汽车厂商和芯片厂商变成了直接的关系。 

预计三、四季度车企开工或有较大改善，对汽车冷轧板需求环比增加。从历史月度乘用

车产销数据来看，6-8 月是消费淡季，车企也降低开工、减少供给；9 月之后产销环比会有较

大改善。但今年受缺芯影响，目前车企库存持续创历史新低。一旦芯片短缺问题缓解，三四

季度车企开工将较大改善、并主动补库，同时市场销售端改善将进一步驱动车企增加供给。

受车企开工改善的拉动，对汽车用冷轧板需求将环比增加。 

 

图 13：经销商库存系数  图 14：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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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15：汽车库存  图 16：乘用车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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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中汽协乘用车产量  图 18：中汽协乘用车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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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预计三季度粗钢压减政策正式出台，钢材供给或将减少 

从目前的政策实施推进节奏来看，预计三季度粗钢压减政策将正式出台。 

国家已出台压减工作要求，具体工作将由各省份具体组织实施。据 mysteel 相关机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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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6 月 28 日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关于召开粗钢产量压减工作座谈会的通知》，通

知中提到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做好 2021

年粗钢产量压减工作的通知》。6 月 29 日安徽省召开粗钢产量压减工作座谈会，会上要求参

会钢厂对比 2020 年上报给统计局的产量数据，制定粗钢产量压减任务分解表， 同时对参会

企业提出 2021 年实际产量不得超过 2020 年。这意味国家层面已出台粗钢压减要求，而粗钢

压减具体工作将由各省份具体组织实施。 

预计三季度粗钢压减政策将正式出台。从之前发布的政策实施节奏来看，6 月 1 日-7 月

底，监管机构将对去产能回头看组成若干个现场检查组，开展实地检查。根据各有关方面自

查自纠和现场检查情况，部际联席会议就 2021 年钢铁去产能“回头看”有关工作情况进行总

结并上报国务院。预计粗钢压减政策将在回头看工作上报国务院完成后、在三季度正式出台。 

如要确保 2021 年粗钢产量不增长，则 6-12 月合计要压减约 6100 万吨，下半年钢材供

给或将减少。1-5 月国内粗钢产量 4.73 万亿吨，同比增长 13.9%；比去年同期多 6100 万吨

左右。意味着全年要保持粗钢产量不增长，6-12 月合计要压减粗钢产量 6100 万吨。 

从目前行业监管部门的意向和行业协会的建议来看，未来压减将重点聚集在环保绩效差、

违规产能类企业；唐山等重点环保区域的限产将会是常态化。同时未来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的上市公司或已经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上市面临的减产压力较小。（详见后附、） 

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是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汾渭平原等地区以及其他“2+26”

大气通道城市。其中，京津冀地区是指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长三角地区是指上海市、

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珠三角地区是指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

中山、惠州、肇庆等 9 市；汾渭平原是指山西省晋中、运城、临汾、吕梁市，河南省洛阳、

三门峡市，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市以及杨凌示范区等。其他“2+26”大气

通道城市是指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

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市。 

 

表 3：国内涉及粗钢压减政策 

日期 相关政策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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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7 日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信息发布会：钢协对压缩粗钢产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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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回应了业内对压减产量的顾虑。 

3 月 1 日 3 月 1 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示：工信部也正在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规划。 

3 月 19 日 
3 月 19 日，发改委产业司主持召开钢铁、有色金属、建材行业碳达峰工作研讨会。研究制定钢铁、有

色金属、建材等行业碳达峰方案，结合传统高耗能行业实际，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 

3 月 19 日 
3 月 19 日，唐山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最新限产减排通知：区域内大部分钢企从

3 月 20 日开始至年底限产。 

4 月 1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就 2021 年钢铁去产能“回头看”、粗钢产量压减等工作进行研究部

署：重点压减环保绩效水平差、耗能高、工艺装备水平相对落后企业的粗钢产量，避免“一刀切”，确

保实现 2021 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4 月 21 日 邯郸市发布 2021 年二季度行业限产方案，执行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5 月 8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修订后的《实施办法》明确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

域严禁增加钢铁产能总量，明确”动设备、须置换“。未完成钢铁产能总量控制目标的省（区、市），

不得接受其他地区出让的钢铁产能。长江经济带地区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冶炼项目。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置换比例不低于 1.5:1，其他地区置换比例不低于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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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钢铁冶炼项目备案管理的意见》（发改产业〔2021〕594 号，并于今年 6

月 1 日正式执行。《意见》聚焦问题导向，突出实效性、可操作性，阐明了严格备案管理和规范建设冶

炼项目的明确要求。 

5 月 10 日 

发改委官网发布《2021 年钢铁去产能“回头看”检查工作通知》，对退出产能、项目建设、历次检查整

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其中要求各地区根据自查自纠情况，于 5 月 30 日前向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

“回头看”自查自纠情况报告。6 月 1 日-7 月底，由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别带队，组成若干个现场

检查组，开展实地检查。根据各有关方面自查自纠和现场检查情况，部际联席会议就 2021 年钢铁去产

能“回头看”有关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并上报国务院。 

资料来源：公开新闻报道整理，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19：粗钢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表 4：上市公司超低排放推进情况 

  
2020 年粗钢产

量（万吨） 

2020 年钢材产

量（万吨） 
公司基地所在区域 超低排放推进情况 

宝钢股份 4598 4562 
上海、江苏南京、湖北

武汉、广东湛江 
南京基地完成超低排放（运输） 

鞍钢股份 2648 2457 辽宁鞍山、营口、朝阳   

首钢股份 1978 1813 河北唐山 京唐、迁安基地完成超低排放 

河钢股份 2510 2487 河北唐山、邯郸、承德   

本钢板材 1031 72 辽宁本溪   

太钢不锈 1614 1069 山西太原 完成超低排放 

包钢股份 1561 1469 内蒙古包头   

安阳钢铁   798 河南安阳 完成超低排放 

杭钢股份 441 437 浙江宁波   

山东钢铁 1627 1601 山东日照、济南 日照基地完成超低排放 

酒钢宏兴 376 875 甘肃嘉峪关   

马钢股份 2097 1986 安徽马鞍山   

华菱钢铁 2678 2516 
湖南湘潭、涟源、衡阳，

广东阳江 
  

新钢股份 938 983 江西新余   

重庆钢铁 712 678 重庆   

南钢股份 1158 1021 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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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钢铁 625 584 新疆乌鲁木齐   

柳钢股份 1530 962 广西柳州、防城港   

凌钢股份 581 576 辽宁凌源   

三钢闽光 1137 1153 福建三明、福州、漳州   

方大特钢 204 425 江西南昌   

新兴铸管   545 河北邯郸、安徽芜湖 完成超低排放 

中信特钢   1452 
江苏无锡、湖北大冶、

山东青岛 
  

沙钢股份 364 346 江苏淮安   

抚顺特钢 64 50 辽宁抚顺   

永兴材料   30 浙江湖州   

西宁特钢 193 189 青海西宁   

久立特材   11 浙江湖州   

武进不锈   7 江苏常州   

常宝股份   43 江苏常州   

金洲管道   99 浙江湖州   

韶钢松山 802 768 广东韶关   

甬金股份   167 浙江金华   

广大特材   20 江苏苏州   

资料来源：中钢协、公司公告，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5. 投资建议 

二季度部分板材类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创 2016 年以来新高，但个别上市公司总市值仍然

低于 2016 年以来的高位水平；截止 6 月末，五大品种中冷轧板供需稳健，在内外高价差的推

动下，能够继续享受出口退税的冷轧等高附加值产品盈利更高。下半年车企“芯片荒”或将

缓解，对汽车冷轧钢材需求将环比增加；同时预计三季度压减粗钢政策将正式实施，钢材供

给或将减少。芯片荒缓解与粗钢压减正式实施下，建议关注生产冷轧等高附加值为主的公司，

重点关注盈利已回到历史高位、但市值仍有上行空间的公司。 

 

表 5：截止 6 月 30 日部分上市公司表现 

证券简称 
总市值(亿

元) 

市盈率

PE(TTM) 

市净率

PB(LF)倍 
周涨跌幅 % 月涨跌幅% 区间涨跌幅% 

市值距离高

点空间 

鞍钢股份 419  13.05  0.77  -1.55  3.24  49.09  28.3% 

首钢股份 367  13.93  1.03  -1.58  3.50  46.74  27% 

本钢板材 179  20.06  0.87  1.32  7.69  44.38  34.6% 

南钢股份 219  6.52  0.99  0.00  -2.47  20.78  15.4%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6. 风险提示 

钢铁行业推进碳达峰目标的低于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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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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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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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意见及推测不会发生变化。 

★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或所做出的任何建议、意见及推测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也不构成对所述金融产品、

产品发行或管理人作出任何形式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诺或担保。投资者

应自行决策，自担投资风险。 

★ 本公司秉承公平原则对待投资者，但不排除本报告被他人非法转载、不当宣传、片面解读的可能，请投资者审慎识别、谨防上当受骗。 

★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转载、复制。如合法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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