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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 钢：短流程利用率创新低，钢材库存同比大幅下降。本周螺纹钢产量环比明显

上升 4.3%，消耗量环比大幅上升 22.62%。钢材社会库存和钢厂库存总和环

比明显下降 7.03%、同比大幅下降 20.06%。考虑一个月库存周期，长流程、

短流程成本均环比小幅下降，钢价指数环比小幅下跌，长流程、短流程螺纹钢

毛利均环比均明显下降。我们认为在控产量的趋势下，原料端铁矿价格难有实

质性逆转，钢铁利润的强周期性有望逆转，板块当前具备较高投资性价比。 

⚫ 新能源金属：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环比上升，锂钴镍价格均环比上涨。锂方面，

本周国产 56.5%氢氧化锂价格为 18.2 万元/吨，环比明显上涨 4.0%；国产

99.5%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 18.9万元/吨，环比明显上涨 5.1%。MB标准级钴

环比上升 3.4%，国产≥20.5%硫酸钴、四氧化三钴环比明显上升 7.1%。镍方

面，本周 LME镍现货结算价格为 18870美元/吨，环比明显上升 4.1%。 

⚫ 工业金属：铜铝去库明显，价格均环比上涨。工业金属方面，本周铜冶炼厂

TC/RC环比持平，全球精炼铜产量 6月产量环比下降，电解铝 7月开工率维

持高位为 91%，环比微幅上升 0.54%；需求方面，9月美国 PMI环比上升，

中欧 PMI 环比下降；库存方面，铜库存明显下跌，铝库存比小幅下跌；价格

方面，本周 LME铜现价环比上升 14.16%，LME铝现价环比上升 9%。 

⚫ 金： IMF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金价微幅上升。本周 COMEX金价环

比微幅上升 0.62%，黄金非商业净多头持仓数量环比大幅上升 152.41%；截

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1.59%，环比微幅上升

0.07%；2021年 9月美国 CPI较上月环比持平。美国劳工部周五报告显示，

9月非农就业上升 19.4万人。 

投资建议与投资标的 

⚫ 钢：普钢方面，建议一方面关注吨钢碳排放强度、吨能耗较低的上市公司，

建议关注宝钢股份(600019，未评级)、方大特钢(600507，未评级)、华菱钢铁

(000932，买入)，另一方面关注 PB较低的上市公司，如马钢股份(600808，

未评级)、新钢股份(600782，未评级)、鞍钢股份(000898，未评级)、太钢不

锈(000825，未评级)；特钢方面，建议关注新能源核电、风电的特材供应企

业，如久立特材(002318，买入)。 

⚫ 新能源金属：建议关注赣锋锂业(002460，未评级)、永兴材料(002756，未评

级)、盐湖股份(000792，未评级)等锂资源丰富的企业。 

⚫ 铜：建议关注受益于冶炼费和硫酸价格上涨，业绩有望超预期的 铜陵有色

(000630，未评级)、 紫金矿业(601899，买入)；及锂电铜箔生产企业：嘉元

科技(688388，未评级)、诺德股份(600110，未评级)等。 

⚫ 铝：建议关注布局绿铝的云铝股份(000807，未评级)、明泰铝业(601677，买

入)，及高端铝材企业南山铝业(600219，未评级)，华峰铝业(601702，未评级)。 

⚫ 金：建议关注行业龙头紫金矿业(601899，买入)、山东黄金(600547，未评级)、

盛达资源(000603，未评级)等。 

风险提示 

⚫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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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观点：限电推动价格上行，关注低库存品种 

1.1钢：短流程利用率创新低，钢材库存同比大幅下降 

本周螺纹钢产量环比明显上升 4.3%，消耗量环比大幅上升 22.62%。钢材社会库存和钢厂库存总

和环比明显下降 7.03%、同比大幅下降 20.06%。考虑一个月库存周期，长流程、短流程成本均环

比小幅下降，钢价指数环比小幅下跌，长流程、短流程螺纹钢毛利均环比均明显下降。我们认为在

控产量的趋势下，原料端铁矿价格难有实质性逆转，钢铁利润的强周期性有望逆转，板块当前具备

较高投资性价比。普钢方面，建议一方面关注吨钢碳排放强度、吨能耗较低的上市公司，如宝钢股

份(600019，未评级)、方大特钢(600507，未评级)、华菱钢铁(000932，买入)，另一方面关注 PB

较低的上市公司，如马钢股份(600808，未评级)、新钢股份(600782，未评级)、鞍钢股份(000898，

未评级)、太钢不锈(000825，未评级)；特钢方面，建议关注新能源核电、风电的特材供应企业，

如久立特材(002318，买入)。 

1.2新能源金属：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环比上升，锂钴镍价格
均环比上涨 

锂方面，本周国产 56.5%氢氧化锂价格为 18.2万元/吨，环比明显上涨 4.0%；国产 99.5%电池级

碳酸锂价格为 18.9万元/吨，环比明显上涨 5.14%。本周 MB标准级钴环比明显上升 3.38%，国产

≥20.5%硫酸钴、四氧化三钴环比明显上升 7.14%。镍方面，本周 LME镍现货结算价格为 18870

美元/吨，环比明显上升 4.11%。建议关注赣锋锂业(002460，未评级)、永兴材料(002756，未评级)、

盐湖股份(000792，未评级)等锂资源丰富的企业。 

1.3工业金属：铜铝去库明显，价格均环比上涨 

工业金属方面，本周铜冶炼厂 TC/RC环比持平，全球精炼铜产量、原生精炼铜 6月产量环比下降，

电解铝 7月开工率维持高位为 91%，环比微幅上升 0.54%；PMI方面，9月美国 PMI环比上升，

中欧 PMI环比下降；库存方面，铜库存明显下跌，铝库存比小幅下跌；价格方面，本周 LME铜现

价环比大幅上升 14.16%，LME铝现价环比明显上升 8.99%。铜方面，建议关注受益于冶炼费和硫

酸价格上涨，业绩有望超预期的铜陵有色(000630，未评级)、 紫金矿业(601899，买入)；及锂电

铜箔生产企业：嘉元科技(688388，未评级)、诺德股份(600110，未评级)等。铝方面，建议关注布

局绿铝的云铝股份(000807，未评级)、 明泰铝业(601677，买入)，及高端铝材企业南山铝业(600219，

未评级)，华峰铝业(601702，未评级)。 

1.4金：IMF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金价微幅上升 

本周 COMEX金价环比微幅上升 0.62%，黄金非商业净多头持仓数量环比大幅上升 152.41%；截

至 2021年 10月 15日，美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1.59%，环比微幅上升 0.07%；2021年 9月

美国 CPI较上月环比持平。美国劳工部周五报告显示，9月非农就业上升 19.4万人。建议关注行

业龙头紫金矿业(601899，买入)、山东黄金(600547，未评级)、盛达资源(000603，未评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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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短流程利用率创新低，钢材库存同比大幅下降 

2.1供需：螺纹钢消耗量环比明显上升、产量环比大幅下降 

本周螺纹钢消耗量环比大幅上升 22.62%，同比大幅下降 35.87%。根据 Mysteel数据及我们测算，

本周全国螺纹钢消耗量为 95万吨，环比大幅上升 22.62%，同比大幅下降 35.87%。 

图 1：本周螺纹钢消耗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我们的测算方式为螺纹钢消耗量=螺纹钢当周产量-螺纹钢社会库存周增量-螺纹钢钢厂库存周增量 

 

本周铁水产量环比小幅下降 0.9%，螺纹钢产量环比明显上升 4.3%，热轧产量环比小幅下降 0.65%、

冷轧产量环比明显上升 3.63%。根据 Mysteel数据，本周 247家钢企日均铁水产量 216.22万吨，

环比小幅下降 0.9%；螺纹钢产量为 277万吨，环比明显上升 4.3%；热轧板卷产量为 295万吨，

环比小幅下降 0.65%；冷轧板卷产量为 76万吨，环比明显下降 3.63%。 

表 1：本周主要钢材品种周产量（单位：万吨） 

 本周产量 周变动 月变动 周同比 

247家钢企铁水日

均产量 
216.22  0.90% -3.73% -12.57% 

螺纹钢产量 277  4.30% -9.96% -23.10% 

热轧板卷产量 295  -0.65% -4.97% -8.84% 

冷轧板卷产量 76  3.63% -3.40% -3.63% 

数据来源：Mysteel、东方证券研究所 

 

本周长流程螺纹钢产能利用率明显上升 3.65%，短流程螺纹钢产能利用率环比大幅下降 50.02%。

根据 Mysteel 数据，本周长流程螺纹钢产能利用率为 67.9%，环比明显上升 3.65%；短流程螺纹

钢产能利用率为 32.7%，环比大幅下降 50.02%。 

表 2：本周长、短流程螺纹钢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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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 周变动 月变动 周同比 

螺纹钢产能利用率：长流程 67.9% 3.65% -8.46% -20.93% 

螺纹钢产能利用率：短流程 32.7% -50.02% -20.44% -36.85% 

数据来源：Mysteel、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合计产量季节性变化（单位：万吨）  图 3：长、短流程螺纹钢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Mysteel、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Mysteel、东方证券研究所 

 

2.2库存：钢材库存环比明显下降、同比大幅下降 

本周钢材社会库存环比明显下降、同比大幅下降。根据 Mysteel数据，本周钢材社会库存 1287万

吨，环比明显下降 6.17%，同比大幅下降 17.87%。其中，螺纹钢社会库存环比明显下降 9.2%。 

本周钢材钢厂库存环比明显下降、同比大幅下降。根据 Mysteel数据，本周钢材钢厂库存为 498万

吨，环比明显下降 9.19%，同比大幅下降 25.19%。其中，螺纹钢钢厂库存环比大幅下降 13.4%。 

本周钢材社会和钢厂库存合计环比明显下降、同比大幅下降。根据 Mysteel数据，本周钢材社会库

存和钢厂库存总和为 1786万吨，环比明显下降 7.03%、同比大幅下降 20.06%。 

表 3：本周钢材库存指标表现（单位：万吨） 

 社会库存 钢厂库存 社会和钢厂库存合计 

 本周库存 周变动 月变动 周同比 本周库存 周变动 月变动 周同比 周变动 周同比 

合计 1257  -5.38% -10.31% -14.32% 506  -2.98% -13.31% -22.93% 1763  -4.70% 

螺纹钢 615  -6.73% -15.75% -20.89% 235  -1.17% -23.19% -30.49% 850  -5.26% 

线材 144  -8.67% -11.03% -11.68% 79  -3.81% -9.90% 11.03% 223  -7.00% 

热轧板 266  -3.94% -3.82% -9.71% 88  -5.57% 6.10% -26.39% 354  -4.35% 

冷轧板 124  0.53% 4.95% 8.69% 31  -4.86% 5.05% -11.06% 155  -0.58% 

中厚板 108  -2.92% -6.09% -8.45% 74  -3.77% -5.85% -21.35% 182  -3.27% 

数据来源：Mysteel、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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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钢材社会库存季节性变化(单位：万吨)  图 5：钢材钢厂库存季节性变化(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Mysteel、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Mysteel、东方证券研究所 

 

2.3成本：长流程、短流程成本环比微幅下降 

本周国内铁精粉价格环比明显上升、进口矿价格总体明显上升。本周车板价:青岛港:澳大利亚:PB

粉矿:61.5%价为 867元/吨，环比明显上升 2.85%；铁精粉:66%:干基含税出厂价:唐山价 1110元/

吨，环比微幅下跌-0.89%。 

表 4：本周国内矿和进口矿价格（单位：元/吨） 

 本周价格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车板价:青岛港:澳大利亚:PB粉矿:61.5% 867  2.85% 2.12% -19.50% 

铁精粉:66%:干基含税出厂价:唐山 1110  -0.89% 9.90% -1.33%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6：铁矿（元/湿吨）和铁精粉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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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级冶金焦价格环比持平，喷吹煤价格环比大幅上涨，废钢价格环比持平。本周唐山二级冶金

焦含税价 4160元/吨，环比持平；山西阳泉产喷吹煤车板价为 2375元/吨，环比大幅上涨 14.46%； 

唐山 6-8mm废钢市场均价（不含税）为 3595元/吨，环比持平。 

表 5：本周焦炭及废钢价格（单位：元/吨） 

 本周价格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车板价:喷吹煤(Q7250阳泉产):山西 2375  14.46% 33.80% 133.99% 

到厂价(含税):二级冶金焦

(A13.5%,0.7%S):唐山 
4160  0.00% 0.00% 73.33% 

市场价(不含税):废钢:6-8mm:唐山 3595  0.00% 0.56% 25.92%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7：喷吹煤和二级冶金焦价格（单位：元/吨）  图 8：废钢价格走势（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长流程炼钢成本：各品种钢材长流程成本环比明显下降。据我们测算，长流程螺纹钢成本为 3953

元/吨，环比小幅下降 1.45%。 

短流程炼钢成本：各品种钢材短流程成本环比微幅下降。据我们测算，短流程螺纹钢成本为 3959

元/吨，环比微幅下降 0.14%。 

备注：我们按照以下方法计算长、短流程成本： 

（1） 长流程吨钢成本=0.96吨生铁+140kg废钢+（合金+电极+耐火材料+辅助材料+电能+维检

和其他等费用）400元； 

（2） 生铁成本=铁矿石（1/品味）吨+焦炭 340kg +喷吹煤粉 130kg +烧结矿煤焦 65kg+100元

加工费（人力、水电等）；其中国产矿占比 10%，进口矿占比 90%；进口矿需加上港口

到厂区的运费，运费取 80元/吨；焦炭 340kg价格+烧结矿煤焦 65kg价格≈450KG焦炭

价格；人力、水电等约 100元/吨。 

（3） 短流程吨钢成本=1.13*（80%×废钢均价+20%×铁水均价）+辅料费用 80+电费 210+耐

材承包费用 80+150-86+0.0038*石墨电极平均价格+15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车板价:喷吹煤(Q7250,V9-11%,A10-11%,S<0.65%,可

磨70-85,阳泉产):山西
到厂价(含税):二级冶金焦(A13.5%,0.7%S):唐山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市场价(不含税):废钢:6-8mm:唐山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HeaderTable_TypeTitle 有色、钢铁行业行业周报 ——  限电推动价格上行，关注低库存品种 

 

10 

（4） 短流程成本说明：①辅料成本包括石灰、活性石灰、萤石、碳硅粉、保护渣、电石、填充

料、热电偶、取样器、铁水取样器、覆盖剂、增碳剂、稻壳、电极、浸入式水口、大包长

水口、塞棒、中包水口、引流砂、氧管等，基本维持在 80元/吨；②燃动力消耗-丙烷、液

氧、液氩、天然气、精炼电耗、动力电耗等，电弧炉吨钢耗电约 450度，考虑环保和白天

夜晚电价差异因素，电费标准以工业用电谷时段 0.425 元/度计算，折合吨钢电费

（450*0.425=191）与卓创资讯网站测算电弧炉电费 210 元/吨基本相当；③耐材承包费

用基本在 80元/吨；④公式常数项 150中包含合金、石墨电极成本，有数据以来计算石墨

电极平均成本为 86，扣除 86后再补加石墨电极时间序列价格*吨钢石墨电极消耗 0.0038t 

（5） 考虑钢厂一般维持一个月水平的库存，成本计算采用的原材料价格均为一个月前价格； 

（6） 钢材成本=1.03吨粗钢，150为轧制费； 

（7） 长、短流程分品种钢材成本计算方法为对应的螺纹钢成本与加工费之和，热卷、中板、冷

轧吨钢加工费为 160，180，760元/吨。 

表 6：主要钢材品种长、短流程成本测算（单位：元/吨） 

 长流程 短流程 

 本周成本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本周成本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螺纹钢 3953  -1.45% -0.21% 27.59% 螺纹钢 3959  -0.14% -0.05% 

热卷 4113  -1.40% -0.20% 26.24% 热卷 4119  -0.14% -0.05% 

中板  4133  -1.39% -0.20% 26.08% 中板  4139  -0.13% -0.05% 

冷轧 4713  -1.22% -0.18% 22.16% 冷轧 4719  -0.12% -0.04% 

数据来源：Mysteel、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9：长流程、短流程炼钢钢坯成本对比（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 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长流程:螺纹钢 短流程:螺纹钢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HeaderTable_TypeTitle 有色、钢铁行业行业周报 ——  限电推动价格上行，关注低库存品种 

 

11 

图 10：铁水与废钢价差，即时（元/吨）  图 11：电炉-转炉成本差（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2.4钢价：普钢综合价格指数环比微幅下跌 

本周普钢、钢坯价格指数环比微幅下降。根据Wind统计数据，普钢综合价格指数为 6027元/吨，

环比微幅下降 1.34%；唐山钢坯价格指数为 5270元/吨，环比小幅下降 1.5%。 

本周大部分地区钢价环比下降。根据Wind数据，西南地区价格指数跌幅最小，为 6110元/吨，环

比微幅下降 0.75％；其次是西北地区价格指数，为 6115元/吨，环比微幅下降 0.95%。 

本周大部分品种钢价环比下降。根据Wind数据，本周螺纹价格指数跌幅最大，为 5887元/吨，环

比明显下降 2.5%；其次是线材价格指数，为 6241元/吨，环比明显下降 2.31%。 

表 7：综合价格指数、分区域价格指数与分品种价格指数（单位：元/吨） 

 本周价格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综合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普钢：综合 6027  -1.34% 0.09% 27.96% 

价格指数：钢坯：唐山 5270  -1.50% 0.08% 37.17% 

分区域价格指数 

华东 6037  -1.37% 0.07% 27.89% 

华南 6077  -1.94% 0.05% 26.57% 

华北 5917  -1.52% -0.37% 32.93% 

中南 5991  -1.12% 0.20% 28.69% 

东北 5927  -1.43% -0.56% 36.38% 

西南 6110  -0.75% 1.00% 26.94% 

西北 6115  -0.95% 0.52% 33.85% 

分品种价格指数 

螺纹 5887  -2.50% -0.85% 33.06% 

线材 6241  -2.31% -0.96% 34.07% 

热卷 5825  -0.99% 0.51% 26.65% 

中厚 5853  0.00% 1.78% 28.82% 

冷板 6475  -0.50% 0.48%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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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锌 6919  -0.42% -0.03% 9.48%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2：综合价格指数与钢坯价格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2.5盈利：长流程、短流程螺纹钢毛利均环比下降  

本周长流程、短流程螺纹钢毛利均环比下降。根据上述测算的成本数据和价格指数，本周螺纹钢毛

利 1257元/吨，环比明显下降 5.66%；短流程螺纹钢毛利为 1251元/吨，环比大幅下降 9.28%。 

表 8：分品种盈利情况（单位：元/吨） 

 本周盈利 周变动 月变动 

长流程螺纹钢毛利 1257  -5.66% -2.80% 

长流程:热卷毛利 1041  0.63% 3.45% 

长流程:中板毛利 1047  5.87% 10.43% 

长流程:冷轧毛利 1017  2.99% 3.66% 

短流程螺纹钢毛利 1251  -9.28% -3.30% 

数据来源：Mysteel、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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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分品种盈利情况（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Mysteel、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2.6重要行业及公司新闻 

2.6.1 10月 15日，发改委披露钢铁行业 2021年 1-8月运行情况，一、钢铁产量持续单月同比下

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8月全国生铁、粗钢产量分别为 60538万吨、73302万吨，同比分别增

长 0.6%、5.3%。其中，8月全国生铁产量 7153万吨，同比下降 11.1%；8月全国粗钢产量 8324

万吨，同比下降 13.2%。 二、钢材价格小幅下降。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8 月末，中国钢材

综合价格指数为 151.17点，比 7月末下降 2.31点，降幅为 1.5%。 三、钢材库存保持稳定。8月

下旬，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重点统计 20个城市 5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 1174万吨，比 7月下旬减少

29万吨，下降 2.4%；比年初增加 444万吨，上升 60.8%；比去年同期减少 61万吨，下降 4.9%。 

四、铁矿石进口量同比下降。据海关总署数据，1-8 月份，全国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 74645 万

吨，同比减少 1.7%，进口额 8612亿元人民币。其中，8月全国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 9749万吨，

同比减少 2.9%，进口额 1308亿元人民币。 

 

2.6.2 10月 11日上午，宝武碳业、化工宝数科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签订了“双碳振兴”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10月 12日，鞍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谭成旭会见来访的辽港集团首席执行官、党

委书记张翼一行，并共同出席鞍山钢铁与辽港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双方一致表示，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持续强化沟通交流，全面深

化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各项合作成果落地落实，携手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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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能源金属：9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环比上升，锂钴镍
价格均环比上涨 

3.1供给：9月碳酸锂环比明显下降、氢氧化锂明显上升 

锂方面，碳酸锂 9月产量同比大幅上升 23.15%，环比明显下降 4.55%，氢氧化锂 9月产量同比去

年大幅增长 32.4%，环比明显上升 4.43%。 

钴方面，钴矿 8月进口量 2340万吨，同比大幅下跌 55.99%，环比大幅增长 34.17%，年初以来达

到 10661万吨；钴中间品 8月进口量 2.16万吨，同比大幅下跌 24.11%，环比大幅下跌 12.85%，

年初以来达到 22.08万吨。 

图 14：碳酸锂、氢氧化锂产量（单位：实物吨）  图 15：钴矿、钴中间品进口量（单位：吨）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镍方面，矿端红土镍矿 8月进口量 574万吨，同比大幅上涨 55.08%，环比大幅增长 13.43%，年

初以来合计总产量达 2696万吨；冶炼端电解镍 9月产量 14303吨，同比大幅上升 15.96%，环比

明显下跌 2.79%，年初以来合计 12.07万吨；中国镍生铁产量同比大幅下降 34.46%，环比大幅下

跌 25.24%；印尼镍生铁产量同比大幅上升 36.69%，环比明显下降 2.81%；硫酸镍产量同比大幅

上升 101.15%，环比小幅下降 0.94%，年初以来达到 23.09金属量万吨。  

图 16：红土镍矿进口量（单位：吨）  图 17：镍生铁产量（单位：金属量干吨）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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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电解镍、硫酸镍产量（单位：吨）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3.2需求：9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环比分别大幅上升
14.63%、11.07% 

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产销量环比分别上升 14.63%、11.07%，同比大幅上升 171.77%、172.8%。

根据中汽协统计数据，2021年 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产量为 33.7万辆，销量为 34.1万辆，环比

分别上升 14.63%、11.07%，同比大幅上升 171.77%、172.8%。 

9 月中国动力电池产量同比增 168.94%，磷酸铁锂增 310.06%。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息发布会

数据，2021年 9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共计 23169MWH，同比增长 168.94%，环比增长 33.54%；

1-9 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累计 115219MWH；中国 NCM 动力电池装机量 9 月共计 6139MWH，

同比大幅增长 45.44%，环比大幅上升 15.01%，中国 LFP动力电池装机量 9 月共计 9542MWH，

同比大幅增长 310.06%，环比大幅增长 32.25%。 

国务院常委会会议通过《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有望刺激新能源汽车消费。由于疫情导致的

销售人员不能到岗、消费者减少出行等因素影响，一季度汽车消费量受明显压制。但受限于石油资

源的有限性，作为环保无污染的清洁能源，新能源车优势突出，得到全球各国产业政策支持，中长

期成长趋势不改。10 月国务院常委会会议通过《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此次规划的战略部

署旨在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汽车强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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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产量（单位：辆）  图 20：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单位：辆）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1：按电池类型中国动力电池产量（单位：MWH）  图 22：按电池类型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单位：MWH）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3：中国动力电池产量（单位：MWH）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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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铁需求方面，8月中国不锈钢表观消费量达 277万吨，同比明显增长 6.03%，环比明显增长 1.55%；

9月印尼不锈钢产量达 45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66.67%，环比持平。 

图 24：中国不锈钢表观消费量（单位：万吨）  图 25：印尼不锈钢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3.3价格：锂、钴、镍均环比明显上涨 

锂方面：锂精矿(6%,CIF中国)平均价环比持平，氢氧化锂、碳酸锂价格环比明显上涨。根据Wind

数据，本周锂精矿(6%,CIF 中国)平均价为 1065美元/吨，环比持平，国产 56.5%氢氧化锂价格为

18.2万元/吨，环比明显上升 5.14%；国产 99.5%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 18.9万元/吨，环比明显上

升 5.15%。 

钴方面：本周 MB标准级钴环比明显上升 3.38%，国产≥20.5%硫酸钴、四氧化三钴环比明显上升

7.14%。根据Wind数据，本周 MB标准级钴环比明显上升 3.83%，国产≥20.5%硫酸钴价格为 9

万元/吨，环比明显上升 7.14%；本周四氧化三钴为 31.9万元/吨，环比明显上升 4.93%。 

镍方面：本周 LME镍环比明显上升。根据Wind数据，截至 2021年 10月 15日，LME镍现货结

算价格为 18870美元/吨，环比明显上升 4.11%；长江镍结算价格 14.38万元/吨，长江硫酸镍结算

价格 3.9万元/吨，电池级硫酸镍平均价 3.6万元/吨，环比微幅下降 1.38%，8-12%高镍生铁平均

价 1455元/镍点，环比小幅上升 1.39%。 

表 9：新能源金属价格（单位：元/吨） 

  本周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锂 

锂辉石精矿(6%,CIF 中国)-平均价（美元/吨） 1065  0.00% 0.00% 155.09% 

碳酸锂(99.5%电池级/国产)-平均价 182000  4.00% 5.81% 271.43% 

氢氧化锂(56.5% 电池级粗颗粒/国产)-平均价 189000  5.15% 6.93% 266.99% 

钴 

硫酸钴(>=20.5%/国产)-平均价 90000  7.14% 9.09% 56.52% 

四氧化三钴(≥72.8%/国产)-平均价 319000  4.93% 5.98% 49.77% 

平均价:MB 标准级钴（美元/磅） 26  3.83% 4.15% 64.01% 

镍 电池级硫酸镍-平均价 35750  -1.38% -1.38%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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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高镍生铁(出厂价-江苏)-平均价（元/镍点） 1455  1.39% 0.87% 35.35% 

现货结算价:LME 镍（美元/吨） 18870  4.11% 3.80% 6.82% 

数据来源：SMM、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6：锂辉石精矿(6%,CIF中国)-平均价  图 27：碳酸锂、氢氧化锂价格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8：硫酸钴（元/吨）和四氧化三钴（右轴，元/吨）价格  图 29：平均价:MB标准级钴（单位：美元/磅）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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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电池级硫酸镍（元/吨）、8-12%高镍生铁价格（右

轴，元/镍点） 

 图 31：LME镍价（美元/吨）和沪伦比（右轴）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SMM、东方证券研究所 

 

3.4重要行业及公司新闻 

3.4.1 10月 13日，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矿业公司 Prony Resources宣布与特斯拉达成一项为期多年

的镍供应协议，后者将采购逾 4.2 万吨镍，Prony并未透露与特斯拉签署的合同年限。今年 3月，

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宣布将其位于新喀里多尼亚子公司 VNC出售给 Prony。交易完成后，Prony

表示，公司目标是到 2024年生产 4.4万吨镍，比 2021年预期产量翻一番，并且还将着手削减成

本，同时承诺会努力清理工厂残余的废料。新喀里多尼亚政府及当地其他利益集团持有 51％的

Prony股份，全球能源交易商 Trafigura持有 19％的股份，剩余股份由 Prony资源管理公司和投资

公司 Agio global的合资企业持有。 

 

3.4.2 10月 15日，中矿资源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下属

的加拿大 TANCO矿山现有 12万吨/年处理能力的锂辉石采选系统技改恢复项目于 2021年 10月

15日正式投产。TANCO矿山曾于 1987年至 2009年从事锂矿石采选运营，生产 Li2O≥7.0%的

锂辉石精矿产品。按已恢复的坑采方案，TANCO矿山保有探明类别+控制类别锂矿产资源量 460.28

万吨矿石量（Li2O≥1%）,平均 Li2O品位为 2.44%，Li2O含量 11.22万吨，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

价值。为满足公司所属 2.5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和碳酸锂生产线的原料需求，抓住锂电新能源市场

机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 TANCO矿区的露天开采方案，TANCO

矿区在露采方案的条件下保有锂矿产资源量将会大幅度增加，露采方案及新建 50万吨/年处理能力

的选矿厂的可行性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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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金属：铜铝去库明显，价格均环比上涨 

4.1供给：TC、RC环比持平，电解铝开工率环比下降 

4.1.1铜供给：TC、RC环比持平，6月全球精铜产量环比下降 

本周铜冶炼厂粗炼费（TC）、精炼费（RC）环比持平。根据Mysteel数据，现货中国铜冶炼厂粗

炼费为 62美元/干吨，环比持平，精炼费为 6.2美分/磅，环比持平。 

图 32：26%干净铜精矿：粗炼费（TC，美元/干吨） 

 

数据来源：ALD、东方证券研究所 

 

6月全球精炼铜产量、原生精炼铜产量环比下降。根据Wind数据， 6月全球精炼铜产量(原生+再

生)同比去年小幅下跌 1.31%，环比明显下跌 3.05%，原生精炼铜产量同比去年微幅下跌 0.64%，

环比明显下跌 3.28%。 

图 33：ICSG:全球精炼铜产量(原生+再生)（单位：千吨）  图 34：ICSG:原生精炼铜产量（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8月废铜累计进口量环比大幅上升 13.39%，同比大幅上升 87.37%，年初以来增长幅度达到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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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进口数量:废铜:累计值（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东方证券研究所 

 

4.1.2铝供给：电解铝 7月开工率 91%，环比微幅下降 0.54PCT 

电解铝 7月开工率维持高位为 91%，环比微幅上升 0.54PCT。9月 22日，云南省发改委宣布：全

面清理“两高”行业仙姑优惠政策，完善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已经实施的优惠电价政策立即

取消。也就是说，云南省电解铝企业不再享受 0.25元/千瓦时的优惠电价。 

图 36：电解铝在产产能和开工率（右轴）  图 37：电解铝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AL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AL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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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未锻造的铝及铝材累计进口数量（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东方证券研究所 

 

4.2需求：9月美国 PMI环比上升，中欧 PMI环比下降 

9月，美国 PMI环比上升，中国 PMI环比下降。根据Wind数据，2021年 9月美国、中国制造业

PMI分别为 61.1、49.6，环比分别小幅上升、微幅下降；2021年 9月欧洲，摩根大通制造业 PMI

为 54.1，58.6，分别环比明显下降、持平。 

2021年1-8月，疫情影响削弱，国内生产逐步恢复，国内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小幅下降3.16%，

竣工面积累计同比大幅上升 25.96%。房地产新开工及竣工环比改善，将拉升国内房地产用电线、

电缆、电站以及白色家电用铜需求。 

图 39：美国、中国、欧元区、摩根大通 PMI  图 40：电网、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1000

501000

1001000

1501000

2001000

2501000

3001000

2016/01 2016/08 2017/03 2017/10 2018/05 2018/12 2019/07 2020/02 2020/09

进口数量:未锻造的铝及铝材:累计值 进口数量:废铝:累计值

0

20

40

60

80

2016/01 2017/01 2018/01 2019/01 2020/01 2021/01

制造业PMI：中国
制造业PMI：美国%
制造业PMI：摩根大通全球%
制造业PMI：欧元区%

-100

-50

0

50

100

150

0

2000

4000

6000

2016/01 2018/01 2020/01

电网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额（亿元）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额（亿元）
累计同比：电网%

累计同比：电源%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HeaderTable_TypeTitle 有色、钢铁行业行业周报 ——  限电推动价格上行，关注低库存品种 

 

23 

图 41：房屋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图 42：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4.3库存：铜库存明显下跌，铝库存比小幅下跌 

本周上期所铜总库存为 4.17万吨，环比大幅下降 16.77%，LME铜总库存为 18.14万吨，环比明

显下降 8.96%，COMEX 铜总库存为 5.64 万吨，环比微幅下降 0.08%；本周 LME 铝总库存为

111.83万吨，环比明显下降 4.48%，上期所铝库存为 24.89万吨，环比明显上升 3.65%。 

表 10：LME铜、铝总库存 

 本周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库存：LME铜（吨） 181400  -8.96% -17.37% 68.04% 

库存：LME铝（吨） 1118325  -4.48% -9.69% -16.90% 

数据来源：LME、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周变动”指环比上周变动，“月变动”指本月以来变动，“年变动”指今年以来变动，“周同

比” 比“指较去年同期变动，下同 

 

图 43：铜交易所库存（吨）：LME+COME+SHFE  图 44：LME铝库存（吨） 

 

 

 

数据来源：LME、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LME、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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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价格：铜价、铝价环比均大幅上升 

本周铜价、铝价环比均上升。根据 LME数据，本周 LME铜现货结算价为 10555美元/吨，环比大

幅上升 14.16%；本周上期所铝价、LME 铝价均明显上升， LME 铝现货结算价为 3163美元/吨，

环比明显上升 8.99%. 

表 11：LME铜价和铝价（美元/吨） 

 本周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现货结算价：LME铜 10555  14.16% 16.75% 36.34% 

现货结算价：LME铝 3163  8.99% 10.94% 59.91% 

数据来源：LME、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周变动”指环比上周变动，“月变动”指本月以来变动，“年变动”指今年以来变动，“周同

比” 比“指较去年同期变动，下同 

 

图 45：铜现货价（美元/吨）  图 46：铝现货价（美元/吨） 

 

 

 

数据来源：LME、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LME、东方证券研究所 

 

4.5 重要行业及公司新闻 

4.5.1 10月 15日，云铝股份发布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称，因主要受铝价上涨的影响，导致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业绩同比实现增长。预计公司 1-9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

亿元-32.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26.04%-469.88%；预计基本每股收益 0.96元-1.04元，上年同

期为 0.18 元/股。 

 

4.5.2 外电 10 月 14 日消息，美国铝业（AA）分析师电话会议称，原材料和能源面临更多价格上

涨压力。预计 2021 年全球铝需求将较之前一年增长 10%，2022 年的全球铝需求将超过 2019 年

的水平，公司的铝交货前景维持在 290-300 万吨不变，公司当前没有进一步的工厂复工复产消息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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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IMF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金价微幅上升 

5.1价格与持仓：本周金价微幅上升、COMEX黄金非商业净
多头持仓数量大幅上升 

本周金价微幅上升、COMEX总持仓量大幅上升。据 COMEX数据，2021年 10月 15日 COMEX

活跃黄金合约收盘价为 1768.1美元/盎司，环比微幅上升 0.62%；截至 10月 5日，COMEX黄金

非商业净多头持仓数量为 18.26万张，环比大幅上升 152.41%。 

表 12：COMEX金价和总持仓 

 本周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COMEX金价（美元/盎司） 1768.1 0.62% 0.60% -7.02% 

COMEX黄金非商业净多头持仓

数量（张） 
182582 152.41% 82.62% 150.32% 

数据来源：LME、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47： COMEX黄金非商业净多头持仓数量  图 48：COMEX黄金收盘价 

 

 

 

数据来源：COMEX、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COMEX、东方证券研究所 

 

5.2宏观指标：美国实际利率环比微幅上升 

本周美国名义利率环比明显上升，9月 CPI同比增长 2.3%，实际利率环比微幅上升。美国劳工部

周五报告显示，9月非农就业上升 19.4万人。根据美联储和美国劳工部数据，截至 2021年 10月

15日，美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1.59%，环比微幅上升 0.07PCT；2021年 9月美国 CPI较上月

环比持平。以此计算，美国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环比持平。 

9 月 22 日，美联储决议表示最快可能在 11 月开始缩减每月购债步伐，并暗示随着联储加快逆转

大流行期间的危机政策，结束购债后进行的加息可能会早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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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美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  图 50：美国 CPI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美联储、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东方证券研究所 

 

5.3重要行业及公司新闻 

5.3.1 10月 8日，山东黄金发布公告称，因受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栖霞市笏山金矿、山东招远

曹家洼金矿（为两家地方企业，均非山东黄金所属企业）两起安全事故影响，公司所属山东省内矿

山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的要求，自 2021年 2月开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截至目前省内矿山复工复产

进展情况，山东黄金确定 2021年生产计划：矿产金产量约为 24.5吨。 

 

5.3.2 10月 8日，上金所调整黄金和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停板。2021年 10月 8日收

盘清算时起，Au（T+D）、mAu（T+D）、Au（T+N1）、Au（T+N2）、NYAuTN06、NYAuTN12

等合约保证金比例从 10%调整为 8%，下一交易日起涨跌幅度限制从 9%调整为 7%；Ag（T+D）

合约保证金比例从 14%调整为 12%，下一交易日起涨跌幅度限制从 13%调整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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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板块表现：本周有色板块环比明显上升、钢铁板块
均表现不佳 

板块表现方面，本周有色板块环比明显上升、钢铁板块均表现不佳。根据Wind数据，本周申万有

色板块环比明显上升 3.16%，位居申万全行业第 3名，比上证综指高 3.71个百分点；本周申万钢

铁板块环比明显下降 5.1%，比上证综指低 4.55个百分点，位居申万全行业倒数第 2名。 

表 13：有色板块、钢铁板块指数与上证指数比较 

 本周表现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上证综指 3572  -0.55% 0.12% 2.86% 

申万有色 5785  3.16% 2.04% 41.30% 

申万钢铁 3095  -5.10% -6.53% 38.32%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51：有色板块指数与上证指数比较  图 52：钢铁板块指数与上证指数比较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53：本周申万各行业涨幅排行榜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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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方面，本周和胜股份领涨申万有色板块，永兴材料领涨申万钢铁板块。本周申万有色板块涨幅

前五的个股为：和胜股份，中钨高新，驰宏锌锗，紫金矿业，石英股份；申万钢铁板块收益率前五

的个股为：永兴材料，赛象科技，永泰科技，新朋股份，奥普光电。 

图 54：有色板块涨幅前十个股  图 55：钢铁板块涨幅前十个股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若国内宏观经济增速发生较大波动，则各种金属需求或将受到较大影响，相关

企业盈利存在波动风险。 

原材料价格波动。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或将引起金属价格波动，对行业供需关系和竞争格局造成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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