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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需求专题报告  

   

2023 年需求超预期，下游景气仍在 
 

 2024 年 02 月 03 日 

 

➢ 2023 年需求超预期。2023 年，尽管地产领域拖累钢铁需求，但在铁路与能

源工程等基建建设、厂房建设及制造业机械设备等需求的共同支撑下，内需整体

小幅增长 1.20%，叠加出口放量，钢铁总需求超预期，同比增长 3.76%。 

➢ 根据 mysteel 调研反馈，当前钢铁需求尚有韧性，其中家电汽车行业表现

较好。钢结构大型公司订单饱和，部分小型企业订单不佳，整体行业用钢需求减

缓；工程机械市场需求逐渐萎缩，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厂商订单一般；家电行

业节前资源囤货及采购基本完毕，整体一季度排产仍保持较高；汽车行业迅猛发

展，商用车与矿用卡车轻量化、新能源化进一步推进，产品迭代速率加快，市场

需求进一步增加。 

➢ 钢铁需求有望长期维持稳定。展望未来，房屋方面，偏弱的新开工及拿地或

仍对一段时间内房屋用钢需求造成一定冲击，但伴随房企融资环境改善，市场信

心恢复，未来需求有望企稳；基建方面，在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支持下，铁路

和能源建设需求有望持续支撑用钢需求增长；制造业方面，厂房建设高峰期或将

结束，但企业库存维持低位。在“稳增长”政策推进下，叠加新兴领域用钢的增

长，我们预计钢铁需求有望长期维持稳定。 

 

➢ 投资建议：2023 年需求超预期，下游景气仍在。在“稳增长”政策推进下，

我国钢铁需求有望长期维持稳定。而制造业仍持续发展，用钢占比将逐年提升，

其中高壁垒、高附加值的高端钢材产品将最为受益。 

1) 普钢板块：关注钢铁龙头标的。钢铁需求超预期，且未来有望长期维持稳定，

而原料端供需紧缺格局缓解，钢铁板块盈利未来有望回升，尤其是龙头企业高端

品种比例不断提高进一步增厚利润，建议关注行业龙头宝钢股份、华菱钢铁、南

钢股份等。 

2) 特钢板块：关注业绩良好的标的。受益于下游航空航天，油气开采、汽车等

领域发展，特钢消费前景广阔，部分特钢企业的在建项目有序投产，业绩有望稳

定增长，建议关注久立特材、常宝股份等。 

 

➢ 风险提示：地产用钢需求不及预期；钢价大幅下跌；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估值与评级 

代码 简称 
股价

（元） 

EPS（元） PE（倍） 
评级 

2022A 2023E 2024E 2022A 2023E 2024E 

600019.SH 宝钢股份 6.17 0.55 0.54 0.67 11  11  9  推荐 

000932.SZ 华菱钢铁 5.40 0.92 0.85 0.92 6  6  6  推荐 

600282.SH 南钢股份 3.64 0.35 0.38 0.48 10  10  8  推荐 

002318.SZ 久立特材 19.2 1.32 1.59 1.54 15  12  12  推荐 

002478.SZ 常宝股份 4.97  0.52  0.86  0.80  10  6  6  推荐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注：股价为 2024 年 02 月 02 日收盘价）   

 
 

推荐 维持评级 

 
 

[Table_Author]  

 

分析师 邱祖学 

执业证书： S0100521120001 

邮箱： qiuzuxue@mszq.com 

分析师 任恒 

执业证书： S0100523060002 

邮箱： renheng@mszq.com 
 

 
相关研究 

1.钢铁周报 20240128：重视央企钢铁公司布

局机会-2024/01/28 

2.钢铁周报 20240121：供需双弱，原料承压

-2024/01/21 

3.钢铁周报 20240114：铁水产量维持低位，

原料价格回落-2024/01/13 

4.钢铁周报 20240107：需求淡季效应显现，

产量持续下行-2024/01/06 

5.钢铁周报 20231231：环保限产+利润收缩，

铁水产量降至年内低点-2023/12/31 
  



行业专题研究/钢铁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2 

 

 

 

目录 
1 钢铁：2023 年需求超预期 ....................................................................................................................................... 3 

2 厂房+基建+制造业共同支撑钢铁内需 ...................................................................................................................... 4 

2.1 房屋建设：地产需求偏弱，厂房建设需求强劲 ........................................................................................................................... 4 

2.2 基建：铁路+能源建设支撑基建需求 ............................................................................................................................................. 6 

2.3 制造业：细分领域精彩纷呈，制造业用钢需求 ........................................................................................................................... 8 

2.4 进出口：2023 年净出口大幅增长 ................................................................................................................................................ 10 

3 需求总结：需求尚有韧性，未来长期持稳 .............................................................................................................. 12 

4 投资建议及重点推荐 ............................................................................................................................................. 14 

5 风险提示 .............................................................................................................................................................. 15 

插图目录 .................................................................................................................................................................. 16 

表格目录 .................................................................................................................................................................. 16   



行业专题研究/钢铁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3 

 

 

 

 

1 钢铁：2023 年需求超预期 

2023 年钢铁需求超预期。尽管房地产开发建设指标较为低迷，但根据我们的

模型测算，2023 年国内钢铁需求同比增长 1.20%，包括出口在内的总需求同比增

长 3.76%，非房地产需求景气度较高。 

我国钢材需求将长期维持稳定。我国已进入经济转型期，而房地产去杠杆是我

国在这一时期的典型表现，钢材消费增速趋缓不可避免。但由于我国经济仍在发展

过程中，城镇化建设尚未完成，因此也不宜对房地产乃至全部用钢需求给予过分悲

观的预期，叠加“稳增长”政策推进下及新兴领域用钢的增长，我们预计未来我国

钢材需求将长期维持稳定。 

表1：钢材供需长期展望 

单位：万吨 2021 2022 2023 2024E 2025E 

房屋耗钢 43810 39584 35818 34027  34027  

yoy 0.26% -9.65% -9.51% -5.00% 0.00% 

机械耗钢 18245 18312 20235 20640  21672  

yoy 15.47% 0.37% 10.50% 2.00% 5.00% 

基建（交通运输+能源水利） 12116 13325 15295 17134  18434  

yoy -1.81% 9.98% 14.78% 12.02% 7.59% 

汽车耗钢 5257  5040  5786  6075  6258  

yoy 0.14% -4.13% 14.80% 5.00% 3.00% 

家电耗钢 1427  1442  1602  1682  1733  

yoy 3.11% 1.00% 11.14% 5.00% 3.00% 

船舶耗钢 980  1200  1310  1376  1376  

yoy 3.16% 22.45% 9.17% 5.00% 0.00% 

其他 16184  16708  16708  16708  16708  

yoy  3.24% 0.00% 0.00% 0.00% 

净出口 5259 5689 8356  7000 6500 

yoy 57.27% 8.18% 46.87% -16.22% -7.14% 

内需 98020  95611  96755  97642  100207  

yoy -4.95% -2.46% 1.20% 0.92% 2.63% 

总需求 103279 101300 105110  104642  106707  

yoy -3.00% -1.92% 3.76% -0.45% 1.97%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 

淡化房地产预期，关注制造业高端升级驱动。在稳增长政策推进下，房地产市

场用钢有望企稳，但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已难再回到“高杠杆，快周转”的

模式，其对钢铁需求的贡献已明显下滑，估计 2023 年住宅用钢占内需比例已不足

20%。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体现了对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决心。我国制造业用钢占比将逐

年提升，进而支撑钢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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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建筑需求和制造业需求占比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测算 

 

2 厂房+基建+制造业共同支撑钢铁内需 

2.1 房屋建设：地产需求偏弱，厂房建设需求强劲 

本文我们选取了建筑业-房屋开发建设指标来衡量当前建材需求。和房地产建

设指标从甲方(开发方)开展统计不同，建筑业-房屋指标是从乙方(施工承建方)开展

的统计，样本更全，面积更大。建筑业-房屋指标包含住宅（竣工面积占比 64%）、

厂房（15%）、办公用房、商业及服务用房、科研教育医疗用房、文化体育娱乐用

房、仓库等。其中，建筑业-住宅房屋指标既包括城镇投资中房屋竣工面积，也包

括农村投资中房屋竣工面积。 

2023 年，建筑业-房屋开发建设指标同比回落。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为-

7.85%，施工面积累计同比为-1.50%，竣工面积累计同比为-4.91%。其中，受“保

交楼”政策影响，建筑业房屋后端施工得到支撑，竣工面积累计同比下滑幅度明显

小于新开工面积。 

图2：2023 年房屋竣工面积占比  图3：房屋开发建设指标同比（单位：%）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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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住宅竣工面积同比为-10.10%。根据房屋竣工面积和房屋新开工面

积，我们测算 2023 年住宅新开工面积同比为-13.04%。自 2020 年央行、银保监

会等机构针对房地产企业提出“三道红线”，强调房企去杠杆、限制拿地/销售比值，

加剧了房地产商资金紧张，使其“高杠杆，快周转”的模式难再复现，拿地意愿不

强，房地产开发投资遇冷，建设指标持续回落，进而拖累钢材需求。 

厂房建设近几年保持高速增长。由于 2020-2021 年国内经济强势，企业利润

维持良好水平，产能扩张意愿较为强烈。2021-2022 年工业用地拿地出现明显增

长，同比分别增长 23.92%和 19.52%，带动厂房近几年出现了建设高峰期，其

2021-2023 年竣工面积同比增速分别为 16.20%、10.42%和 11.91%。仓库竣工

面积 2023 年同比增速也达到了 14.49%。厂房建设的增长明显支撑了建材需求，

使得房屋整体竣工面积同比降幅明显小于住宅竣工面积。 

图4：不同种类房屋 2020 年至今竣工面积增速   图5：工业和住宅用地土地成交面积同比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2023 年建筑业-房屋整体用钢需求再度回落。我们预测 2023 年建筑业-房屋

整体耗钢量为 35818 万吨，同比下滑 9.51%。 

房屋建设需求短期仍然承压，预计未来将趋于稳定。由于 2023 年住宅用地成

交仍同比下滑 28.72%，因此 2024 年住宅用钢需求仍难以恢复。同时 2023 年工

业用地成交同比下滑 24.44%，预计将使 2024 年厂房用钢建设承压。但在“稳增

长”基调下，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稳步推进，同时保障性住房和长租房市场持续发

展，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将更加稳健，房屋耗钢量长期将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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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建筑业-房屋耗钢量及同比增速（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BATTLESHIPS 公众号，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 

 

2.2 基建：铁路+能源建设支撑基建需求 

2023年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 8.24%，“稳增长“支撑基建需求逐步释放。

基建行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保障我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

手段。 

图7：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单位：亿元）  图8：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基建用钢领域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能源工程、市政建设、水利、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事业，其中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已被我们划分到建筑业-房屋建设领域。 

铁路建设引领 2023 年交通运输业耗钢同比明显增加。2023 年铁路建设投资

累计同比增长 25.2%，涨幅领先于其他交通运输领域，结合 mysteel 数据，我们

预测 2023 年交通运输业耗钢量达 7589 万吨，同比增长 8.79%。 

能源建设高景气进一步支撑基建需求。在“双碳”政策影响下，我国新能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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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保持高速发展。2023 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 216.88GW，同比增长 148.12%；

新增风电装机 75.90GW，同比增长 101.70%。根据中联钢数据，我们预测我国

2023 年光伏用钢量达 1203 万吨，风电用钢量达 666 万吨。传统煤电方面，2022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召开煤炭保供会议中提出，2022-2023 两年火电将新开工 1.65

亿千瓦，每年核准 8000 万千瓦，2024 年保证投产 8000 万千瓦，预计三年总量

在 2 亿千瓦，支撑煤电建设耗钢需求放量。根据《中长期管网规划》，我国的油气

管网建设持续快速发展。结合 mysteel 数据，我们预测 2023 年电热燃气水供应+

水利耗钢量达 7706 万吨，同比增长 21.37%，并将持续增长。 

图9：交通运输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图10：电热燃气水供应+水利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2：交通运输业耗钢量测算 

  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 耗钢量（单位：万吨） 
增速 

  道路 铁路 水运 航空 道路 铁路 水运 航空 合计 

2023  -0.70% 25.20% 22.00% 4.10% 4283  3149  24  133  7589  8.79% 

2022  3.70% 1.80% 16.50% 4.80% 4313  2515  20  128  6976  3.06% 

2021  -1.20% -1.80% 17.90% 18.80% 4159  2471  17  122  6769  -4.00% 

2020  1.80% -2.20% 9.50% -15.10% 4365  2562  17  108  7051  4.14% 

资料来源：myteel，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 

 

表3：电热燃气水供应+水利耗钢量测算 

  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 耗钢量（单位：万吨） 
增速 

  电热燃气水供应 水利 电热燃气水供应 水利 合计 

2023  23.00% 5.20% 7095  611  7706  21.37% 

2022  19.30% 13.60% 5768  581  6349  18.75% 

2021  1.10% 1.30% 4835  511  5347  1.12% 

2020  17.60% 4.50% 4783  505  5288  16.21% 

资料来源：myteel，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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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制造业：细分领域精彩纷呈，制造业用钢需求 

2023 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为 6.5%，企业库存维持低位。2022 年

至今，制造业企业经历了主动去库存周期，产成品库存回落，截至 2023 年 12 月

为 2.1%，仍处于低位。 

图11：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单位：%）  图12：M1-M2 与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单位：%）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制造业细分领域中： 

新兴机械设备用钢增速较快。我们将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及仪器仪

表划为传统机械设备领域，将电气设备、计算机及通讯等电子设备划为新兴机械设

备领域，并以用电量增速来衡量机械耗钢量增速。经历了 2022 年的低谷期，2023

年机械设备用电量同比增速回升，其中新兴领域近几年用电量同比增速明显高于

传统领域，2023 年 3-11 月同比增速为 18.37%，而传统领域同比为 6.36%。基

于此，我们预测 2023 年机械耗钢设备耗钢达 20235 万吨，同比增加 10.50%。 

图13：机械设备用电量增速（单位：%）  图14：机械耗钢及同比增速（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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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汽车耗钢增速回升明显。汽车包含轿车、MPV、SUV、交叉型、客车、

货车等，单车用量分别为 1.16、1.55、1.55、0.88、4.49 和 3.42 吨。尽管未来汽

车部分对强度要求不高的零部件将逐渐被铝替代，但单车用钢量更高的 SUV 占比

却一直不断提升，由 2014 年的 13.68%提升至目前的 43.90%，而单车用钢量较

低的轿车和交叉型占比却由 2014 年的 38.16%和 7.40%降到了目前的 43.90%和

0.87%，货车和客车占比仅小幅下滑。2023 年，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11.60%，其

中货车和客车产量增速最高，MPV 和 MUV 其次，轿车产量小幅增长。因此，我

们预测 2023 年汽车用钢量达 5786 万吨，同比增长 14.81%。 

图15：汽车产量累计同比  图16：2023 年汽车产量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7：汽车单车耗钢量（单位：吨）  图18：汽车耗钢量及同比增速（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智能小祥公众号，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华经产业研究院，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 

 

2023 年家电耗钢增速回升明显。每台空调用钢 30 千克，每台冰箱用 34 千

克，每台洗衣机 21 千克，而且这 3 种主力产品耗钢量约占整个家电行业的 80%。

2023 年，三大家电产量同比增长 11.14%。因此，我们预测 2023 年家电用钢量

达 1602 万吨，同比增长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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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家电产量累计同比  图20：家电耗钢量及同比增速（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冯靖《我国家电用钢市场分析与预测》，民生证券研究院

预测 

 

船舶耗钢持续增长。2023 年 11 月，中国目前在手累计船舶订单同比增长

29.42%，有望持续支撑后续船舶耗钢需求。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2023 年

船舶耗钢量有望突破 1300 万吨，再创新高。 

图21：中国船舶在手订单及累计同比  图22：船舶耗钢量及同比增速（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民生证券研究院 

 

2.4 进出口：2023 年净出口大幅增长 

2023 年，我国钢铁累计出口达 9120 万吨，进口达 765 万吨，净出口达 8356

万吨，同比增加 2667 万吨，同比增长 46.88%。 

价格优势与油气需求旺盛共同支撑我国出口。（1）以东南亚、韩国、巴西等为

代表：由于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价格同比下滑，出口竞争优势扩大，出口上述地区增

量较为明显。四季度土耳其钢铁生产商协会及巴西钢铁协会均反馈，其本国钢

铁行业相较于中国钢铁竞争优势已大幅减少。（2）土耳其：除了价格因素，2023

年 2 月 6 日，土耳其发生 7.8 级大地震也影响了其本国钢铁运营，1-10 月，土耳

其粗钢产量 2750 万吨，同比下滑 8.8%，而成品材消费量为 3190 万吨，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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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7.1%，供需缺口增加约 731 万吨。（3）中东地区：油气需求旺盛也支撑了我

国相关钢材出口增加，如 2023 年我国对阿联酋钢材出口增量达 174 万吨，同比

增长 86.31%；对沙特阿拉伯出口增量为 109 万吨，同比增长 48.5%。 

图23：中国钢铁净出口累计同比  图24：印度与中国钢铁出口价差（美元/吨） 

 

 

 

资料来源：myteel，海关总署，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mysteel，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25：2023 年中国向部分国家钢材出口同比增量（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墨西哥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税。2023 年，我国对墨西哥出口达 137 万

吨，同比增长 33.2%。12 月 28 日，墨西哥相关部门宣布对中国出口至墨西哥的

部分钢铁产品征收 80%左右的关税，又宣布对从越南进口的冷卷征收最终反补贴

税，将小幅影响中国钢材相关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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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求总结：需求尚有韧性，未来长期持稳 

2023 年钢铁需求超预期。2023 年，尽管地产领域拖累钢铁需求，但在铁路

与能源工程等基建建设、厂房建设及制造业机械设备等需求的共同支撑下，内需整

体小幅增长 1.20%，叠加出口放量，钢铁总需求超预期，同比增长 3.76%。 

根据 mysteel 调研反馈，当前钢铁需求尚有韧性，其中家电汽车行业表现较

好。钢结构：大型公司订单饱和，部分小型企业订单不佳，整体行业用钢需求减缓，

订单项目预计节后有开工高峰；工程机械行业：工程机械行业小幅下滑，市场需求

逐渐萎缩，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受国内外终端市场需求下滑影响，厂商订单一般，

用钢量或将出现进一步下滑；家电行业：家电行业节前资源囤货及采购基本完毕，

整体一季度排产仍保持较高景气值，小家电及中端品类刚需消耗仍存，但整体行业

发展承压；汽车行业：目前汽车行业迅猛发展，商用车与矿用卡车轻量化、新能源

化进一步推进，产品迭代速率加快，市场需求进一步增加，市场竞争加剧，预计行

业用钢或将增量不断。 

 

表4：部分行业原料库存 2 月份环比 1 月份对比 

 所属行业 钢结构 工程机械 汽车 家电 其他 

原料库存 -23.31% -1.89% 11.65% 7.26% 1.45% 

原料可用天数 6.29%  24.18% -4.51% 9.76% 

原料日耗 -27.85% -1.89% -10.09% 12.33% -7.57% 

资料来源：myteel，民生证券研究院 

 

“稳增长”政策持续推进，钢材需求有望长期维持稳定。2023 年 12 月，中

央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2024 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

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随着稳增长政策的推进，钢材需求有望长期维持稳定。房屋方面，偏弱的

新开工及拿地或仍对一段时间内房屋用钢需求造成一定冲击，但伴随房企融资环

境改善，市场信心的恢复，未来的需求有望企稳；基建方面，在逆周期和跨周期调

节的支持下，铁路和能源建设需求有望持续支撑基建用钢需求增长；制造业方面，

厂房建设高峰期或将结束，但企业产成品和原料库存维持低位，仍将支撑钢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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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螺纹表观需求（单位：万吨）  图27：热卷表观需求（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mysteel，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mysteel，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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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建议及重点推荐 

2023年需求超预期，下游景气仍在。在“稳增长”政策推进下，我国钢铁

需求有望长期维持稳定。而制造业仍持续发展，用钢占比将逐年提升，其中高壁

垒、高附加值的高端钢材产品将最为受益。 

普钢板块：关注钢铁龙头标的。钢铁需求超预期，且未来有望长期维持稳

定，而原料端供需紧缺格局已有所缓解，钢铁板块盈利未来有望回升，尤其是龙

头企业高端品种比例不断提高进一步增厚利润，建议关注行业龙头宝钢股份、华

菱钢铁、南钢股份等。 

特钢板块：关注业绩良好的标的。受益于下游航空航天，油气开采、汽车等

领域发展，特钢消费前景广阔，部分特钢企业的在建项目有序投产，业绩有望稳

定增长，建议关注久立特材、常宝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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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地产用钢需求不及预期。地产是钢材重要的消费领域，目前国内地产施工

面积累计同比已有所下滑。若后续地产耗钢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届时钢材消费将面

临较大挑战。 

2）钢价大幅下跌。目前钢材生产受到国家政策影响，产量受限，一旦国家相

关政策放松，钢材供应增速可能出现较大抬升，钢材基本面失衡，钢价下跌拖累钢

厂盈利。 

3）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钢材原料铁矿石进口依存度较高，且受海外四大矿

企产出影响较大，一旦出现矿山意外等事件，铁矿石价格可能出现非理性上涨，侵

蚀钢厂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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