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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周报（2.5-2.16）
金融数据超预期，经济继续平稳运行，关注两会
释放利好的预期

投资要点：

 投资策略：

节前一周，供需层面上，钢材产量和消费量维持低位，受寒潮天气影

响，预计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迎来剧烈降温，气温下降或致使钢材消费
量难有大的起色。国内方面，1 月份国内金融数据普遍好于预期，市场消

费信心有所增强。海外方面，美国 1月份 CPI和核心 CPI均超预期上涨，
表明美国通胀依然顽固，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强，美联储降

息预期时间延后，美元仍走强利空大宗商品价格。整体来看，国内宏观政
策持续加力促经济平稳运行，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修复，节后开始关注两会

释放利好的预期，随着天气整体向暖，地产加速筑底各地施工恢复，钢需
企稳回升。

 产业链：

1.供需情况：节前一周，五大品种钢材产量合计 816.94万吨，环比上
周减少 39.09万吨；消费量合计 638.11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102.22万吨；

库存合计 1777.81万吨，环比上周增长 178.83万吨。

2.上游原料：节前价格上涨，冬储基本持续。节前一周炼焦煤库存合
计 2,290万吨，环比上周增加 43.0万吨；焦炭库存合计 955万吨，环比上

周减少 6.0万吨；铁矿石主要港口库存(45 港口)合计 13,148万吨，环比上
周增加 202万吨。钢厂开工下行，需求减弱，原料库存整体提升。

3.成材生产：供给继续下降，消费保持走弱。1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

企业粗钢日产 201.66万吨，环比下降 3.69%；生铁日产 177.99万吨，环比
下降 6.00%。五大品种钢材产量环比上周减少 39.09万吨，消费量环比上周

下降 102.22万吨，钢材消费下降较多。
4.下游需求：政策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

于支持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的意见》，为新能源车企提供金融等
方面支持。据中汽协数据，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8.7万辆和 72.9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2.9%和 38.8%，同比分别增长 85.3%和 78.8%，市场
占有率达到 29.9%。

 建议关注：

普钢板块建议关注低估值、高股息、盈利稳定的公司，如南钢股份、

华菱钢铁、新兴铸管等；特钢板块建议关注兼具盈利弹性和高股息的公司，
如中信特钢、常宝股份、甬金股份等。

 风险提示

（1）政策控产限产的力度不及预期；（2）国内经济复苏的进展不及
预期；（3）海外经济衰退的风险超预期。

跟随大市（维持评级）

一年内行业相对大盘走势

1M 6M 12M

绝对表现 -2.81% -11.8% -18.62%

相对表现(pct) -5.2 0.7 0.2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团队成员
分析师： 王保庆（S0210522090001）
邮箱：WBQ3918@hf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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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策略

策略：金融数据超预期，经济继续平稳运行，关注两会释放利好的预期

节前一周，供需层面上，钢材产量和消费量维持低位，受寒潮天气影响，预计

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迎来剧烈降温，气温下降或致使钢材消费量难有大的起色。

国内方面，1月份国内金融数据普遍好于预期，市场消费信心有所增强。海外方面，
美国 1月份 CPI 和核心 CPI均超预期上涨，表明美国通胀依然顽固，美联储货币政
策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强，美联储降息预期时间延后，美元仍走强利空大宗商品价格。

整体来看，国内宏观政策持续加力促经济平稳运行，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修复，节后
开始关注两会释放利好的预期，随着天气整体向暖，地产加速筑底各地施工恢复，

钢需企稳回升。

产业链：

1.供需情况：节前一周，五大品种钢材产量合计 816.94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39.09
万吨；消费量合计 638.11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102.22万吨；库存合计 1777.81万吨，

环比上周增长 178.83万吨。

2.上游原料：节前价格上涨，冬储基本持续。节前一周炼焦煤库存合计 2,290万
吨，环比上周增加 43.0万吨；焦炭库存合计 955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6.0万吨；铁
矿石主要港口库存(45港口)合计 13,148 万吨，环比上周增加 202万吨。钢厂开工下

行，需求减弱，原料库存整体提升。
3.成材生产：供给继续下降，消费保持走弱。1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

日产 201.66万吨，环比下降 3.69%；生铁日产 177.99万吨，环比下降 6.00%。五大
品种钢材产量环比上周减少 39.09万吨，消费量环比上周下降 102.22 万吨，钢材消

费下降较多。
4.下游需求：政策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支持新

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的意见》，为新能源车企提供金融等方面支持。据中汽

协数据，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8.7万辆和 72.9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2.9%
和 38.8%，同比分别增长 85.3%和 78.8%，市场占有率达到 29.9%。

建议关注：

普钢板块建议关注低估值、高股息、盈利稳定的公司，如南钢股份、华菱钢铁、
新兴铸管等；特钢板块建议关注兼具盈利弹性和高股息的公司，如中信特钢、常宝
股份、甬金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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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周回顾

2.1 行业表现

节前一周，沪深 300指数上涨 5.83%，钢铁行业上涨 6.26%，钢铁表现强于沪深

300指数。钢铁三级子行业及相关行业中，特钢上涨 6%。

图表 1：钢铁行业表现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 2：钢铁子行业及相关行业表现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2.2 个股涨跌

节前一周涨幅前十：甬金股份（12.79%）、南钢股份（12.36%）、太钢不锈（12.17%）、

武进不锈（10.92%）、鞍钢股份（10.39%）、常宝股份（10.26%）、山东钢铁（10.24%）、
方大特钢（9.71%）、抚顺特钢（8.67%）、马钢股份（8.24%）。

节前一周跌幅前十：凌钢股份（-6.67%）、安阳钢铁（-6.08%）、中南股份（-4.44%）、
*ST西钢（-3.33%）、金洲管道（-2.72%）、八一钢铁（-0.67%）、柳钢股份（-0.36%）、
杭钢股份（0.24%）、三钢闽光（0.56%）、酒钢宏兴（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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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事件

3.1 宏观动态

1.国内方面：

（1）中国 1 月通胀数据出炉。1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 0.8%，
环比上涨 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 2.5%，环比下降 0.2%。国家

统计局指出，1 月份，受节日效应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增加，全国 CPI 环比上涨
0.3%，连续两个月上涨；受上年同期春节错月对比基数较高影响，同比下降 0.8%。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内部分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等因素影响，全国 PPI
环比、同比下降，但降幅均收窄。

（2）央行发布《2023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2024年中国经
济有望进一步回升向好，投资继续加力，消费稳步改善，外贸韧性较强，预计物价

总体呈温和回升态势。要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稳健性，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持
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1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为 52.7，低于上月 0.2个百分点，为近六个月来
次高，显示 2024年首月服务业增长动能依然强劲。

（4）央行发布统计数据显示，1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4.92万亿元，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为 6.5万亿元，均超出市场预期并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M2同比增长 8.7%，

增速较前值 9.7%有所回落。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84.29万亿元，同比增长 9.5%。

2.海外方面：

图表 3：节前一周涨幅前十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 4：节前一周跌幅前十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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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 1月 CPI涨幅超预期。美国 1月未季调 CPI同比上涨 3.1%，预期 2.9%，
前值 3.4%；季调后 CPI 环比上涨 0.3%，预期及前值均为 0.2%；未季调核心 CPI 同
比上涨 3.9%，预期 3.7%，前值 3.9%；核心 CPI环比上涨 0.4%，预期及前值均为 0.3%。

数据公布后，美国短期利率期货交易员押注美联储 6 月之前不会降息，互换市场定
价美联储 2024年降息不到 100个基点。

（6）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警告称，明年美国政府净利息支出将占 GDP
之 3.1%，创 1940年以来新高，2034年将达 3.9%。到 2033年，美国公众所持债务预

计将达到 45.7万亿美元，占 GDP的 114%。

（7）高盛预计，2024年全球实际 GDP同比将增长 2.8%，反映实际家庭收入强

劲增长、制造业活动逐步复苏以及随着通胀降温而开始降息的利好因素。到 2024年
底，全球核心通胀率将回落至 2.25%。

（8）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预计美国 2024财年赤字为 1.507万亿美元，较

2023 财年的 1.695 万亿美元赤字有所下降；预计美国 2025-2034 财年的累计赤字为

20.016 万亿美元，而此前预计的 2024-2033财年赤字为 20.314万亿美元；预计美国
2024年核心 PCE为 2.4%，2025年为 2.3%，（2023年为 3.2%）；预计美国 2024财
年赤字占 GDP的比例为 5.3%，到 2034财年将升至 6.2%。

（9）经合组织上调 2024年全球 GDP增速预期，从去年 11月预计的 2.7%上调
至 2.9%。美国 GDP增速预期从 1.5%大幅上调至 2.1%，欧元区的增速预期从先前的

0.9%下调至 0.6%。经合组织将美国首次降息的预期推迟到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推
迟到第三季度。

图表 5：宏观动态

公布日期 国家/地区 摘要 来源

2024/2/17 新加坡
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表示，从 2025 年起，新加坡政府将对母公司设在新加坡、全球

年营业额在 7.5 亿欧元以上的大型跨国企业实施 15%的最低实际税率。
Wind

2024/2/17 美国

美国 1月 PPI 同比上升 0.90%，预期升 0.60%，前值升 1%；环比上升 0.30%，创去年 8

月以来最大升幅，预期升 0.10%，前值下降 0.2%。1 月核心 PPI 同比上升 2%，预期升

1.60%，前值升 1.80%；环比上升 0.50%，预期升 0.10%，前值修正为持平。数据公布后，

交易员预计美联储 5月、6 月降息可能性下降。

Wind

2024/2/16 日本

“日本名义 GDP 跌出全球前三”引发热议。2023 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统计

数据为 591.482 万亿日元，约合 42106 亿美元，低于德国的 44561 亿美元，世界排名

从第三位下降到第四位。共同社称，日本 GDP 跌出全球前三，是受到日元兑美元贬值、

德国物价上涨势头超过日本等影响。若日本在全球经济所占份额继续缩小，恐将导致

国际上话语权降低。

Wind

2024/2/14 美国

美国 1月 CPI 涨幅超预期。美国 1月未季调 CPI 同比上涨 3.1%，预期 2.9%，前值 3.4%；

季调后 CPI 环比上涨 0.3%，预期及前值均为 0.2%；未季调核心 CPI 同比上涨 3.9%，预

期 3.7%，前值 3.9%；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4%，预期及前值均为 0.3%。数据公布后，

美国短期利率期货交易员押注美联储 6月之前不会降息，互换市场定价美联储 2024 年

降息不到 100 个基点。

Wind

2024/2/13 美国

美国消费者对中期通胀的预期降至至少 201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周一公布的月度消费

者预期调查结果显示，1 月份未来三年的预期通胀率降至 2.35%，为近 11 年数据记录

以来的最低水平。对未来一年和五年通胀预期的中值分别为 3%和 2.5%，与上月持平。

Wind

2024/2/13 美国

随着偿债成本进一步攀升，美国预算赤字在截至 1 月份的四个月内出现扩大。美国财

政部 2月 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 财年前四个月的赤字达到 5320 亿美元，比去年

同期高出 16%。期内利息成本为 3570 亿美元，比 2023 年增长 37%。美联储激进的加息

行动导致债务成本上升，加大了美国预算的负担。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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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11 欧盟

欧盟就财政规则改革达成协议。该协议旨在控制支出，降低债务比率和赤字，确保公

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同时促进投资，保持欧盟成员国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该协议将

各国政府债务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60%以内，公共赤字限制在 3%以内，并要

求各成员国必须遵守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措施以及赤字弹性保障措施。

Wind

2024/2/10 欧洲
欧洲央行管委、法国央行行长维勒鲁瓦表示，随着未来一年物价上涨速度放缓至 2%，

欧洲央行可能会在 2024 年降息。
Wind

2024/2/10 中国

央行发布统计数据显示，1 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4.92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6.5 万亿元，均超出市场预期并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M2同比增长 8.7%，增速较前值

9.7%有所回落。1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84.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

Wind

2024/2/9 全球

高盛预计，2024 年全球实际 GDP 同比将增长 2.8%，反映实际家庭收入强劲增长、制造

业活动逐步复苏以及随着通胀降温而开始降息的利好因素。到 2024 年底，全球核心通

胀率将回落至 2.25%。

Wind

2024/2/9 美国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警告称，明年美国政府净利息支出将占 GDP 之 3.1%，创

1940 年以来新高，2034 年将达 3.9%。到 2033 年，美国公众所持债务预计将达到 45.7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14%。

Wind

2024/2/9 中国

央行发布《2023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2024 年中国经济有望进一步

回升向好，投资继续加力，消费稳步改善，外贸韧性较强，预计物价总体呈温和回升

态势。要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稳健性，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Wind

2024/2/9 中国

中国 1月通胀数据出炉。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 0.8%，环比上涨 0.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 2.5%，环比下降 0.2%。国家统计局指出，1月份，

受节日效应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增加，全国 CPI 环比上涨 0.3%，连续两个月上涨；

受上年同期春节错月对比基数较高影响，同比下降 0.8%。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国内部分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等因素影响，全国 PPI 环比、同比下降，但降幅均收

窄。

Wind

2024/2/8 美国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预计美国 2024 财年赤字为 1.507 万亿美元，较 2023 财年

的 1.695 万亿美元赤字有所下降；预计美国 2025-2034 财年的累计赤字为 20.016 万亿

美元，而此前预计的 2024-2033 财年赤字为 20.314 万亿美元；预计美国 2024 年核心

PCE 为 2.4%，2025 年为 2.3%，（2023 年为 3.2%）；预计美国 2024 财年赤字占 GDP 的

比例为 5.3%，到 2034 财年将升至 6.2%。

Wind

2024/2/8 中国、美国

商务部就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23 年度恶名市场报告》答记者问表示，报告引述

的情况未经调查核实，缺乏客观性、公正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强立法保障、提高执法效能、完善管理体制，大力整治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中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水平持续提高；各国应在保护知识产权和

打击侵权假冒行为方面通力合作、共同应对；中方愿继续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

共同为全球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Wind

2024/2/8 中国

国资委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要着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

型生产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通堵点卡点，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提供强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压实整改责任、完善整改机制，深化标本兼治，

以整改成效有力推进国资央企高质量发展。

Wind

2024/2/7 中国

全国31省区市已公布2023年经济增长数据。其中，有17个省份GDP增长快于全国5.2%

的增速，而随着地方两会陆续召开，有超过 20个省份定下 2024 年 GDP 增长 5%以上的

预期目标。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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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7 中国

中美经济工作组在京举行第三次会议，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二十国集团

财金合作、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

流。中方就美对华加征关税、双向投资限制、制裁打压中方企业等表达了关切。国务

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会见来华出席中美经济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的美

副财长尚博一行。

Wind

2024/2/6 全球

经合组织上调 2024 年全球 GDP 增速预期，从去年 11 月预计的 2.7%上调至 2.9%。美国

GDP 增速预期从 1.5%大幅上调至 2.1%，欧元区的增速预期从先前的 0.9%下调至 0.6%。

经合组织将美国首次降息的预期推迟到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推迟到第三季度。

Wind

2024/2/6 美国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联储今年将谨慎推进降息，可能会比市场预

期的速度慢得多。他指出，美联储不太可能在 3 月份投票降息，但几乎所有联邦公开

市场委员会委员都认为今年降息是合适的。同时，他对当前的经济表现表示满意，但

对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表示担心。

Wind

2024/2/6 中国
1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为 52.7，低于上月 0.2 个百分点，为近六个月来次高，显示

2024 年首月服务业增长动能依然强劲。
Wind

2024/2/5 中国

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28666 亿元，执行额 1959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6%和 18.6%。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14871 亿元，执

行额 1039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9%和 16.2%。

Wind

2024/2/5 中国

根据央行公告，自 2 月 5 日起，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0.5 个百分点。此次降准

将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 1 万亿元，降准的实施力度、落地时点都超出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表示，从近期释放的信号看，2024 年，货币政策在发力空间、结构优化、政

策协调等方面将有许多新看点，专家预计，2 月 MLF 利率、LPR 可能进一步下调。

Wind

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3.2 行业动态

1.政策趋势：

（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全文公布，自 2024年 5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构建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基本制度框架，明确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

交易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责，碳排放权交易覆盖范围以及交易产品、交易主体和交
易方式，重点排放单位确定，碳排放配额分配，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与核查

以及碳排放配额清缴和市场交易等事项。

（2）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支持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的意见》，
要求引导行业组织和企业积极与国外业界交流与合作，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外贸易

限制措施；鼓励银行机构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为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涵盖人民币

融资、结算等在内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3）山东印发《关于聚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的意见》，要求严

格落实 3200万吨左右焦炭年度产量控制目标。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日—临、莱—泰
钢铁基地，加快建设山钢永锋临港二期等产能置换项目，推动山钢集团与中国宝武
合作的精品基地二期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创新突破高性能海工钢、特种合金钢等关

键品种，力争高端精品钢产量占比达到 48%左右。

2.数据跟踪：

（4）2023年全球前三大煤炭生产国产量均创历史新高。其中，我国规模以上原
煤产量 46.6亿吨，同比增长 2.9%，创历史新高。2023年，印度煤炭产量为 10.11亿
吨，同比增长 10.9%，历史首次突破 10亿吨大关；印尼煤炭产量为 7.752亿吨，创
历史新高。

（5）2024年 1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共生产粗钢 2218.24万吨、生铁 1957.85
万吨、钢材 2164.31万吨。其中，粗钢日产 201.66万吨，环比下降 3.69%；生铁日产

177.99万吨，环比下降 6.00%；钢材日产 196.76万吨，环比下降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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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汽协数据显示，1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1 万辆和 243.9万辆，环比分
别下降 21.7%和 22.7%，同比分别增长 51.2%和 47.9%。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78.7万辆和72.9万辆，环比分别下降32.9%和38.8%，同比分别增长85.3%和78.8%，

市场占有率达到 29.9%。

图表 6：行业动态

类型 公布日期 摘要 来源

上游

2024/2/7

2023 年全球前三大煤炭生产国产量均创历史新高。其中，我国规模以上原煤产量

46.6 亿吨，同比增长 2.9%，创历史新高。2023 年，印度煤炭产量为 10.11 亿吨，

同比增长 10.9%，历史首次突破 10 亿吨大关；印尼煤炭产量为 7.752 亿吨，创历

史新高。

Mysteel

2024/2/7

山东印发《关于聚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的意见》，要求严格落实

3200 万吨左右焦炭年度产量控制目标。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日—临、莱—泰钢铁

基地，加快建设山钢永锋临港二期等产能置换项目，推动山钢集团与中国宝武合

作的精品基地二期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创新突破高性能海工钢、特种合金钢等关

键品种，力争高端精品钢产量占比达到 48%左右。

Mysteel

2024/2/5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全文公布，自 2024 年 5 月 1日起施行。《条例》

构建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基本制度框架，明确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交易机

构的法律地位和职责，碳排放权交易覆盖范围以及交易产品、交易主体和交易方

式，重点排放单位确定，碳排放配额分配，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与核查以

及碳排放配额清缴和市场交易等事项。

Wind

中游

2024/2/7

2024 年 1 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共生产粗钢 2218.24 万吨、生铁 1957.85 万

吨、钢材 2164.31 万吨。其中，粗钢日产 201.66 万吨，环比下降 3.69%；生铁日

产 177.99 万吨，环比下降 6.00%；钢材日产 196.76 万吨，环比下降 2.90%。

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

2024/2/5

2023 年，进口钢材 764.5 万吨，同比减少 27.6%；进口平均单价 1658.5 美元/吨，

同比上涨 2.6%；进口钢坯 326.7 万吨，同比减少 48.8%。12 月，我国进口钢材 66.5

万吨，环比增长 5.1 万吨，同比减少 3.5 万吨；进口平均单价 1569.6 美元/吨，

环比下跌 3.6%，同比下跌 8.5%。

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

下游

2024/2/9

乘联会公布数据显示，1月国内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 203.5 万辆，同比增长 57.4%，

环比下降 13.9%。其中，新能源车市场零售 66.8 万辆，同比增长 101.8%，环比下

降 29.5%。2 月车市销量预计将处于年内绝对谷底期。

Wind

2024/2/8

中汽协数据显示，1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1 万辆和 243.9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21.7%和 22.7%，同比分别增长 51.2%和 47.9%。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8.7

万辆和 72.9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2.9%和 38.8%，同比分别增长 85.3%和 78.8%，

市场占有率达到 29.9%。

Mysteel

2024/2/8

深圳优化住房限购政策，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含部分家庭成员为本市户籍居民

的家庭）限购 2套住房，深圳市户籍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限购 1套住房；取

消落户年限以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年限要求；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及

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能提供购房之日前 3年在深圳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或

社会保险证明的，限购 1套住房。

Mysteel

2024/2/8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支持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引

导行业组织和企业积极与国外业界交流与合作，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外贸易限制

措施；鼓励银行机构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为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涵盖人民币融

资、结算等在内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Wind

来源：Mysteel、中国钢铁工业协会、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诚信专业 发现价值 10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声明

行业定期报告 | 钢铁

4 原辅材料

4.1 焦煤&焦炭

（1）价格：截至节前一周收盘，焦煤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为 1,746元/吨，环比

上周上涨 37元/吨。焦碳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为 2,378元/吨，环比上周上涨 50元/吨。

图表 7：焦煤价格（元/吨） 图表 8：焦炭价格（元/吨）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2）炼焦煤库存（样本钢厂+独立焦化厂+六港口）合计 2,290万吨，环比上周
增加 43万吨。其中：样本钢厂(247家)库存 897万吨，环比上周增加 6万吨；独立焦

化厂(230家)库存 1,186万吨，环比上周增加 16万吨；六港口合计库存 206万吨，环
比上周增加 20万吨。

图表 9：炼焦煤库存合计（万吨） 图表 10：炼焦煤库存:样本钢厂（247家）（万吨）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 11：炼焦煤库存:独立焦化厂(230 家)（万吨） 图表 12：炼焦煤库存:六港口（万吨）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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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焦炭库存（样本钢厂+独立焦化厂+四港口）合计 955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6万吨。其中：样本钢厂(247家)库存 687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2万吨；独立焦化厂(230
家)库存 98万吨，环比上周增加 6万吨；四港口合计库存 170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10万吨。

图表 13：焦炭库存合计（万吨） 图表 14：焦炭库存:样本钢厂(247家)（万吨）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 15：焦炭库存:独立焦化厂（万吨） 图表 16：焦炭库存:四港口（万吨）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4.2 铁矿石&废钢

（1）价格：截至节前一周收盘，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为 964元/吨，环比
上周上涨 23元/吨。废钢价格指数为 2,721元/吨，环比上周下跌-3元/吨。

（2）库存：铁矿石主要港口库存(45港口)合计 13,148万吨，环比上周增加 202
万吨。铁矿石日均疏港量(45港口)合计 303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2万吨。国内钢厂进

口铁矿石平均库存可用天数 29天，环比上周增加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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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铁矿石价格（元/吨） 图表 18：废钢价格（元/吨）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 19：铁矿石主要港口库存（45港口）（万吨） 图表 20：国内钢厂进口铁矿石平均库存可用天数（天）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5 钢铁冶炼

5.1 生产&消费

1、开工方面：

截至节前一周，全国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为 76%；样本钢厂电炉开工率为 42.31%。

图表 21：高炉、电炉开工率（%） 图表 22：钢材生产结构趋势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2、产量方面：

节前一周五大品种钢材产量合计 816.94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39.09万吨。其中：

螺纹钢产量为 196.89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18.81万吨；线材产量为 82.39万吨，环比
上周减少 4.65 万吨；热轧产量为 315.8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5.9 万吨；冷轧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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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6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2.65万吨；中厚板产量为 142.7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7.08
万吨。

图表 23：节前一周分品种产量变化情况（万吨） 图表 24：节前一周分品种产量变化情况（万吨）

来源：钢联数据、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钢联数据、华福证券研究所

3、消费方面：

节前一周五大品种钢材消费量合计 638.11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102.22万吨。其
中：螺纹钢消费量 77.48万吨，线材消费量为 51.94万吨，热轧消费量为 297.83万吨，

冷轧消费量为 72.14万吨，中厚板消费量为 138.72万吨。

图表 25：五大品种钢材消费量（万吨） 图表 26：节前一周分品种消费量变化情况（万吨）

来源：钢联数据、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钢联数据、华福证券研究所

4、库存方面：

节前一周五大品种钢材库存合计 1777.81 万吨，环比上周增长 178.83 万吨。其
中：螺纹钢库存合计为893.94万吨，环比上周增长119.41万吨；线材库存合计为185.73
万吨，环比上周增长 30.45万吨；热轧库存合计为 339.83万吨，环比上周增长 17.97
万吨；冷轧库存合计为161.07万吨，环比上周增长7.02万吨；中厚板库存合计为197.24
万吨，环比上周增长 3.9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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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五大品种钢材库存合计（万吨） 图表 28：节前一周分品种库存变化情况（万吨）

来源：钢联数据、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钢联数据、华福证券研究所

5.2 价格&利润

5、期现方面：

截至节前一周收盘，螺纹钢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为 3,854元/吨，环比上周上涨
29元/吨；上海螺纹钢（HRB400 20mm）价格为 3,920元/吨，环比上周不变；基差为
66元/吨，环比上周减少 29元/吨。热轧卷板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为 3,984元/吨，环

比上周上涨 17元/吨；上海热轧（Q235B 4.75mm）价格为 4,000元/吨，环比上周上
涨 20元/吨；基差为 16元/吨，环比上周增加 3元/吨。

图表 29：螺纹钢期现价格（元/吨） 图表 30：热轧期现价格（元/吨）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来源：同花顺 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1）政策控产限产的力度不及预期。若政策控产限产力度不及预期，将加剧产

量过剩情况，侵蚀行业利润。

（2）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若国内部分风险隐患化解不及预期，或拖累经济

整体复苏，影响钢材消费。

（3）海外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若海外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海外钢材需求下降，

进而影响钢材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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