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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供给端：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五大钢材合计产量 880.58 万
吨，周环比上升 0.82%，同比下降 2.82%;247 家钢铁企业铁水日
均产量 235.69 万吨，周环比上升 0.57%，同比下降 2.90%;247 家
钢铁企业高炉产能利用率 88.48%，周环比上升 0.49 pct，同比下
降 2.25 pct;87 家独立电弧炉钢厂产能利用率 54.1%,周环比上升
2.22 pct,同比上升 2.14 pct。五大钢材供给除线材、热轧卷板
及冷轧卷板周环比下跌，其他钢材均延续供给小幅增加趋势，螺
纹产量仍未见顶，铁水产量预计将于 11 月上旬见顶。

 需求端：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五大钢材合计消费量 893.80
万吨，周环比下降 1.88%，同比下降 7.54%；主流贸易商建筑用钢
日成交量 14.07 万吨，周环比上升 5.71%，同比下降 20.38%；钢
材单月出口数量合计 1015.35 万吨，月环比上升 6.93%，同比上
升 25.96%，月度累计出口数量合计 8087.59 万吨，月环比上升
14.36%，同比上升 21.43%，五大钢材需求周环比下降，西北、东
北即将大面积停工，建筑用钢仍存月末赶工需求，预计 11 月上旬
需求淡季特征将显现。

 库存端：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五大钢材合计社会库存 848.13
万吨，周环比下降 3.19%，同比下降 17.30%；五大钢材合计厂内
库存 411.19 万吨，周环比上升 3.71%，同比下降 8.94%。五大钢
材社会库存延续去化，螺纹社会库存下降幅度收窄，厂内库存除
热轧板卷库存下降外，其余品种库存均小幅增加，四季度为建材
需求传统淡季，热卷需求旺季，预计热卷维持去库状态。

 成本端：铁矿石：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澳洲粉矿日照港 62%Fe
价格指数 756.2 元/湿吨，周环比下降 1.79%，同比下降 19.45%；
印度粉矿青岛港 61%Fe 价格 677.4 元/湿吨，周环比下降 2.14%，
同比下降24.18%；19个港口澳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2630.7万吨，
周环比上涨 6.91%，同比上涨 0.06%；截至 2024 年 10 月 18 日，
45 个港口铁矿到港量 2383.7 万吨，周环比下降 19.16%，同比上
升 4.57%。废钢&铸造生铁：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废钢综合
绝对价格指数 2573.28 元/吨，周环比下降 1.24%，同比下降
10.42%；铸造生铁综合绝对价格指数 3317.01 元/吨，周环比下降
2.19%，同比下降 4.16%。焦煤&焦炭：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
低硫主焦煤价格指数 1713.92 元/吨，周环比下降 3.60%，同比下
降 23.40%；唐山一级冶金焦汇总价格 2217 元/吨，周环比下降
0.98%，同比下降 17.58%；230 家独立焦化厂产能利用率 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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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环比下降 0.38%，同比下降 2.13%；独立焦化企业：吨焦利润
24 元/吨，周环比下降 52.94%,同比上涨 380%。

 价格端：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Mysteel 普钢绝对价格指数
3697.21 元/吨，周环比-1.24%，月环比+6.13%，同比-8.23%；
Mysteel 特钢绝对价格指数 9565.46 元/吨，周环比+0.11%，月环
比+2.12%，同比-1.58%；全球钢材价格指数 201.9 点，周环比
-1.70%，月环比+0.50%，同比-4.81%。预计 11 月钢材需求淡季，
钢价围绕宏观预期震荡运行。

 行业要闻：2024 年 10 月 25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24 年三季
度信息发布会召开。会议围绕“破内卷”、钢铁需求新变化、促
进联合重组和完善退出机制、钢铁行业进入碳市场、“低碳排放
钢评价方法”团体标准、成立电炉钢分会等话题开展。

 投资建议：政策预期向好叠加行业实际供需格局有所改善，维持
行业“推荐”评级，建议关注宝钢股份（600019.SH）、南钢股份
(600282.SH)、华菱钢铁等(000932.SZ)。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修复不及预期、产能出清不及预期、政策不
及预期、地缘环境恶化、极端天气频发、数据的引用风险。

表：重点关注公司及盈利预测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公司盈利预测来自Wind一致预期）

重点公司

代码
股票名称

2024/10/25 EPS（元） PE 投资

评级收盘价(元)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600019.SH 宝钢股份 6.59 0.55 0.54 0.52 0.59 0.65 10.2 11.0 12.6 11.1 10.2 未评级

600282.SH 南钢股份 4.37 0.35 0.34 0.39 0.43 0.46 9.0 10.7 11.1 10.2 9.4 未评级

000932.SZ 华菱钢铁 4.31 0.92 0.74 0.48 0.57 0.68 5.1 7.0 8.9 7.5 6.4 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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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周市场表现

2024年 10月 21日至 2024年 10月 25日，申万钢铁指数周环比上升
0.24%，各子行业及同期上证综指涨跌幅为，冶钢原料(3.64%)、上证综指
（1.17%）、特钢Ⅱ(1.02%)、普钢(-3.30%)。

在重点覆盖公司中，个股涨跌幅前五的公司为酒钢宏兴（14.39%）、
本钢板材（6.31%）、凌钢股份（5.88%）、方大炭素（5.51%）、钒钛股份（4.41%）；
个股涨跌幅后五的公司为沙钢股份（-11.61%）、抚顺特钢（-9.38%）、南钢
股份（-5.00%）、翔楼新材（-3.79%）、西宁特钢（-3.17%）。

图 1：申万一级行业周涨跌幅一览 图 2：钢铁各子板块周涨跌幅一览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3：钢铁股票周涨跌幅前五 图 4：钢铁股票周涨跌幅后五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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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内行业关键数据

2.1 供给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五大钢材合计产量 880.58 万吨，周环比上
升 0.82%，同比下降 2.82%;247 家钢铁企业铁水日均产量 235.69 万吨，周
环比上升 0.57%，同比下降 2.90%;247 家钢铁企业高炉产能利用率 88.48%，
周环比上升 0.49 pct，同比下降 2.25 pct;87 家独立电弧炉钢厂产能利用
率 54.1%,周环比上升 2.22 pct,同比上升 2.14 pct。

表 1：生铁与钢材产量及产能利用率

生铁与钢材产量（万吨） 产能利用率（%，pct）

五大钢材合计 铁水日产 螺纹钢 线材 热轧板卷 冷轧板卷 中厚板 高炉产能利用率 电弧炉钢厂产能利用率

2024-10-25 880.58 235.69 251.15 93.02 304.39 83.02 149 88.48 54.1

2024-10-18 873.42 234.36 244.07 94.34 305.29 83.26 146.46 87.99 51.88

周环比 0.82% 0.57% 2.90% -1.40% -0.29% -0.29% 1.73% 0.49 2.22

2023-10-27 906.12 242.73 260.77 105.36 312.86 83.56 143.57 90.73 51.96

同比 -2.82% -2.90% -3.69% -11.71% -2.71% -0.65% 3.78% -2.25 2.14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5：247家钢铁企业：铁水日均产量（万吨） 图 6：247家钢铁企业：高炉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行业研究报告

请认真阅读文后免责条款 3

图 7：87家独立电弧炉钢厂：产能利用率（%） 图 8：五大品种钢材：企业实际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2.2 需求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五大钢材合计消费量 893.80 万吨，周环比
下降 1.88%，同比下降 7.54%；主流贸易商建筑用钢日成交量 14.07 万吨，
周环比上升 5.71%，同比下降 20.38%；钢材单月出口数量合计 1015.35 万
吨，月环比上升 6.93%，同比上升 25.96%，月度累计出口数量合计 8087.59
万吨，月环比上升 14.36%，同比上升 21.43%。

表 2：钢材消费量与成交量及进出口数量

钢材消费量与成交量（万吨） 钢材单月及累计进出口数量（万吨）

五大钢材

合计

主流贸易商建筑

用钢日成交量

螺纹钢 线材 热轧板卷 冷轧板卷 中厚板 单月出口 累计出口 单月进口 累计进口

2024-10-25 893.80 14.07 243.50 93.56 320.06 84.99 151.69 1015.35 8087.59 55.38 518.47

2024-10-18 910.96 13.31 257.84 99.34 318.75 85.93 149.10 949.52 7072.25 50.86 463.08

周环比 -1.88% 5.71% -5.56% -5.82% 0.41% -1.09% 1.74% 6.93% 14.36% 8.89% 11.96%

2023-10-27 966.70 17.67 296.07 112.94 325.27 86.31 146.11 806.10 6660.47 64.07 569.86

同比 -7.54% -20.38% -17.76% -17.16% -1.60% -1.53% 3.82% 25.96% 21.43% -13.56% -9.02%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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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主流贸易商建筑用钢日成交量（万吨） 图 10：五大品种钢材：消费量（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11：月度钢材出口数量（万吨） 图 12：月度钢材进口数量（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13：钢材出口数量累计（万吨） 图 14：钢材进口数量累计（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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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库存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五大钢材合计社会库存 848.13 万吨，周环
比下降 3.19%，同比下降 17.30%；五大钢材合计厂内库存 411.19 万吨，周
环比上升 3.71%，同比下降 8.94%。

表 3：五大钢材社会库存

五大钢材社会库存（万吨）

五大钢材合计 螺纹钢 线材 热轧板卷 冷轧板卷 中厚板

2024-10-25 848.13 278.74 49.54 273.84 123.81 122.2
2024-10-18 876.06 283.01 53.7 287.9 126.16 125.29
周环比 -3.19% -1.51% -7.75% -4.88% -1.86% -2.47%

2023-10-27 1025.55 427.09 61.41 290.2 112.44 134.41
同比 -17.30% -34.74% -19.33% -5.64% 10.11% -9.08%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表 4：五大钢材厂内库存

五大钢材厂内库存（万吨）

五大钢材合计 螺纹钢 线材 热轧板卷 冷轧板卷 中厚板

2024-10-25 411.19 155.99 58.51 80.33 42.16 74.2
2024-10-18 396.48 144.07 54.89 81.94 41.78 73.8
周环比 3.71% 8.27% 6.60% -1.96% 0.91% 0.54%

2023-10-27 451.56 186.83 67.67 88.68 32.1 76.28
同比 -8.94% -16.51% -13.54% -9.42% 31.34% -2.73%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15：五大钢材合计社会库存（万吨） 图 16：五大钢材合计厂内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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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原料库存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247 家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库存 8978.91 万
吨，周环比下降0.31%，同比下降0.70%；47个港口进口铁矿石库存15969.40
万吨，周环比上升 0.07%，同比上升 35.28%；114 家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
库存可用天数 21.38 天，周环比上升 2.74%，同比上升 5.89%；247 家钢铁
企业炼焦煤库 737.53 万吨，周环比上升 0.25%，同比下降 0.04%；247 家
钢铁企业焦炭库存 568.08 万吨，周环比上升 0.90%，同比上升 1.53%；中
国港口焦炭库存 186.19 万吨，周环比上升 3.31%，同比下降 1.20%；中国
独立焦化企业焦炭库存 77.89 万吨，周环比上升 8.02%，同比上升 28.32%。

表 5：原料库存

原料库存（万吨）

钢铁企业铁矿石 港口铁矿石 钢铁企业铁矿库存

可用天数（天）

钢铁企业

炼焦煤

钢铁企业

焦炭

港口焦炭 独立焦化企业

焦炭

2024-10-25 8978.91 15969.40 21.38 737.53 568.08 186.19 77.89

2024-10-18 9006.73 15958.10 20.81 735.66 562.99 180.23 72.11

周环比 -0.31% 0.07% 2.74% 0.25% 0.90% 3.31% 8.02%

2023-10-27 9042.56 11804.30 20.19 737.81 559.51 188.45 60.70

同比 -0.70% 35.28% 5.89% -0.04% 1.53% -1.20% 28.32%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17：247家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库存（万吨） 图 18：47个港口进口铁矿石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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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14家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库存可用天数（天） 图 20：247家钢铁企业炼焦煤库（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21：247 家钢铁企业焦炭库存（万吨） 图 22：中国港口焦炭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23：中国独立焦化企业焦炭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行业研究报告

请认真阅读文后免责条款 8

2.5 成本

铁矿石：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澳洲粉矿日照港 62%Fe 价格指数
756.2元/湿吨，周环比下降1.79%，同比下降19.45%；印度粉矿青岛港61%Fe
价格 677.4 元/湿吨，周环比下降 2.14%，同比下降 24.18%；19 个港口澳
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 2630.7 万吨，周环比上涨 6.91%，同比上涨 0.06%；
截至 2024 年 10 月 18 日，45 个港口铁矿到港量 2383.7 万吨，周环比下降
19.16%，同比上升 4.57%。

废钢&铸造生铁：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废钢综合绝对价格指数
2573.28 元/吨，周环比下降 1.24%，同比下降 10.42%；铸造生铁综合绝对
价格指数 3317.01 元/吨，周环比下降 2.19%，同比下降 4.16%。

焦煤&焦炭：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低硫主焦煤价格指数 1713.92
元/吨，周环比下降 3.60%，同比下降 23.40%；唐山一级冶金焦汇总价格
2217 元/吨，周环比下降 0.98%，同比下降 17.58%；230 家独立焦化厂产能
利用率 73.56%，周环比下降 0.38%，同比下降 2.13%；独立焦化企业：吨
焦利润 24 元/吨，周环比下降 52.94%,同比上涨 380%。

表 6：铁矿石、废钢、铸造生铁数据

铁矿石 废钢、生铁

日照港价格指数：澳

洲粉矿（元/湿吨）

青岛港价格：印度粉矿

（元/湿吨）

澳洲周度

发货量（万吨）

铁矿到港量（万吨）

（2024 年 10 月 18 日）

废钢价格指数

（元/吨）

铸造生铁价格指数

（元/吨）

2024-10-25 756.2 677.4 2630.7 2383.7 2573.28 3317.01
2024-10-18 770 692.2 2460.6 2948.8 2605.68 3391.3
周环比 -1.79% -2.14% 6.91% -19.16% -1.24% -2.19%

2023-10-27 938.8 893.4 2629.1 2279.6 2872.54 3461.08
同比 -19.45% -24.18% 0.06% 4.57% -10.42% -4.16%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表 7：焦煤、焦炭数据

焦煤、焦炭

低硫主焦煤价格指数（元/吨） 一级冶金焦汇总价格：唐山（元/吨） 焦炭产能利用率（%） 独立焦化企业：吨焦利润（元/吨）

2024-10-25 1713.92 2217 73.56 24
2024-10-18 1777.96 2239 73.84 51
周环比 -3.60% -0.98% -0.38% -52.94%

2023-10-27 2237.5 2690 75.16 5
同比 -23.40% -17.58% -2.13% 380.00%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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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价格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Mysteel 普钢绝对价格指数 3697.21 元/吨，
周环比-1.24%，月环比+6.13%，同比-8.23%；Mysteel 特钢绝对价格指数
9565.46 元/吨，周环比+0.11%，月环比+2.12%，同比-1.58%；全球钢材价
格指数 201.9 点，周环比-1.70%，月环比+0.50%，同比-4.81%。

表 8：钢材价格

名称 单位 价格 周环比 月环比 较 2024年初 较 2023年同期

五大钢

材

螺纹钢 元/吨 3620.35 -2.60% 4.85% -11.49% -5.23%
线材 元/吨 3887.11 -2.58% 2.88% -11.69% -7.14%

热轧板卷 元/吨 3512.36 0.25% 8.57% -14.31% -8.06%
冷轧板卷 元/吨 4099.02 -0.75% 10.33% -13.76% -12.46%
中厚板 元/吨 3582.19 -0.85% 8.03% -12.33% -5.90%

普钢细

分品种

普钢 元/吨 3697.21 -1.24% 6.13% -13.05% -8.23%
H型钢 元/吨 3499.97 -0.84% 7.06% -12.10% -7.33%
焊管 元/吨 3880.69 -1.73% 9.89% -9.27% -5.35%
无缝管 元/吨 4472.83 -0.80% 5.90% -6.89% -4.37%

热轧窄钢带 元/吨 3499.74 0.51% 8.43% -12.65% -7.98%
镀锌板卷 元/吨 4243.19 -1.19% 4.24% -18.61% -18.62%
钢板 元/吨 3687.46 -0.27% 8.06% -14.20% -9.90%
锅炉板 元/吨 4341.29 -0.78% 6.04% -5.86% -3.07%
造船板 元/吨 4061.73 -0.45% 5.75% -11.20% -7.42%
型钢 元/吨 3575.68 -0.49% 5.42% -12.86% -7.82%
长材 元/吨 3707.41 -2.22% 4.20% -11.82% -6.43%

特钢细

分品种

特钢 元/吨 9565.46 0.11% 2.12% -1.47% -1.58%
工业线材 元/吨 3948.31 -0.15% 6.08% -13.19% -7.60%
冷镦钢 元/吨 3732.96 -0.27% 5.79% -15.68% -9.30%
优特钢 元/吨 4126.56 -1.34% 7.84% -10.66% -5.09%
拉丝材 元/吨 3494.38 -0.25% 5.08% -17.13% -9.34%
PC钢 元/吨 3600 -1.84% 3.45% -13.31% -7.81%

预应力钢绞线原料 元/吨 4955.9 0.00% 6.44% -9.99% -5.71%
焊丝 元/吨 4220.06 1.03% 8.72% -9.86% -5.72%
硬线 元/吨 3687.78 0.24% 6.55% -14.37% -8.54%

全球钢

铁价格

全球 点 201.9 -1.70% 0.50% -14.63% -4.81%
亚洲 点 208.4 -3.07% 3.53% -10.94% -4.75%
北美 点 223.7 -1.15% -1.58% -25.56% -9.65%
欧洲 点 176.5 -0.23% -2.43% -14.07% -1.94%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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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Mysteel 普钢绝对价格指数（元/吨） 图 25：Mysteel 特钢绝对价格指数（元/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图 26：全球钢材价格指数（点）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龙证券研究所

3 行业要闻

2024 年 10 月 25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24 年三季度信息发布会召
开。会议就如何“破内卷”、钢铁需求新变化、促进联合重组和完善退出机
制、钢铁行业进入碳市场、“低碳排放钢评价方法”团体标准、成立电炉钢
分会等话题进行了提问。

关于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要遵循“三定三不要”即以销定产，
不要把现金变成库存；以效定产，不要产生经营性“失血”；以现定销，不
要把现金变成应收款。钢铁行业进入减量发展、存量优化阶段的特征明显。

关于钢铁需求变化和市场供需平衡：未来增量政策的陆续出台和落地，
将对钢市场形成长期利好，但进入冬季，钢材的阶段性需求还会有所减弱，
钢材终端市场化需求明显改善尚需时日。制造业用钢增长，以及城市管网
改造等新的建筑用钢需求，将形成一定支撑，预计明年钢铁消费量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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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或略有下降。

关于促进联合重组和完善退出机制：联合重组是提高产业集中度、改
善市场秩序、促进行业转型升级的重大基础性政策措施。在坚定不移推进
联合重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将大量无效产能甚至“僵尸产能”复活。

关于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成立：一是有利于发挥龙头企业引导行业更加
规范、更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二是有利于促进优化相关产业政策和税收政
策，目前废钢回收体系的税收政策在不断完善和优化。三是有利于加快推
进和完善废钢资源回收、加工和利用体系的建设，逐渐向废钢回收的产业
化、产品化、区域化的三化方面提升。四是有利于促进废钢资源在节能降
碳和资源保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资料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24 年 10 月 2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完善碳排放统计核
算体系工作方案》。方案提到，到 2025 年，国家及省级地区碳排放年报、
快报制度全面建立，一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和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
发布实施，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
子数据库基本建成并定期更新，碳排放相关计量、检测、监测、分析能力
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到 2030 年，系统完备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构建完成，
国家、省级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全面建立并有效运转，重点行业领域碳排
放核算标准和规则更加健全，重点用能和碳排放单位碳排放管理能力显著
提升，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碳排放数据能够有效满足各层级、
各领域、各行业碳排放管控要求。（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

2024 年 10 月 24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三季度部分钢铁企
业经济运行座谈会。来自中国宝武、鞍钢集团等 18 家钢企的有关负责人
交流了前三季度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探讨了当前行业及企业存在的问题和
面临的挑战。参会企业代表认为，目前钢铁行业总体呈现“三高三低”（高
产量、高成本、高出口，低需求、低价格、低效益）运行态势。第 3季度，
除 7月前两周外，中国钢铁价格指数连续 10 周低于 100 点，9月初更是创
下了 2016 年 11 月份以来新低。今年前三季度，钢铁企业利润大幅下滑，
经营面临困难。对于第 4季度行业形势，参会代表均表示谨慎乐观的看法。
他们认为，尽管 9月底钢价短期内出现快速大幅上涨，但钢材订单并没有
明显变化，大家认为这只是国家一系列积极的货币和财税政策预期的结果，
钢铁行业供需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第 4季度，钢价有望迎来阶段性
反弹机会，但不是反转，钢材“供强需弱”态势将长期存在。对此，钢铁
企业应保持战略清醒，始终坚持 “三定三不要”经营原则，持续自律控产
降库存，不能一次次陷入“钢价一上涨就放量生产，一放量生产就亏损，
越生产越亏损”的怪圈。（资料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24 年 10 月 22 日起，北方各地陆续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为适应市
场环保政策，当地各钢管企业开始减产停产，聊城市场环保政策期间为 10
月 23-27 日，其余市场环保解控时间尚未确定。（资料来源：我的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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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公司公告

【金岭矿业】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发布 2024 年三季度报告，前三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04 亿元，同比上涨 2.35%，实现归母净利润
1.50 亿元，同比下降 15.21%。其中单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07 亿元，同
比下降 0.42%，环比下降 2.49%，单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0.70 亿元，同比下
降 0.38%，环比上涨 21.05%。

【南钢股份】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发布 2024 年三季度报告，前三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2.91 亿元，同比下降 12.55%，实现归母净利
润 17.54 亿元，同比上涨 5.31%。其中单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56.12 亿元，
同比下降 19.72%，环比下降 7.10%，单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5.20 亿元，同比
下降 23.06%，环比下降 23.43%。

【中信特钢】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发布 2024 年三季度报告，前三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5.04 亿元，同比下降 3.37%，实现归母净利润
38.36 亿元，同比下降 12.30%。其中单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64.99 亿元，
同比下降 5.66%，环比下降 7.27%，单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11.11 亿元，同比
下降 16.77%，环比下降 18.66%。

5 周观点

供给端：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五大钢材合计产量 880.58 万吨，
周环比上升 0.82%，同比下降 2.82%;247 家钢铁企业铁水日均产量 235.69
万吨，周环比上升 0.57%，同比下降 2.90%;247 家钢铁企业高炉产能利用
率 88.48%，周环比上升 0.49 pct，同比下降 2.25 pct;87 家独立电弧炉钢
厂产能利用率 54.1%,周环比上升 2.22 pct,同比上升 2.14 pct。五大钢材
供给除线材、热轧卷板及冷轧卷板周环比下跌，其他钢材均延续供给小幅
增加趋势，螺纹产量仍未见顶，铁水产量预计将于 11 月上旬见顶。

需求端：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五大钢材合计消费量 893.80 万吨，
周环比下降 1.88%，同比下降 7.54%；主流贸易商建筑用钢日成交量 14.07
万吨，周环比上升5.71%，同比下降20.38%；钢材单月出口数量合计1015.35
万吨，月环比上升6.93%，同比上升25.96%，月度累计出口数量合计8087.59
万吨，月环比上升 14.36%，同比上升 21.43%，五大钢材需求周环比下降，
西北、东北即将大面积停工，建筑用钢仍存月末赶工需求，预计 11 月上旬
需求淡季特征将显现。

库存端：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五大钢材合计社会库存 848.13 万
吨，周环比下降 3.19%，同比下降 17.30%；五大钢材合计厂内库存 411.19
万吨，周环比上升 3.71%，同比下降 8.94%。五大钢材社会库存延续去化，
螺纹社会库存下降幅度收窄，厂内库存除热轧板卷库存下降外，其余品种
库存均小幅增加，四季度为建材需求传统淡季，热卷需求旺季，预计热卷
维持去库状态。

成本端：铁矿石：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澳洲粉矿日照港 62%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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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 756.2 元/湿吨，周环比下降 1.79%，同比下降 19.45%；印度粉矿
青岛港 61%Fe 价格 677.4 元/湿吨，周环比下降 2.14%，同比下降 24.18%；
19 个港口澳洲&巴西铁矿石发货量 2630.7 万吨，周环比上涨 6.91%，同比
上涨 0.06%；截至 2024 年 10 月 18 日，45 个港口铁矿到港量 2383.7 万吨，
周环比下降 19.16%，同比上升 4.57%。废钢&铸造生铁：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废钢综合绝对价格指数 2573.28 元/吨，周环比下降 1.24%，同
比下降 10.42%；铸造生铁综合绝对价格指数 3317.01 元/吨，周环比下降
2.19%，同比下降 4.16%。焦煤&焦炭：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低硫主焦
煤价格指数 1713.92 元/吨，周环比下降 3.60%，同比下降 23.40%；唐山一
级冶金焦汇总价格 2217 元/吨，周环比下降 0.98%，同比下降 17.58%；230
家独立焦化厂产能利用率 73.56%，周环比下降 0.38%，同比下降 2.13%；
独立焦化企业：吨焦利润 24 元/吨，周环比下降 52.94%,同比上涨 380%。

价格端：截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Mysteel 普钢绝对价格指数 3697.21
元/吨，周环比-1.24%，月环比+6.13%，同比-8.23%；Mysteel 特钢绝对价
格指数 9565.46 元/吨，周环比+0.11%，月环比+2.12%，同比-1.58%；全球
钢材价格指数 201.9 点，周环比-1.70%，月环比+0.50%，同比-4.81%。预
计 11 月钢材需求淡季，钢价围绕宏观预期震荡运行。

行业要闻：2024 年 10 月 25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24 年三季度信
息发布会召开。会议围绕“破内卷”、钢铁需求新变化、促进联合重组和完
善退出机制、钢铁行业进入碳市场、“低碳排放钢评价方法”团体标准、成
立电炉钢分会等话题开展。

投资建议：政策预期向好叠加行业实际供需格局有所改善，维持行业
“推荐”评级，建议关注宝钢股份（600019.SH）、南钢股份(600282.SH)、
华菱钢铁等(000932.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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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重点关注公司及盈利预测

数据来源：Wind，华龙证券研究所（公司盈利预测来自Wind一致预期）

6 风险提示

（1）下游需求修复不及预期：制造业及地产等需求修复不及预期将拉
低钢材全产业链需求。

（2）产能出清不及预期：钢铁行业落后产能出清的速度不及预期，或
导致供给格局恶化，产能过剩的问题进一步加剧。

（3）政策不及预期：政策出台或实施时，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未能达到
预期目标。

（4）地缘环境恶化：地缘环境变化可能影响海外原材料价格，铁矿石
等主要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将对冶炼成本造成压力。

（5）极端天气频发：极端天气事件、自然灾害或长期气候变化影响部
分大宗品产量和矿产开采。

（6）数据的引用风险：本文中的数据引用来源可靠，经过多次审核，
但是不排除有误差的可能性，请以实际为准。

重点公司

代码
股票名称

2024/10/25 EPS（元） PE 投资

评级收盘价(元)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600019.SH 宝钢股份 6.59 0.55 0.54 0.52 0.59 0.65 10.2 11.0 12.6 11.1 10.2 未评级

600282.SH 南钢股份 4.37 0.35 0.34 0.39 0.43 0.46 9.0 10.7 11.1 10.2 9.4 未评级

000932.SZ 华菱钢铁 4.31 0.92 0.74 0.48 0.57 0.68 5.1 7.0 8.9 7.5 6.4 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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