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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钢铁产业景气指数 96.3 中经钢铁产业预警指数66.7景气指数继续下降

三 季 度 中 经 钢 铁 产 业 ① 景
气 指 数 为 96.3， 较 上 季 度 下 降
0.6 点 ， 延 续 上 个 季 度 的 下 滑
态势。

在构成中经钢铁产业景气指
数的 6 个指标中 （仅剔除季节因

素 ， 保 留 随 机 因 素 ②）， 出 口
额、产品销售收入、利润总额、
税金总额、从业人员数和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 （增速） 均有不同程
度下降。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
后，中经钢铁产业景气指数为

96.9 （见中经钢铁产业景气走势图中的蓝色曲线），较上季度降 0.5 点，较未剔除随机因
素的景气指数 （见红色曲线） 高 0.6 点，这表明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宏观和产业政
策对钢铁行业产生重大刺激情况不同，基于钢铁行业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的现实，今年
以来的相关政策并未对钢铁行业产生明显的刺激作用。

预警指数相对偏冷

三季度，中经钢铁产业预
警指数为 66.7，与上季度持平，
继续在“浅蓝灯区”的底部区
域运行，表明受需求疲弱和产
能过剩的双重影响，钢铁产业
运行仍处于相对偏冷的状态。

三季度，在构成中经钢铁
产业预警指数的 10 个指标 （仅

剔 除 季 节 因 素 ， 保 留 随 机 因

素） 中，位于“绿灯区”的有 5
个指标——钢铁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钢材出口额、钢铁

产业从业人员数、钢铁产业应收账款 （逆转） 和钢铁产业产成品资金占用 （逆转）。位于
“蓝灯区”的有 5 个指标——粗钢产量、钢铁产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钢铁产业产品销
售收入、钢铁产业税金总额和钢铁产业利润合成指数。与上季度灯号图相比，本季度 10
个指标的灯号均未发生变化。

专家解读

三季度，钢铁产业景气指数为96.3，较上季度下降

0.6点；中经钢铁产业预警指数为66.7，与上季度持平，继

续在“浅蓝灯区”的底部区域运行。

当前，钢铁产业仍在低谷徘徊。由于房地产、汽车

等下游行业未见明显回暖，国内钢铁产品需求疲弱，钢

铁业产品销售收入下滑。与此同时，国内钢铁产能过剩

现象日渐明显，产品价格持续回落，钢铁产业接近全行

业亏损。四季度，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钢铁

需求有望回升。

生产较为平稳

三季度，在钢材需求疲弱和产能过剩的
双重影响下，钢铁生产持续低速增长。经初
步季节调整，三季度我国粗钢产量为 17894
万吨，同比增长2.3%，同比增速与上季度基
本持平。

销售出现下滑

三季度，我国钢铁产业产品销售收入为
17202 亿元，同比、环比均出现下滑，其中
同比下降4.2%，上季度为同比增长1.7%；环
比下降2.7%，上季度为环比增长5.1%。

出口继续减速

进入三季度，欧债危机仍在持续，对中
国钢铁出口影响进一步显现。经初步季节调
整，三季度钢材出口额为132.5亿美元，同比
下降5.8%，降幅比上季度扩大3.1个百分点；
环比减少 6.5%，上季度为环比增长 12.5%。
四季度钢铁行业出口形势仍不明朗，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欧美经济的恢复情况。

价格大幅下跌

由于钢材需求持续低迷，以及库存压
力较大，三季度钢铁行业产品出厂价格水
平同比下跌 14.7%，跌幅较上季度扩大 5.8
个百分点。

9 月上旬，国内钢材价格跌至今年以
来谷底，逼近 1994 年水平，持续下跌近 5
个月。随着政府加快项目审批、欧洲宣布

“无上限”购债计划，美国推出 QE3 等利
好消息，9 月中旬国内钢材价格迎来一波
反弹，铁矿石价格也顺势而上。

不 过 ， 在 基 本 面 尚 未 根 本 改 观 的 情
况 下 ， 钢 材 价 格 在 “ 十 一 ” 前 一 周 再 度
转 弱 。 从 目 前 钢 材 价 格 已 逼 近 全 行 业 盈
亏 平 衡 点 的 情 况 看 ， 四 季 度 钢 材 价 格 有
反弹的可能。

库存压力较大

截至三季度末，钢铁产业产成品资金占用
为2586亿元，较上季度增加32.8亿元；产成品
资金占用同比增长14.9%，同比增速较上季度
略加快2.2个百分点。钢铁产业产成品库存持续
明显快于销售收入增长态势，库存压力仍较大。

全行业几近亏损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钢铁产业利
润总额为 63.7 亿元，同比减少 84.1%，减
少幅度较上季度扩大 46.8 个百分点；环比

下降 75.8%，上季度为环比增长近 9 倍。
三 季 度 ， 钢 铁 产 业 销 售 利 润 率 为

0.37%，较上季度降低 1.12 个百分点，明
显低于 5.3%的全国工业平均销售利润率。

钢铁产业目前几乎处于全行业亏损边
缘。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钢铁产业亏
损企业亏损总额为 239.6 亿元，比上季度增
加 70.4 亿元。亏损面为 23.7%，较上季度
22.9%的亏损面有所扩大，明显高于全部工
业 15.9%的亏损面水平。

税金增速降幅扩大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钢铁产业税金
总额为 234.6 亿元，同比减少 22.7%，同比
降幅较上季度扩大 17.3个百分点；环比减少
11.0%，环比降幅较上季度收窄 7.5 个百分
点。

应收账款继续增加

三季度钢铁产业应收账款净额为 2453
亿元，同比增长 13.9%，同比增速较上季度
回落 1.7 个百分点。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从上
季度的 11.3天略升至本季度的 12.5天。

投资增速有所回落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钢铁产业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1274 亿元，同比增长
7.4%，同比增速较上季度回落 1.9 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 23.8%，环比增速较上季度
明显放缓。

用工增长放缓

三季度，钢铁产业从业人员数为 326.3
万人，较上季度减少 1.2 万人；从业人员数
同比增长 1.1%，同比增速较上季度放缓 1
个百分点。

注解：

①钢铁产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本报告统计

范围是行业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近 6400家。

② 季 节 因 素 是 指 四 季 更 迭 对 数 据 的

影 响 。 随 机 因 素 亦 称 不 规 则 性 ， 如 新 政

策实施、自然灾害等因素对数据的影响。

★灯 号 图 说 明 ： 预 警 灯 号 图 是 采 用

交 通 信 号 灯 的 方 式 对 描 述 行 业 发 展 状 况

的 一 些 重 要 指 标 所 处 的 状 态 进 行 划 分 ：

红 灯 表 示 过 快 （过 热）， 黄 灯 表 示 偏 快

（偏 热）， 绿 灯 表 示 正 常 稳 定 ， 浅 蓝 灯 表

示 偏 慢 （偏 冷）， 蓝 灯 表 示 过 慢 （过

冷）； 并 对 单 个 指 标 灯 号 赋 予 不 同 的 分

值 ， 将 其 汇 总 而 成 的 综 合 预 警 指 数 也 同

样由 5 个灯区显示，意义同上。

多措并举

力促钢铁业扭亏

统计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12 年四季
度中经钢铁产业景气指数为98.4、预警指数
为 70.7，2013 年一季度中经钢铁产业景气
指数为98.9、预警指数为80.0。总体来看，钢
铁产业运行状况已经处于底部，有待回稳。

在企业生产经营难度加大的状况下，
钢铁业企业家对企业四季度的运行预期
较为谨慎。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三季
度，钢铁企业景气指数为 82.4，较二季度
下降 35.0 点，企业景气度明显回落。在构
成企业景气指数的 2 组指标中，对三季
度 企 业 经 营 状 况 判 断 的 即 期 指 数 为
78.1，对四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的预
期指数为 85.2，高于即期指数。这表明企
业家认为四季度钢铁业运行情况可能会
有所好转。

行业运行预期较为谨慎

前瞻

产业观察

钢铁业困局仍未改观

从价格走势看，三季度钢材价格超跌后反

弹，四季度钢材价格预计将继续在低位盘整。

7月笔者预期的价格季节性走高并没有出

现，取而代之的是跌破关键支撑位的下跌，上

海螺纹钢期货价格跌破近2年的支撑位，螺纹

钢现货价格也跟随下跌。进入9月，在一些利好

因素的配合下钢价出现超跌后的反弹。但笔者

认为，四季度钢价走势仍处于底部调整之中。

首先，从大方向看，四季度钢价仍会维持

弱势运行。主要是因为 7 月和 8 月工业增加值

增速继续下滑，这就预示着钢材价格下降周

期仍未结束。从工业增加值增速和钢材价格

运行规律看，当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 3 至 4 个

月之后，钢材价格才真正开始上涨趋势，也就

是说如果 9 月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回升 3 个

月，到12月之后钢材价格才确切回暖。

其次，从节奏变化看，10月初在欧美国家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国内加大基建投资预期

的影响下，钢材价格延续上涨。但笔者认为，

以上2个因素推动钢价上涨幅度有限，10月中

后期价格会有回落。从历史情况看，美联储

QE1对钢材价格影响有限，国内财政政策、行

业发展、铁矿石定价机制变化对钢价影响更

大。QE2 对钢价影响在增强。前期，配合国内

宽松的财政政策，QE2 推动钢材价格大幅上

涨；后期国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收紧，钢

材价格陷入震荡。QE3 能否对钢价产生较大

拉动还是要看国内政策能否配合。如果国内

能够实行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那

么在 QE3期间，钢材价格涨势才比较稳定。但

就目前情况看，国内货币政策会以稳健为主

基调，财政政策加大投资力度预计将受到限

制。因此，在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比较

稳定的情况下，QE3 推动钢材价格上行空间

可能有限，当利好逐渐消化后价格会有所回

落。11-12月预计国内会有再一次投资力度加

大，同时也是钢厂加大原材料采购期间，此时

价格才会有所回升。

四季度钢价继续低位盘整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钢材高级研究员 刘 洁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冶金建材

发展部副主任、教授级高工 陈子琦

三季度，中经钢铁产业景气指数和预警指
数均较上季度下降，延续了下滑趋势。三季
度，钢铁产业粗钢产量虽略有增长，但产品销
售收入和利润不增反降，销售利润率只有
0.37%，较上季度降低 1.12 个百分点，亏损企
业的亏损总额和亏损面均比上季度扩大，接近
全行业亏损的边缘。

钢铁产业盈利状况堪忧，主要有内外两方
面原因。外因是钢材需求低迷、价格大幅下
跌，原燃料特别是铁矿石价格下降幅度低于钢
材，且在时间上不同步。7、8月份铁矿石价格
下降时间明显滞后于钢材，而在 9 月份钢材价
格略有反弹时铁矿石价格却几乎同步跟进上
涨。内因是钢铁产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
矛盾，包括产能过剩、产品档次低、产业集中
度低等。应该看到，目前的钢材需求低迷是世
界性的，当前国外钢铁企业亦大部分处于亏损
状态。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钢铁业情况综合
分析，我国钢铁产业短期内走出低谷的可能性
较小，预计四季度乃至明年初都将在低位波动
徘徊，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面对困难，钢铁产业需要坚定信心、迎难
而上，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应摒弃以追求产量
为中心的粗放发展模式，切实走质量效益型道
路，多管齐下破解盈利难题，主要措施有以下
四个方面：一是增强创新能力，提高产品档次
和质量，多生产高强度钢板、400 兆帕及以上
级高强度钢筋等适应市场需要的高档次产品，
减少低档大路货产品产量。二是全面改善技术
经济指标，节能降耗降成本，综合利用增效
益。三是发展服务型钢铁制造业，延伸产业
链，向下游提供产品延伸服务，例如建立钢
材服务中心、发展汽车板激光拼焊等，在拓
展产品销路的同时，凭服务获得增值效益。9
月 28 日，武钢收购德国蒂森激光拼焊集团签
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钢
企要向上游延伸资源开发等，建立健全资源
保障体系。四是推进联合重组，抱团取暖，
提升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在盈利下降、
运行难度加大的同时，正是推进联合重组的
好时机，企业实施联合重组的意愿增强、阻
力下降，兼并重组的成本也降低，应抓住机
遇推进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从当前钢材需求角度分析，业界还要看
到我国钢材需求的基本面还在，只是增速大
幅减缓。在国外，美国推出 QE3，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稳定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在国内，
随着国家稳增长、调结构政策措施的陆续实
施，有利于拉动钢材需求逐步回升。此外，
随着钢铁产业盈利下降、亏损面增加的状况
持续，钢铁产量增长会受到抑制，投资钢铁
产业的冲动也会下降，一些消耗高、竞争能
力差的落后产能将被迫退出市场，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缓解产能过剩状况。

总体而言，当前机遇和挑战并存，只要
钢铁业坚定信心、艰苦奋斗，扎扎实实调结
构、促转型，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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