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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业须尽快适应“新常态”

2014年二季度，钢铁
行业长期高速增长的固定
资产投资受到抑制，利润、
税金等主要指标有所回
暖，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当前，钢铁业也进入
“新常态”时期，这意味着
靠需求高速增长拉动的
高增长、高盈利时代已经
结束，钢铁业应抛弃依赖
国家大规模经济刺激、拉
动钢材市场好转的幻想，
保持平衡心态，立足自身
找出路

目前，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
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
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
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特征。

而钢铁工业恰恰是国民经济
重 要 基 础 产 业 ， 需 理 解 和 适 应

“新常态”。一定程度上，钢铁业
甚至早于我国整体经济 2 到 3 年进
入了“新常态”。

聚焦二季度，钢材价格先扬
后抑，4 月初小幅反弹后又进入
下跌通道，6 月末的中钢协国内
钢材综合价格指数跌破 93 点，再
创新低；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
进口铁矿石到岸价格 6 月中旬曾
跌破 90 美元。

受上述因素影响，钢铁行业
粗钢产量、主营业务收入、利润
总额、出口额、税金总额环比上
升；从业人数增速环比下降；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环比、同比均下
降，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表明
长期高速增长的钢铁行业固定资
产投资受到抑制。

对钢铁行业而言，如今“新

常态”意味着靠需求高速增长拉
动的高增长、高盈利时代一去不
复返；钢材需求增速明显放缓，
进入了弧顶平台区；市场供大于
求，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日益凸显，产品和原料价格受到
抑制；企业竞争从同质化转向差
异化，竞争力差的企业和落后产
能 将 被 淘 汰 。 对 此 要 有 清 醒 认
识，应抛弃寄希望于国家大规模
刺激经济、拉动钢材市场好转的
想法，以及悲观失望情绪，保持
平衡心态，立足自身找出路。

一是全面加强管理、控制成
本。“新常态”下，钢铁行业将长
期面临盈利空间大幅压缩，必须
转 变 观 念 、 加 强 管 理 、 控 制 成
本。例如，削减生产过程中大量
不必要的外委、外包、外协，减
少采购和销售过程中大量不必要
的代理、分销、中间商等中间环
节，加强资金管控、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负债率和资金成本。

二是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发
展服务型钢铁制造等方式增强竞
争和盈利能力。“新常态”下市场

需求呈现个性化、差异化趋势，
钢企只有实施结构调整和服务转
型，多生产符合下游行业转型升
级需要的钢材产品，甚至是提供
个性化、定制化的钢材产品和服
务，才能获得市场和利润空间。
宝钢、中信泰富特钢在这方面走
在了前列，宝钢的汽车用先进高
强钢板、中信泰富特钢的汽车用
特钢均有较高市场占有率和效益。

三是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
级。无论改善技术经济指标、降低
消耗、减少污染，还是提高产品档
次和质量，都离不开科技创新，这
是钢铁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展望三季度，钢铁产业运行将
维持低位徘徊态势，钢材需求不会
有大的改观，钢价深跌的可能性不
大，也难有大的反转；预计进口铁
矿石到岸价格将在 90 至 100 美元
左右波动；微利状况将持续，呼吁
国家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对技术先
进、产品有特色的钢企给予融资支
持。总的看，采用新思路、新模式
适应“新常态”，钢铁业就能够实
现平稳健康发展。

统 计 模 型 测 算 结 果 显 示 ，
2014 年三季度中经钢铁产业景气
指 数 预 计 为 94.7， 预 警 指 数 为
68.5。2014 年四季度中经钢铁产
业景气指数预计为 94.5，预警指
数为 71.6。这表明，钢铁行业景
气仍可能继续低位徘徊。

基于 2000 余家钢铁企业的景
气调查结果显示，2014 年二季度
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即期指数为
103.2，比上季度上升 2.9 点；反
映企业家对三季度企业经营状况

预测的预期指数为 105.8，比即期
指数高 2.6 点，但比上季度的预期
指数低 4.2 点。

预期好转与订单状况的好转
有 关 。 二 季 度 订 货 “ 增 加 ” 及

“持平”的企业占 73.0%，比一季
度 提 高 1.1 个 百 分 点 ； 出 口 订 货

“ 增 加 ” 及 “ 持 平 ” 的 企 业 占
93.9%， 比 一 季 度 提 高 10.2 个 百
分 点 。 但 企 业 景 气 调 查 结 果 表
明，企业用工和投资意愿继续下
降，企业家对 2014 年三季度企业

运行仍持谨慎态度。
当前，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缓

中 趋 稳 ， 稳 增 长 政 策 措 施 的 见
效，加上受二季度钢铁业盈利状
况好转的影响，钢企可能有增产
冲动；与此同时，化解钢铁产能
过剩矛盾以及节能减排工作的推
进，对钢铁生产形成的制约仍将
延续。综合判断，三季度钢价可
能继续低位徘徊，企业仍面临资
金压力，行业延续去产能和微利
经营的转型过程。

下半年景气度或维持低位
前 瞻

三季度，由于宏观经济运行缓中
趋稳，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也可能会
结 束 下 行 ， 有 望 带 动 钢 材 需 求 的 增
加，因此预计整体钢价会在三季度止
跌企稳。

从供应端看，6 月中旬铁矿石现货
价格指数下跌至 2012 年 9 月以来的低
点，对钢价形成一定抑制作用。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国外主流矿山大幅扩产，
另一方面是去年下半年铁矿石进口资质
放宽后，有了更多的融资要求。而由于
融资需求的增加，我国铁矿石进口大幅
增加，加剧了铁矿石供大于求矛盾，迫
使矿价和钢价持续下探。

不过这种局面将得到抑制，随着
青岛港质押检查和银监会、银行收紧
信用证授信以及国内定向降准等政策
逐渐发挥效力，预计后期铁矿石融资
需 求 将 会 减 少 ， 矿 价 会 得 到 一 定 回
升，进而缓解钢价压力。

从需求端看，首先，今年铁路总公
司将铁路投资总额上调至 8000 亿元，
新 项 目 从 年 初 计 划 的 44 个 飙 升 至 64
个。而目前尚有约 6000 亿元的投资任
务未完成，且一般情况下铁路投资都是
在下半年集中释放，因而下半年铁路发
展将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对于提
升用钢需求将带来实质性利好。

其次，房地产市场也存在小幅好
转的可能。上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下
滑明显，不少新楼盘推迟投入市场。
而从国房景气指数的规律性测算中也
能发现，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的见底
时间约在 2014 年 5 至 7 月或 2015 年 10
至 12 月，目前房地产销售可能已经触
底。后市随着房地产供应小幅回暖，
也可能对钢材需求起到支撑作用。

另外从外需来看，5 月份我国钢
铁出口数量由之前的月出口 400 万至
500 万吨增加到 700 万至 800 万吨，如
果后期钢材出口能维持在这一水平也
能消耗近 10%的国内钢铁产量，需求
好转与供应好转能够形成共振。

如果再考虑到下半年我国工业增
长延续缓中趋稳态势是大概率事件，
钢价低迷状态也可能会有所改观，在
未来出现小幅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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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受铁矿石价格
下降、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
素 影 响 ， 钢 材 价 格 先 扬 后
抑，整体仍处低位。进入三
季度，预计在内外需情况好
转的情况下，供需矛盾将有
所缓解，钢价或稍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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