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厂上半年利润好于去年

今年产量仍将上升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尽管

6

月底钢材价格跌回

20

年前， 但是钢铁企业上半年效益

略好于去年的情况， 使得全国钢

铁产能仍然大幅上升， 预计今年

全国粗钢产量可能达到

7.9

亿

吨，再创历史新高。

“钢厂向前跑是悬崖，但是想

从老虎背上下来又很难。 现在钢

铁企业利润仍较去年同期高，预

计产量难以出现明显下降。 ”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刘振江昨日

在 “

2013

中国煤焦产业链供需形

势论坛”上表示。

刘振江说，“大家都在喊产能

太高， 但在生产运行中却都没有

明显下降，总产量仍在上升。 ”今

年上半年由于钢产量增长大于需

求的增长，造成钢材积压，钢材价

格跌回到

20

年前，到今年

6

月底

钢材价格指数跌落到

98.52

点，

比年初下跌了

6.79

个点，比去年

同期下跌

35.88

个点， 跌幅达到

26.7%

。 （

1994

年刚刚价格指数推

出时为

100

点） 钢产量创历史最

高点，钢材价格跌破最低点，客观

上产能过剩， 缺少理性控制造成

的结果。

刘振江表示，自去年第三季

度钢铁企业效益开始跳水，由

钢 铁 主 业 亏 损 变 成 全 行 业 亏

损。 今年上半年的效益情况，稍

稍好于去年，亏损大户在减少亏

损。 主要原因是煤和焦炭降价，

而且幅度比较大，缓解钢厂原料

成本压力。

尽管如此， 根据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统计，大中型企业亏损面

现在已经达到了

43%

。 同比上升

8

个百分点。 全行业利润除了今

年

1

月份和

2

月份利润分别

13

亿和

11

亿以外，另外月份都是

1

亿多一点，

6

月份又进入亏损状

态，

6

月份当月亏损

6.9

亿，环比

由盈变亏， 部分企业亏损在进一

步加大。

钢厂效益总体是二季度不如

一季度。 上半年进口钢材

683

万

吨， 同比减少

1.8%

， 出口钢材

3069

万吨，同比增长了

12.8%

。 上

半年钢材出口数量还算可以。 但

出口价格同比下跌

9%

，一季度以

后

5

月、

6

月份钢材出口呈现下降

趋势，预示下半年出口难度更大。

刘振江表示， 中钢协将开展

对缓解产能过剩若干重大问题研

究，积极引导行业转型升级，对行

业运行中的突出问题采取了一些

具体措施。 下半年由于仍处于经

济调整，平稳增长的大环境下，需

求增长预期不可能明显拉高，钢

铁生产控制总量仍然是关键。

因为恶性竞争的结果是双方

都会受到伤害，最终都会造成国

家的损失。 因此在转型升级中，

市场机制是必要的，但通过政策

法规把市场机制用好，把市场环

境创造好， 政府和企业都有责

任。 能否把损失减少到最低，值

得研究。

刘振江认为，今后若干年，中

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材消费

市场。现在还没有到峰值。 一年消

费

6

亿多吨钢还会持续若干年。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这点上比

得上中国， 这是国内钢铁行业的

最大的信心依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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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积极套保 煤焦合约成期市新星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尽管上市时间不算长， 但是煤焦

合约已经成为国内期货市场的交易明

星。在持续下跌的大行情下，煤炭企业

法人代表持仓绝对值稳步增加， 参与

套期保值的热情高， 使得煤焦期货价

格与现货价格更为贴近。

焦炭已成为国内最活跃的合约之

一。 根据大商所的统计数据， 截至

2013

年

7

月

19

日， 焦炭期货共上市

运行

549

个交易日，

35

个合约挂牌交

易，累计成交

2.28

亿手，合

228.29

亿

吨，总成交额

36.57

万亿元，日均成交

41.58

万手，日均持仓

8.66

万手。 尤其

是从

2012

年

6

月

26

日后， 成交逐步

活跃， 至

2013

年

7

月

19

日的

258

个

交易日， 总共成交

22473.45

万手，占

总成交量的

98.44%

， 日均成交

87.11

万手，日均持仓

17.41

万手。

焦煤期货自

3

月

22

日上市以来，

至今已平稳运行

4

个月， 截至

7

月

19

日， 在焦煤期货上市的

78

个交易日

里，共成交

2944.85

万手，相当于

17.67

亿吨焦煤，总成交额

2

万亿元，最大日

成交量为

105.12

万手， 日均成交量

37.75

万手， 日均成交额

256.41

亿元，

日均持仓

14.32

万手，日均换手率

2.73

倍，日均短线量占比为

78.14%

。

在贴近现货市场方面，焦煤期货

上市后，期货价格基本围绕现货价格

波动， 主力合约

JM1309

与基准交割

地———京唐港的蒙古煤现货价格的

基差最大为

86

元

/

吨，最小为

-49

元

/

吨，平均基差只有

7.8

元

/

吨。 焦煤期

货价格对现货远期供求关系的预测

和指导作用显著。 焦煤自

3

月

22

日

上市至

4

月底， 期货价格从

1260

元

/

吨下跌至

1140

元

/

吨左右， 而同期现

货价格一直保持为

1230

元

/

吨和

1225

元

/

吨。

2012

年以来焦炭期货价格与现

货价格的相关性显著提高，

2012

年达

到

0.91

。 从期货价格与地区价格的相

关性看，

2012

年达到

0.89

。 从最后交

易日的期现价格回归情况看，

21

个完

成交易的合约， 最后交易日平均基差

为

33.9

元

/

吨， 与交割结算价的比值

为

1.99%

，回归情况较为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 煤焦产业链客户参

与热情非常高。 根据大商所的统计数据

显示，焦煤期货上市以来，法人客户持仓

是绝对值和占比均在稳步提高， 相关产

业客户表现了较强的套保意愿。 上市以

来，法人持仓平均值为

5.6

万手，平均占

比为

18.28%

。 焦煤产业客户反响积极，

焦化企业、焦煤贸易商、钢厂等全链条的

产业客户均有参与， 国内最大的焦煤生

产企业———山西焦煤集团、 国内最大的

蒙古焦煤进口商———中铝国贸、 国内最

大的澳洲焦煤进口商———中冶联合都已

开户交易。

焦炭期货的持仓数据也表明， 法人

持仓绝对值占比稳步提高， 相关产业客

户表现了较强的套保意愿。 法人客户持

仓占比最高达到

42%

， 上市以来平均持

仓占比为

18.3%

。 法人客户持仓绝对值

稳步增加， 最高日持仓量达到

4.69

万

手，进入

7

月份以来，多日日持仓量均在

4

万手以上。 据了解，今年参与焦煤和焦

炭的法人客户数近

2000

个， 有

14

万个

个人户参与交易。

煤焦钢产业链憧憬“保底线” 拉动需求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进入

7

月中旬以来， 钢材价格逐

步企稳， 煤焦价格也随之发生了微妙

变化。在昨日“

2013

年中国煤焦产业链

供需形势论坛”上，煤焦钢产业链各个

环节对于国家“保增长”拉动钢铁需求

增长充满期待， 预计国家政策的陆续

出台，行业价格将出现企稳回升局面。

“进入

7

月中旬以来，客户购煤积

极性有所回升， 车运煤发运量有所上

升，煤矿库存出现小幅度下降。整个

7

月份的价格基本保持一个稳定态势。

8

月份我们考虑价格不再做大的调整，

将保持相对稳定。”山东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运销中心主任巩学刚说。

首钢福山资源有限公司高级副总

裁韩晓青认为， 煤焦钢产业链短期可

能会维持一个平衡市场， 未来一两个

季度或仍将维持平衡， 可能稍比二季

度好一点，但也不会大涨。 “价格走势

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宏观经济，大的

经济刺激政策不太可能有。 二是看钢

材的供应和需求平衡状态。 三是进口

焦煤的冲击， 上半年进口焦煤增加了

45%

左右，冲击非常大。 ”

“

2013

年煤焦产业链没有大行

情， 这是由国际国内整个宏观行情决

定的。”山西焦化集团市场部部长许洪

江说，“经过半年的下跌， 煤矿和洗煤

厂等企业的利润微薄，接近亏损边缘。

而山西经过煤炭资源整合之后， 大型

集团有很强的议价能力， 煤焦价格不

太可能继续大幅下滑。”动力煤价格的

支点在发电，焦炭价格的支点在钢铁，钢

铁价格的支点在房地产和消费。 虽然房

地产限购影响长期存在， 但是房地产投

资增速仍在加快， 对于钢铁需求有提升

作用。

河北钢铁采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

志伟认为， 煤焦产业链价格

8

月份还会

稳中有降。 其中，炼焦煤价格比同期低，

库存基本比较合理，预计仍将以稳为主；

喷吹煤

8

月份应该有降价空间会拉动煤

焦行业价格继续下降。

谢志伟说，“

9

月、

10

月份煤价涨跌

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钢材价格情况。这

主要看国家的政策。如果政策到位，钢材

价格能够稳住，煤炭价格就能稳住。如果

钢材稳不住， 还要进一步下降，

9

月、

10

月份煤炭价格就不太乐观； 二是进口焦

煤价格。如果进口焦煤价格继续下降，将

进一步拉低国内价格。 现在进口焦煤

FOB

报价

132

美元，再降

20

美元基本到

成本线。如果国际经济继续萎靡，需求不

畅，进口焦煤价格将进一步下滑。 ”

日晋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威

认为，当前中国钢铁的产能释放很大，很

少减产，粗钢日产量在历史高位，但是价

格却在企稳， 并且社会整体库存还在逐

渐下降。 这证明市场还是有需求的。 “这

说明市场前一段时间过度悲观， 导致前

期价格并不是真实市场的表现。 中国这

么大领土面积，很多地方还是破旧房子，

棚户区改造空间巨大。 容忍经济下滑是

有底线的，不会出现太悲观的东西。煤焦

钢产业链未来将向好，并不会大跌，但涨

肯定是缓慢往上涨。 ”

产能过剩

PVC反弹空间有限

蒋婵杰

近期，受国内电石价格反弹、

烧碱价格走弱以及阴雨天气导致

的运输不畅等因素共同作用，国

内聚氯乙烯（

PVC

）期现两市出现

反弹。

考虑到烧碱价格弱势震荡、电

石价格反弹或接近尾声、

PVC

后市

需求谨慎乐观， 以及

PVC

产能严

重过剩，

PVC

上方空间或有限。 技

术上， 目前主力

1401

合约

6800

元

-6850

元区间高位震荡，上方压

力较大。

7

月份以来， 受国内阴雨连

绵，电石运输不畅以及部分地区

电石生产遭遇泥石流等因素威

胁影响， 国内电石企业逐步提高

报价。

7

月以来西部等电石主产区

电石出厂价格平均涨幅约为

100

元

/

吨

-150

元

/

吨， 对应

PVC

生产

成本大致增加

150

元

/

吨

-225

元

/

吨。 当前西部电石主产区出厂价

格已经接近主流生产成本

2850

元

/

吨

-3000

元

/

吨区域， 部分电石

生产企业已经开始提高开工率。

考虑到国内电石产能严重过

剩，且大型氯碱企业通常拥有自备

电厂或电石厂，国内电石价格反弹

或逐渐接近尾声。 不过，由于国内

电石企业属于“三高”企业，且产能

严重过剩，一旦政府出台限制生产

或相关的政策，电石价格就可能突

破生产成本线压制向上。

此外，烧碱价格的持续走弱也

进一步助长了

PVC

价格。 二季度

至今国内烧碱价格也维持弱势下

滑趋势。

7

月份以来，国内烧碱价格进

一步下滑， 月初至今国内部分液

碱、 固碱下跌幅度在

100

元

/

吨

-

150

元

/

吨， 这样在电石价格以及

液氯价格不变的情况对应

PVC

价

格须上涨

80

元

/

吨

-120

元

/

吨才能

维持氯碱平衡， 因而

PVC

和烧碱

价格的跷跷板效应一定程度上也

助涨了

PVC

价格。

考虑到当前沪铝企稳，加之三

季度有望迎来印染、化纤等纺织服

装相关行业的旺季，国内烧碱价格

有望企稳， 并孕育一定反弹动力，

因而后市烧碱价格恐难进一步助

涨

PVC

价格。

今年以来， 国内楼市整体回

暖，但对于建材需求影响比较直接

的房屋施工、开工、竣工等数据则

仍处于相对低位， 复苏力度有限。

这样，尽管

9

月、

10

月是

PVC

一年

之中最重要的旺季，但从目前的房

地产数据来看

PVC

后市需求或回

暖有限，整体上谨慎乐观。

目前，国内

PVC

需求仍未见回

暖，对于

PVC

价格的上涨下游企业

有一定的抵触心理。

此外

,

目前有消息称国家发改

委已启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

规划的编制工作， 后市如果出台

城镇化规划并实施， 将有望刺激

部分

PVC

需求回升， 但由于政府

顾虑较多至今城镇化规划一再推

迟推出。

目前， 国内

PVC

产能严重过

剩，今年以来国内

PVC

装置开工率

主要徘徊在

50%-55%

之间。 国内

庞大的

PVC

产能意味着一旦氯碱

企业利润状况改善，国内氯碱装置

开工率将提升，

PVC

市场供应压力

必将加大，从而打压

PVC

价格。

（作者系广发期货分析师）

巴曙松：钢铁等过剩行业去产能路漫漫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副所长巴曙松昨日在“

2013

年中国煤

焦产业链供需形势论坛”上表示，当前

产能过剩集中在中上游行业， 去库存

压力将长期与去产能并行， 但由于这

些企业利润率和产能利用率远高于上

世纪

90

年代末，压力较小，时间将更

漫长。而居民部门的财务实力更强，社

会保障体系更好，受到冲击更小。

“当前产能过剩集中在中上游行

业， 而上一轮的产能过剩集中在中下

游的消费品行业。 ”巴曙松表示，在当

前，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没有披露，从

官方文件上来看， 过剩的行业主要集

中在中上游的重化工业，并在向风电、

光伏、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传导。高资

产负债率和低销售利润率行业主要集

中在中上游重化工业。 这样的产能结

构决定了，无论从供给端清理，还是从

内外需求端消化，时间将更为漫长。

同时， 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

等重化工业等中上游行业均属于资本

密集型行业， 该类行业的特点是产能

闲置的成本要大于产成品的库存积压

成本， 过剩的产能将源源不断转化为

过剩的产品， 去库存压力将长期与去

产能并行。

巴曙松认为， 本次去产能化压力

小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当时的过剩

主导力量是大量低效的国企， 当前的

去产能化因不同所有制结构和不同行

业而不一。 当前产能利用率多为

60%

以上， 整体高于

90

年代末期的利用

率。现在的企业利润率也远高于当时。

当前金融体系健康状况好于

90

年代末

期， 当前企业应收账款与银行坏账率都

远低于当时。 当前居民部门的财务实力

更强，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决策工具更为

丰富，受到冲击更小。

从

1995

年主要工业品产能利用率

来看，一方面，中下游消费品行业平均不

足

60%

，其中重点家电行业的产能利用

率不足

50%

，只有诸如手表、啤酒和卷

烟等少数行业产能利用率在

70%

以上；

另一方面，上游的钢铁、有色、建材和化

工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基本在

70%

以上，

不存在明显的过剩迹象。

“预计本次去杠杆化过程带来的是

整个经济增速的放缓。 ”巴曙松表示，与

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类似，在此轮去产能

化和去杠杆阶段， 货币政策不会释放明

显的宽松信号， 因为货币政策的宽松会

延缓整个去杠杆去产能的时间。 预计本

轮周期中货币政策会是中性偏紧运行。

当前社会融资总额增长较大， 投资回升

较弱。 去产能化阶段即使宽松货币带来

的投资增长也很有限。

同时，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消费者

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

双通缩不同的是， 这一轮价格的调整将

表现为

PPI

的持续通缩， 而

CPI

通胀的

威胁却会间断的存在。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上面论述过

90

年代末期和当前的

产能过剩所集中行业的结构性差异；第

二，随着现有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以及

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消费倾向改变，食

品等中低端消费领域的价格存在刚性上

涨的内生压力；第三，在跨越人口红利拐

点之后， 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行

业的成本也存在刚性上涨的压力。

魏书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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