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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给大家谈谈全球钢铁市场。谈全球钢铁市场不能不谈中国，因为中国

确实非常重要，占全球的份额非常重。  

首先谈谈全球钢铁价格的变化趋势，同时解释一下 2009 年的价格趋势变化。

从图 1可以看到，2007 年钢铁价格平均增长了 60%，从 2008 年中旬大幅度下降，

几乎达到 56%，这个价格已经见底，然后开始反弹，但是上涨速度非常缓慢，全

球的价格增长目前只有 12%。而且现在压制价格的因素显而易见，一是产能过剩，

二是全球需求比较疲软，因为全球经济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不同的市场（比

如说亚洲、欧洲或者北美）有什么不同的情况？我们的答案是大多数市场价格变

化还是比较同步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全球的铁矿石价格是比较同步的，所以市场

价格波动跟得比较紧。  

图 1：CRU 全球钢铁价格指数自 2008 年中旬大幅下降，2009 年一直保持低价位 

 

这里有不同的产品价格的走势情况（图 2），我们从 1994 年 4 月份的价格

开始，把这个价格作为 100，通过这样的计算体现出这几年中价格的变化情况和

趋势。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波动性——特别是从 1994 年开始的波动性——不断

增大，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德国，热轧卷价格的波动幅度非常大，每个月都有波动，

涨幅可以达到 35%，跌幅也可以达到 30%左右。消费者需要通过钢材期货自我保



护，避免这个价格波动对于收入的影响，所以要推出钢材期货。通过比较德国、

美国以及远东地区螺纹钢的价格，我们也看到波动幅度是在不断加剧，进入 2003

年以后尤甚。 

图2：国际不同钢材产品价格走势 

 
接下来我们谈谈全球市场的驱动因素。很显然，最大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需

求，全球对于钢材产品的需求年增长率达到了 8%，这是 2006—2007 年的年度增

长率。中国是主要的驱动因素，这期间中国的年度增长达到了 19%。图 3反映的

是中国 1998 年—2008 年对于钢材需求量和全球需求量的区别，可以看出，中国

对于钢材产品的需求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占到了全球需求增长的 69%，同时中国

的 GDP 增长了 14%。2008 年有所放缓。现在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2009 年中国

的钢铁消费又将如何？现在有人预测中国钢铁需求量可能会下降 5%，果真如此，

无疑将对全球需求产生很大的影响。 

 

 

 

 

 

 

 

 

 

 



图3：中国1998年-2008年对于钢材需求量和全球的需求量的区别 

 

 
同时还有一些其它因素影响钢铁价格，主要是原材料供给方面。例如，澳大

利亚昆士兰州是全世界炼焦煤产出最大的地方，由于去年发生的洪涝灾害严重影

响到其产能，这充分说明了钢铁生产商对于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再如铁矿石，图 4显示，铁矿石价格指数比钢铁价格指数上升快很多，2008 年

铁矿石价格指数是 1990 年代的 4.6 倍，而 2008 年钢铁价格指数是 1990 年代的

2.4 倍。 

图 4：铁矿石的价格指数与钢铁的价格指数 

 

   比较经合组织国家的GDP，还有金砖四国的GDP，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巴西、

俄罗斯、印度、中国的GDP都下跌了，可是新兴市场所遭受到的影响仍没有发达



国家严峻。金融危机的传播有三种途径，一是贸易，二是撤资，三是商品价值的

变化，这三种途径会让发达国家问题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新兴市场

发生下跌，但是没有经合组织下跌得那么迅猛。有些内在的动力让部分新兴市场

跌幅不如成熟市场那么大。经合组织现预测今年经济表现将是1949年以来最糟糕

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4%，德国是-5%，英国是-4%，这是2009年的预测。到

了2010年也不见得反弹，经济增长率还是在0%—0.8%，我们认为在二、三年之后

发达国家市场才会复苏。最近几周有迹象显示世界经济萎缩的速度有所减缓，应

该表明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所反弹，世界范围内撤资的行动会结束，之后交

易应当会变得更加活跃。经合组织各国的领先指标表明在今年年底可能会反弹，

但是实体经济还没有很实在的数据表明反弹是强劲的复苏。不过巴西、印度新兴

市场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国际贸易方面的问题给中国经济带来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去年中国 GDP 增长

9%，其中有三个百分点靠的是国际贸易。就钢铁而言，通过钢铁产品而间接出口

的产品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损失，这里列出的前 10 个最大的含钢铁的外销产品，

2009 年第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出口量平均下降 38%，因为有大量的中国进口

的钢铁都是以成品的方式进行间接的再出口，可能有 2000 万吨的钢铁消费从中

国市场上消失，可见工业生产放慢很多。 

另外，看固定资产投资的趋势。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钢铁消费量的占比超过

60%。去年政府采取措施，放慢房地产业的发展，以控制经济的过热，可是现在

房地产的销售开始有所上升，不过依然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在这些市场上

未来的增长空间也是有限的。当然还有国家的财政刺激方案，国家大量投资搞基

础设施开发，也会拉动一些钢铁的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在第一季有所增加，但是

这可能也是一个假象，也许反映的是企业做投资的计划，而不是到位的投资，这

个计划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实现。 

我们按照不同行业作了分析，预计 2009 年政府的财政方案会使中国对钢铁

需求增加 5%。另外，消费行业也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因素，占到 25%的钢铁需求，

虽然不见得很大，但也是显著的驱动因素。在信贷危机过程中，零售销售额还是

比较强劲。我们认为未来的零售消费方面继续增加，可能 2009 年增幅高达 10%，

细分市场占到钢铁消费市场的 20%，使得钢铁消费增加 2%。现在劳动力薪酬的增



幅使得中国的竞争力被削弱，尽管西部还有比较廉价劳动力，但是有人担心竞争

优势被削弱，因为城市人口的工资在上升。 

中国消费方面有更多积极的迹象，但是还是有抑制性因素，那就是库存量依

然较高，抑制增长。现在实际需求的增长在 1%—2%，甚至负的增长，库存周期

的重要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甚至觉得中国的库存水平可能比正常水平多出

1-2 周，或者是 4%，如果回想第一季度表观消费增加 6%，其中有相当大部分由

于库存问题导致，可能有隐性库存没有反应出来。CRU 预测成品钢的需求要到下

半年才会出现可持续复苏。虽然 2009 年的第二季度将是消费的最低谷，但我们

担心由于库存增加，进入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消费会有所减少，到 2010 年第

四季度才会回复到去年的消费水平，中国需要花 18 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复到 2008

年的消费水平。 

我们预测全世界对钢铁的需求 2009 年会下跌 15%，和世界钢铁协会的预测

相一致，2010 年回复到 10%左右的增长。发达国家复苏需要更长时间。 

再看供给方面的因素。美国产量在 2008 年底至少下降 50%，出现了极大的

减产；在欧洲和美洲，各个钢厂降低了利润率，降得比中国多，这是由于合并重

组还是由于金融危机对市场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中国有一些大型国企减产，

但是小型的企业能够买到更加便宜的生铁，他们还是维持了原来的产量。今年中

国减产的幅度达到 25%—30%，这有利于市场的稳定。 

下面看看中国粗钢生产的未来，这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因素。最近政府严格控

制新增产能，按照新的政策指引，将有 2500 万吨的产能在中国市场上消失。但

我们认为中国粗钢产能在未来还是会有高达 8500 万吨的增加。有些项目在南方

被延迟了，到 2013 年至少有一部分项目将会投产。如果把这个新增产能和现有

产能加在一起，然后假设它的产能利用率是 97%，也就是一般的中国产能利用率

的情况，那么粗钢产量到 2013 年会增加到 6.21 亿吨。另外，生产水平也会提高，

将促进产能进一步增加，至少每年会有 4%的增幅。当然政府的执行还有很多不

确定因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在炼钢方面的新投资不可能超过 1亿吨，因

为对企业控制非常严格。此外，私营炼钢厂也在减少投资或者进行整合，新的投

资需要时间才能实现。政府的政策也在关注资源限制，比如铁矿石、焦煤，通过

税收政策、不鼓励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政策等来实现对新增产能的限制。但是我们



认为出口高附加值钢铁产品的激励机制还会存在，未来生产的年复合增长率在

4%左右。 

再看看原材料市场，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度降低，力拓和日本新日铁企业达

成了铁矿石价格比上年度下降 33％的协议，大宗商品焦煤的价格从每吨 55 美元

下降到 22 美元，现货的铁矿石价格从每吨 200 美元下降到 60 美元，废铁价格从

每吨 600 美元下降到 240 美元，降幅达到了 60%。原材料价格至少减少 60%，我

们看到需求疲软，竞争不断加剧，导致了未来价格走势趋于下降。来自俄罗斯、

巴西的热轧钢卷的出口价格下降到了每吨 400 美元以下，这是离岸价格，使中国

的供应商被迫退出了市场，因为中国本土价格比这个价格高很多。 

2009 年全球以及整个中国地区长材价格比扁平材价格好得多。由于市场需

求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国市场需求和消费量增加，抬高了价格。北美以及欧洲的

消费者对于扁平材的需求大幅度降低，所以价格无法提高。螺纹钢市场，按照每

吨人民币上海的出厂价计算，从 2006 年预测到了 2010 年的第四季度，这个趋势

和之前差不多，好消息是价格已经触底。热轧产品价格，从 2005 年到 2008 年，

利润率当时还比较高，而现在出现了下跌，热轧产品价格的跌幅比原材料的跌幅

还要大。 

目前的钢铁市场确实非常惨淡，但还是有很多积极因素，从中长期来看更是

如此。我们认为中国的需求还是会强劲增长，至少在未来 10 年都是如此，因为

有些结构的原因，城镇化是其中的推动因素，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了，因为中国的

城市化率只有 45%，而其他发达国家达到了 70%。从每省人均粗钢的消费量来看，

沿海地区每年人均消费量在300公斤以上，中西部地区省份可能会低于300公斤，

甚至低于 200 公斤。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人均消费量会增加，关键是需要多长

时间。中西部地区不会和上海、北京一样，但还是会有需求量和消费量的增长。

如果能够达到 500 公斤的水平，年度的消费需求量将增加 6%。 

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增长差距，对于进出口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假设现在

粗钢的生产增加 4%，因为现在投资是处于低谷，但是如果假设中国的生产量会

出现大幅度反弹，同时假设结构性的增长也重新恢复，达到 6.5%，相信在未来 5

年中中国会保持净进口国的地位，至少是进出口平衡。 



未来全球市场寄希望于新兴市场，因为新兴市场人口比较多，钢铁消费量会

有很大增长。 

最后总结如下：首先，在 2009 年，中国的需求增长可能不会太大，我们可

以预测到下半年增长应该会有所恢复，但是产能利用率比较低和库存大幅度增加

是一个问题，这样会压低价格，同时也可能导致今年后半期会有一个出口的恢复；

其次，从长期来看，结构的需求增长还是会存在的，因为要经历长期的城镇化过

程；第三，我们预计中国未来 5年中钢铁的需求量占全球的 70%，而且需求的增

长会比生产增长更快一点，这样会减少出口量；第四，我们预见投资会减少，生

产会对此作出相应的反应，但是需要时间，这会导致生产和需求之间产生差距，

很有可能到 2013 年中国的钢铁市场才会达到平衡。 

 

（责任编辑刘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