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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0 月份铁矿石市场大幅单边下行。11 月份来看，铁矿石供需基本面依旧向好，供应端在

价格大幅下跌后，预计有部分非主流小矿山供应会出现边际减量，同时国产矿短期因为价格

的大幅下行，以及北方天气逐步上冻，精粉产量预计出现季节性下滑；铁矿石需求方面，虽

然目前部分地区钢厂因为亏损出现减产动作，但是在焦炭价格下调后，钢厂利润有所改善，

因此铁水产量下滑力度相对较小，综合预计 11 月份铁矿石市场超跌反弹。 

10 月份国内焦炭市场明显上涨。11 月份来看，北方陆续进入建筑施工的不利时节，钢企

盈利承压，炼焦煤价格存下行预期，焦炭成本支撑减弱，且钢企减产检修增多，焦炭供应趋

于宽松，焦炭价格下行压力加大。钢材市场承压，钢企盈利难有改善，负反馈压力加大；炼

焦煤下行预期增强，焦炭成本支撑减弱。焦炭价格月内或有 200-300 元的跌幅。 

10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震荡下行。11 月份来看，废钢价格面临“涨跌两难”局面，一方面，

钢铁行业今年受需求疲软、价格下跌、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一直在大面积亏损和盈亏边缘

徘徊，为了保障自身利润的情况下，多计划性生产，按需采购废钢。另一方面，是今年备受

争议的冬储问题，今年部分钢企表示不再进行冬储，进行冬储的钢企也会较往年有所下滑，

废钢将承压运行。综合因素分析，11 月份废钢市场将震荡运行。 

10 月份国内生铁市场趋弱运行。11 月份来看，随着冬季的来临，考虑到采暖季限产及粗

钢产量压减等因素，将会制约生铁需求，但年底下游企业或有集中补库现象，生铁市场整体

将窄幅调整为主。综合来看，预计 11 月份国内生铁市场价格或呈现弱势调整的走势。 

10 月份国内钢坯市场震荡下行。11 月份来看，钢厂减产预期下铁矿石价格水平逐步下移，

然弱势行情下，现货价格跌速明显快于原料，长流程钢厂亏损加剧。10 月全国范围内成品材

库存降库放缓，“银十”期间终端需求不及预期，商家对于后期市场信心逐步丧失，预计钢坯

价格全面低点或出现在 11 月期间，所幸当下钢坯供给低位运行，伴随钢厂主动减产推进，不

排除 11 月国内钢坯市场出现超跌后回涨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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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超跌反弹 

张丰睿 

10 月份铁矿石市场大幅单边下行。国产矿方面，国庆节后市场在疫情影响下，部分矿山

对外发运受阻，钢厂采购积极性欠佳，市场价格小幅下行，之后随着钢厂亏损再次加剧，对于

高品货需求持续下滑，钢厂采购力度持续处于弱势，同时叠加选矿企业信心不足，致使国产矿

出货明显转差，矿山主动下调价格来贴合市场需求。进口矿方面，节后开始各地疫情出现散发，

对钢材下游需求造成明显影响，同时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酵以及市场对于海外衰退的悲观预期

持续增加，致使钢厂再次转为亏损状态，市场对于后期负反馈预期大大增加，从而带动钢厂铁

矿石采购力度再次放缓，同时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铁矿石价格也出现跟随下行。展望 11 月份

市场，铁矿石供需基本面依旧向好，供应端海外发货基本保持正常节奏，而且在价格大幅下跌

后，预计有部分非主流小矿山供应会出现边际减量，同时国产矿短期因为价格的大幅下行，以

及北方天气逐步上冻，精粉产量预计出现季节性下滑；铁矿石需求方面，虽然目前部分地区钢

厂因为亏损出现减产动作，但是在焦炭价格下调后，钢厂利润有所改善，因此铁水产量下滑力

度相对较小，综合预计 11 月份铁矿石市场超跌反弹。 

一、铁矿石资源情况 

1、国内铁矿石原矿产量同比降幅有所扩大 

9 月份在河北、山西地区矿山安全事故的影响下，周边地区部分矿山生产受到影响。据国

家统计局统计，9 月份，全国铁矿石原矿产量为 7897.6 万吨，同比下降 7.1%，降幅较上月扩

大 3.2 个百分点。1-9 月份，全国铁矿石原矿总产量为 73186.3 万吨，同比下降 0.5%，降幅较

1-8 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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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2022 年国内铁矿石原矿产量示意图 

2、2022 年 1-9 月铁矿石进口量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9 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9971 万吨，同比增长 4.3%，

由降转升。1-9 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总量为 84156.5 万吨，同比下降 2.3%，降幅较

上月收窄 0.9 个百分点（详见图 2)。反映在海外钢铁需求持续走弱的影响下，部分海外铁矿石

分流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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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2022 年铁矿石进口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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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月份国内铁矿石港口库存继续降库 

据兰格钢铁网统计，截至 10 月 26 日，全国 34 个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 11786 万吨，较 9

月底减少 424 万吨。从资源来向看，其中澳矿 5450 万吨，减少 280 万吨；巴西矿 3968 万吨，

减少 72 万吨；从矿石品种看，其中粉矿 7686 万吨，减少 186 万吨；块矿 2200 万吨，减少 81

万吨；球团矿 723 万吨，增加 6 万吨；精粉 905 万吨，减少 78 万吨（详见图 3）。 

 

 

图 3  2020-2022 年铁矿石港口库存示意图 

 

二、十月份铁矿石市场走势总结 

10 月份，国产矿市场整体大幅下行。河北地区，截至 10 月底，迁安酸性湿基不含税主流

市场价格为 710 元，较上月末下跌 55 元；邯钢采购价格为 835 元，较上月末下跌 70 元；鑫达

采购价格为 920 元，较上月末下跌 60 元。疫情多点散发后，河北部分地区矿山运输受限，叠

加钢厂利润转亏，国产精粉需求出现下滑，带动钢厂采购积极性下降；山西地区价格同样下跌，

代县酸性湿基不含税主流市场价格为 740 元，较上月末下跌 50 元。因地理位置原因，叠加当

地疫情影响严重，钢材下游需求严重受创，致使当地钢厂减产情况较为明显，对于国产矿采购

力度持续下降。 

10 月份，进口矿市场整体单边下跌，节后开始，国内多地疫情出现散点爆发，管控力度

不同程度加大，对下游钢材需求影响较为明显，使得钢厂再次转为亏损状态，市场负反馈预期

大大加强，同时海外通胀持续处于高位，美联储连续加息下，衰退预期走强，整体市场悲观情

绪蔓延，带动铁矿石价格出现大幅下跌。 

据兰格钢铁云商平台市场监测显示，截至 10 月 31 日，唐山地区 66%酸性干基含税主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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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格为 885 元，较月初下跌 65 元。鞍山地区 65%-66%酸性干基含税市场价格在 880 元，与

月初持平。淄博地区 65%-66%酸性干基含税承兑市场价格 845 元，较月初下跌 80 元。进口矿

外盘市场 61.5%澳粉报价在 81-81.5 美元，较月初下跌 13 美元。青岛港 61.5%澳粉主流报价为

655 元，较月初下跌 100 元 (详见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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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1-2022 年国内铁矿石市场价格走势图 

 

图 5  2019-2022 年进口矿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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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月份铁矿石市场趋势预测 

11 月份铁矿石市场预计会迎来情绪释放后的修复，从供应端角度来看，整体供应基本保

持季节性波动，而且在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之后，部分海外非主流矿山预计会有边际减量，来

对冲海外其他国家的铁矿石分流，使得铁矿石供应端整体保持平稳状态。而需求端虽然有部分

地区的钢厂因为产能指标的耗尽以及利润问题作出减产，但是在焦炭价格回补后，钢厂利润有

所好转，预期后期减产力度会明显下降，使得铁矿石需求继续保持相对高位水平。预计 11 月

份铁矿石市场超跌反弹。具体分析如下： 

供应端继续保持平稳状态，虽然有海外其他国家的需求减量分流，但是低价位下非主流矿

山也会有边际减量。从需求端来看，钢厂虽然因为亏损有减产情况，但是主要原因依旧还是因

为煤炭价格高位所致，在焦炭降下调后，钢厂利润会再次出现好转。第三，政策性限产预计不

会有明显影响，取暖季限产情况预计更多的由钢厂利润来决定。综上所述，预期 11 月份铁矿

石市超跌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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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国内焦炭市场或弱势运行 

裴亚梅 

10 月份焦炭价格上调 100-110 元，在经历了 9 月底的长期博弈后，焦炭首轮提涨在十一节

间落地，节后焦钢企业持续博弈，喊涨、喊降声音不断发出，但焦钢企业均面临较大的亏损压

力，涨跌均有一定的难度，月末市场喊降情绪升温，上下游暂持稳观望。目前钢企开启提降模

式，此轮提降的主要逻辑仍在于钢材终端需求的负反馈，进入 11 月，北方陆续进入建筑施工

的不利时节，钢企盈利承压，炼焦煤价格存下行预期，焦炭成本支撑减弱，且钢企减产检修增

多，焦炭供应趋于宽松，焦炭价格下行压力加大。 

一、九月焦炭产量同比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9 月份，全国焦炭产量 3965 万吨，同比增长 5.4%；1-9

月，全国焦炭产量 35531.9 万吨，同比增长 0.94%（详见图 1）。 

 

图 1 国内焦炭产量示意图 

 

二、九月焦炭出口量同比增长 

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9 月我国焦炭及半焦炭出口数量为 127.13 万吨，同比增长

153.65%；1-9 月中国焦炭出口量为 731.76 万吨，同比增加 213.77 万吨，增幅 41.27%（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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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焦炭月出口量示意图 

三、十月份国内焦炭市场运行特点 

10 月份焦钢利润保持均出现大幅度亏损，月内焦炭价格上涨一轮后僵持博弈。主要运行

特点如下： 

十月初，陕晋蒙地区疫情暴发，汽运运输、煤矿开工受限，叠加大会召开前环保检查严格，

国内炼焦煤供应受限，同时，蒙煤口岸运输受阻，炼焦煤供应紧张，价格坚挺，重大会议后，

部分煤矿复产，山西地区运输逐步恢复，炼焦煤供应释放预期增强，部分煤种价格回落，成本

支撑由强转弱。 

焦炭成本端高企，焦企延续亏损，叠加部分区域焦企环保限产，焦炭提产动力不足，焦炭

供应释放有限，铁水产量仍旧偏高，焦炭刚性需求仍存，焦企厂内库存低位运行。 

钢材价格大幅回落，钢企亏损加剧，生产积极性降低，月内西北联合钢铁联合减产，其他

区域钢企也有减产操作，铁水产量降低，但目前产量依然偏高，钢企亏损状态下，打压原料价

格意愿增强，钢企原料补库意愿不高，焦炭库存保持低位。 

港口贸易商情绪偏悲观，集港成本倒挂，贸易商集港情绪低迷，港口库存降低。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1 日，山西临汾地区准一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在

2650 元，较月初涨 100 元；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在 2800 元，较月初涨 100 元；山

东淄博地区准一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在 3080 元，较月初涨 110 元（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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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焦炭主产地市场价格走势图 

 

四、十一月份国内焦炭市场展望 

10 月焦炭价格上调 100 元，但炼焦煤价格高企，叠加焦企限产，焦企持续亏损，焦企焦

炉开工保持低位；下游钢材价格、成交表现疲软，钢企高炉检修、减产增多，负反馈逻辑压力

加大，11 月焦炭下行压力加大，具体分析如下： 

从供需面来看，焦企大面积亏损，焦企继续增产动力不足，11 月焦炭供应或保持稳定；

钢企持续亏损，钢企减产增多，叠加采暖季限产临近，铁水产量或降低，焦炭需求减弱，供应

或趋于宽松。 

从下游市场来看，11 月逐步进入钢材需求淡季，钢材冬储价格博弈，多地疫情反复，钢

材价格承压，11 月全球将迎来新一轮的加息，随着美联储加息落地，下行风险进一步释放，

钢材盈利难有改善，原料价格承压。 

从成本面来看，重大会议结束后，主产地煤矿逐步提产，疫情对运输的影响减弱，煤矿、

口岸运输好转，炼焦煤供应释放，焦钢企业亏损状态下，炼焦煤价格下行预期增强。 

综合因素分析，11 月份国内焦炭市场需求减弱，钢材市场承压，钢企盈利难有改善，负

反馈压力加大；炼焦煤下行预期增强，焦炭成本支撑减弱。焦炭价格月内或有 200-300 元的跌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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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国内废钢市场震荡运行 

熊艾靓 

10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震荡下行。传统的“银十”已过，钢材的终端需求走向并未按照我

们的预期前行。月初恰逢十一小长假，节前大幅备货，带动成材价格上涨，废钢也紧跟节奏出

现两波上行。钢厂到货情况出现明显好转，但复市后成品的终端需求以及工地的开工率并未达

到预期，钢企的利润再度承压，也借机不断下压废钢采购价格。截至到月中废钢可用库存为十

天左右。下半月期货触底震荡，成品材的终端需求没有出现向好或者是反弹行情，大部分钢厂

仍旧处于亏损状态。加之全国疫情多点位爆发，废钢的交通物流运输情况受阻，多为本地钢企

消化。据数据统计，截至 10 月 31 日作为废钢风向标的沙钢采废价格累降 480 元，库存量可以

维持两个月日耗；全国大部分钢厂的到货情况均高于日耗，目前库存可以保障 10-15 天日耗。

各钢厂多计划性生产，控本增效的情况下，大部分钢企下调采废价格，利空废钢。 

一、十月份国内废钢市场运行分析 

10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震荡趋弱运行，主要影响因素在于钢厂方面：钢厂利润长期处于亏

损状态，终端需求无法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只能继续增加减产、检修天数，对于废钢的需求明

显减弱。市场方面：11 月初美联储预计再次加息，市场情绪悲观；北方天气转凉，工地开工

率下降；进入取暖季后，受大气环境影响环保政策加严；第四季度北材南下，南方废钢市场进

一步承压。政策面：国家重要会议结束后，政策预期未释放，叠加宏观数据偏悲观出台，导致

市场信心不足。宏观面：地产持续疲态，新开工持续下跌，房企融资压力仍未放松，短时间内，

地产依旧承压运行；基建表现尚可但仅维持托底作用，短时间很难造成明显提振。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1 日，国内唐山地区重废市场价格为 2470 元(吨

价，下同)，较月初下调 360 元。辽阳地区重废市场价格为 2430 元，较月初下调 410 元。江阴

地区重废市场价格为 2200 元，较月初下调 450 元。连云港地区重废市场价格为 2240 元，较月

初下调 385 元(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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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主要地区废钢价格走势图 

二、十一月份国内废钢市场震荡运行 

10 月份国内废钢震荡下行，进入 11 月份后，废钢市场将震荡运行。具体影响因素如下： 

1、钢厂检修情况增多 

山西地区晋南 10 月 26 日三座 1860 高炉全停，高义 2 座高炉开一座停一座，陕钢 11 月 1

日停一座 1800 高炉，晋钢 11 月 1 日停一座高炉，建邦检修减产一半产能，建龙 11 月也有检

修计划，长治五家钢厂全部减产一半，美锦、新泰、安泰等都有计划减产；京津冀地区钢厂也

是有不同程度的减产检修情况。主要是受钢厂自身利润亏损情况以及大气污染指标不达标后环

保政策加严影响。随之的北材南下，南方废钢市场进一步承压，利空废钢。 

2、国际经济趋弱运行 

大环境下国内外经济趋弱运行，美国为抑制本国通货膨胀问题，11 月初美联储预期再次

加息。随着美元指数的加强，其它非美元货币会出现不同程度贬值。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将会涉

及我国的股市、房价以及商品的进出口变动，也将间接的影响废钢的行情走势。10 月 26 日人

民币强势反弹，有专家认为，美元指数下跌以及近期政策面持续释放的导向信号共同促成了近

期人民币汇率的走强。展望后市，多位专家均表示，后续经济走势逐渐企稳，逐季改善确定性

强，汇率走势将逐渐稳定。受外界影响因素较多，具体需关注落地情况。 

3、多地出台废钢铁产业支持政策 



钢铁市场研究月报 

第13页 

国家一揽子政策影响下，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各省市积极推动废钢行业发展，发布了一系

列政策推进废钢产业发展，如《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

推动钢铁、建材和石化化工行业碳达峰。大力提升废钢资源回收利用水平，支持企业逐步提高

电炉钢比例，推行全废钢电炉工艺。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

服务业加快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鼓励围绕网络货运、废钢废铁废铝、能源产品等领域整

合资源，打造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平台企业，推动统一销售结算等。 

 

三、十一月份废钢市场震荡运行 

延续 10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趋弱运行，11 月份废钢价格触底的情况下，商家就会出现捂货

不出，导致钢厂收不到货，会影响到钢企正常生产。所以废钢价格面临“涨跌两难”局面，一

方面，钢铁行业今年受需求疲软、价格下跌、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一直在大面积亏损和盈亏

边缘徘徊，为了保障自身利润的情况下，多计划性生产，按需采购废钢。另一方面，是今年备

受争议的冬储问题，今年部分钢企表示不再进行冬储，进行冬储的钢企也会较往年有所下滑，

废钢将承压运行。重要会议结束后，部分地区解除环保限制后，北方工地有赶工情况出现，但

房地产行业需求没有明显好转，成材需求不及预期，废钢价格上行乏力。综合因素分析，11

月份废钢市场将震荡运行。 



钢铁市场研究月报 

第14页 

十一月份国内生铁市场弱势调整 

王 蕾 

10 月份国内生铁价格趋弱运行。从成本面看，铁矿石在国庆节后前两个工作日，市场投

机行为不多，但由于假期期间钢材现货价格小幅上调，钢厂利润小幅改善，且节中消化库存为

主，节后存在刚需补库，对节后市场形成支撑；现阶段生铁市场供强需弱格局仍存，但原材料

成本对生铁价格有一定支撑，且部分生铁企业挺价意愿偏强，故预计 11 月份国内生铁市场以

弱势调整为主。 

一、生铁市场分析 

市场方面，唐山地区烧结限产消息，市场对块矿需求增加，铁矿现货稳中偏强运行，价格

出现小幅走高，叠加焦化厂对焦炭新一轮提涨，钢厂利润又被挤压，市场情绪较谨慎偏悲观，

临近月末市场钢企利润亏损不断增加；山西地区多地限产，限烧结和停个别高炉以及唐山、邯

郸地区烧结限产，且部分地区疫情影响运输，叠加整体下游需求疲弱，市场心态较悲观。个别

贸易商投机行为稍有增加，有低价拿货意愿，询盘增加，但卖方挺价心态，钢厂在低利润下按

需采购为主，市场心态仍较谨慎，整体成交不多，价格有震荡下行。 

国际贸易方面，进口矿市场呈现倒“V”走势，节后出现小幅上调后价格开始回落，叠加

“银十”过半，钢材市场整体销售情况不乐观；而螺纹需求未有明显改善，铁矿石受之影响价

格走弱，港口现货价格也开始回落。 

焦炭市场本月首轮提降落地后僵持走稳。十一节后疫情影响仍较明显，山西部分地区焦化

厂受运输影响，焦煤资源紧张，且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增加，焦企限产较为明显。焦炭供应趋

紧，提涨诉求高，但钢价维持弱势回落，钢厂利润低位，对焦价上涨较为抵触，短期按需采购

为主。焦炭整体供需双弱，焦煤价格坚挺上涨支撑焦炭价格稳中趋强；临近月末山西焦企受疫

情、环保要求维持限产，运输受限影响原料到货减缓，焦企亏损加剧，部分焦企保持不同程度

的限产，产地部分焦企发货滞缓，厂内焦炭库存有所累积，库存仍处低位水平，供应仍趋紧张，

但钢厂利润低位暂保持观望，叠加焦煤价格坚挺支撑焦炭价格稳定，短期焦企钢厂博弈激烈，

价格稳中趋强运行。 

从供需面看，月初钢厂盈利情况欠佳，炼钢生铁性价比不高，钢厂采购积极性较低，铁厂

出货速度不快，但由于在产铁厂不多，故库存量不大；铸造生铁、球墨铸铁方面，前期虽有部

分铁厂复产，但库存量不大，部分铁厂仍维持负库存状态，但由于生铁市场走势偏弱，且需求

欠佳，部分铁厂复产时间推后。月中黑色系期货盘面持续走弱，钢材、废钢市场也持续下行，

炼钢生铁价格稳中偏弱运行，钢厂对炼钢生铁的采购积极性不高，铸造生铁、球墨铸铁方面，

市场需求低迷依旧，且部分贸易商有前期低价资源，故铁厂出货不畅，为促进成交议价空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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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家心态普遍偏弱；加上废钢、成品材价格继续走弱，部分钢厂对焦炭价格打压意愿偏强，

生铁商家心态普遍悲观，为促进成交铁厂多以高报低出为主。月末下游钢材市场延续跌势，加

上废钢市场也以跌为主，受此影响炼钢生铁市场报价个别地区有下跌行情，下游需求疲软依旧，

个别铁厂为促出货仍存暗降行为，议价空间稍有扩大。 

综合上述因素考虑，现阶段生铁市场供强需弱格局仍存，但原材料成本对生铁价格有一定

支撑，且部分生铁企业挺价意愿偏强，故预计 11 月份国内生铁市场以弱势调整为主。 

二、9 月国内生铁产量同比上升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9 月，全国生铁产量为 7394 万吨，同比上升 14.3%。2022

年 1-9 月全国生铁产量 65611.1 万吨，同比下降 0.7%（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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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生铁产量（万吨） 

 

三、十月份国内生铁市场行情回顾 

炼钢生铁：10 月份炼钢生铁市场趋弱运行。月初，黑色系期货先扬后抑，加之焦炭市场

部分地区焦企开启第二轮提涨，原料成本尚有支撑，部分铁厂报价较上周有小幅上调。随着二

十大的临近，部分地区生铁企业面临限产，生铁供应预计会随之减少，但考虑到下游需求持续

低迷，抑制生铁价格上行，因此报价以稳为主。月中，黑色系期货震荡趋弱，钢材、废钢弱势

下行，传导至生铁行业，炼钢生铁部分地区下调价格，加之部分地区受疫情影响，物流运转受

到影响，整体市场交投情况较差，下游需求依旧疲软。月底，价格稳中趋弱。下游钢材市场延

续跌势，加上废钢市场也以跌为主，受此影响炼钢生铁市场报价个别地区有下跌行情，下游需

求疲软依旧，个别铁厂为促出货仍存暗降行为，议价空间稍有扩大。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1 日，炼钢生铁天津地区报价 3160 元(吨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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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较月初跌 60 元；唐山地区报价 3190 元，较月初跌 60 元；翼城地区报价 3180 元，较月

初跌 100 元；临沂地区报价 3270 元，较月初跌 110 元（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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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炼钢生铁市场价格行情（元/吨） 

 

铸造生铁：10 月份铸造生铁价格呈现先扬后抑。月初，市场需求低迷依旧，且部分贸易

商有前期低价资源，故铁厂出货不畅，为促进成交议价空间增大，商家心态普遍偏弱；加上废

钢、成品材价格继续走弱，部分钢厂对焦炭价格打压意愿偏强，生铁商家心态普遍悲观，为促

进成交铁厂多以高报低出为主。月中，废钢市场持续走弱，生铁受之影响，商家心态较为悲观，

部分贸易商暗降出货，议价空间也逐渐扩大，个别铁厂几乎无库存或处于负库存状态，挺价心

态偏强，随着部分地区低价资源成交尚可，市场交投氛围转好，故部分铁厂报价小幅上调。临

近月末，市场转回跌势，部分高炉停产、复产并存，生铁供应变化不大，但下游需求仍无明显

释放，废钢价格持续下行，挤占生铁市场，多数商家心态较不乐观，部分铁厂报价有下调，生

铁市场处于供强需弱的局面。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1 日，铸造生铁天津地区报价 3660 元，较月初

涨 10 元；武安地区报价 3660 元，较月初涨 10 元；翼城地区报价 3570 元，较月初跌 60 元；

上海地区报价 3750 元，较月初跌 150 元；临沂地区报价 3510 元，较月初跌 90 元（详见图 3）。 

https://feigang.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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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铸造生铁市场价格行情（元/吨） 

四、十一月份生铁市场展望 

1、成本方面 

铁矿石：10 月份中国港口铁矿石到港量出现缩减，整体国内铁矿石供应量环比呈现小幅

下降趋势。进口矿市场偏弱震荡运行，整体价格重心有所下移。需求端，钢厂利润微薄，部分

钢厂利润甚至出现倒挂。体现到库存端，铁矿石整体需求出现疲弱，日疏港量明显下降，而资

源到港有所减少，铁矿石港口库存出现小幅降库。钢厂利润薄弱，钢材市场需求释放不及预期，

铁矿石价格上行乏力，窄幅调整为主。 

焦炭：目前焦企亏损严重，提产意愿不强，保持原有限产幅度，抵制降价意愿强烈；下游

终端需求不佳，钢厂停产检修情况增多，铁水产量下降，对焦炭需求减少，然而受疫情影响，

原料到货情况不佳，厂内焦炭库存吃紧，钢厂对原料仍有刚需，对提降焦价多持观望态度。目

前钢焦博弈激烈，焦炭价格暂稳运行，焦炭价格难有大幅上升，行情震荡为主。 

2、供应方面 

各地区因下游需求惨淡，加之交通运转受阻的影响，厂内生铁库存出现累库现象，生铁价

格弱势下行，部分铁厂已处于亏损状态，生产积极性减弱。目前来看，生铁供应情况多受利润

和下游需求影响而波动，若下游需求能够有所释放，生铁企业生产积极性将随之上升，生铁供

应也将陆续增量。 

3、需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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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生铁方面，废钢价格持续下行，挤占生铁市场，下游对炼钢生铁的采购积极性偏低，

加之钢厂利润恢复不及预期，多少量按需采购。铸造生铁、球墨铸铁方面，10 月中上旬生铁

价格出现小幅上调，目前部分地区铸造厂处于停产状态，需求疲软，月中旬价格开始回落。预

计下月初开始复产，虽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补库需求，但生铁依然处于供强需弱的局面，对生

铁价格支撑作用偏弱。 

随着冬季的来临，考虑到采暖季限产及粗钢产量压减等因素，将会制约生铁需求，但年底

下游企业或有集中补库现象，生铁市场整体将窄幅调整为主。综合来看，预计 11 月份国内生

铁市场价格或呈现弱势调整的走势。 

https://feigang.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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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国内钢坯市场有望触底回涨 

冯 珍 

一、十月份国内钢坯市场行情回顾： 

2022 年 10 月份国内钢坯价格经过短暂拉涨后，震荡下行，市场价格水平进一步下移。以

唐山为例，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1 日唐山迁安主导钢厂普碳方坯含税出厂价

格执行 3410 元，较上月同期降 290 元；月均价 3617 元（含税），较 9 月 3668 元均价下跌 51

元，全月价格最低至 3400 元，最高 3730 元。 

最新地产数据出炉，行业景气度下滑，市场情绪偏悲观，华东市场需求下滑明显，南北价

差逐步收窄，几乎消失。 

“银十”行情未至，市场阶段性供需错配时有出现，供需双弱延续，长流程钢厂亏损面加

大，暂未出现大面积减产，不排除后期出现主动减产情况。 

 

图 1  唐山迁安主导钢厂钢坯出厂价格走势图 

1、唐山地区高炉开工率维持高位 铁水日产减少 

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10 月唐山区域高炉产能利用率均值在 84.6%，较上月 80.7%

水平小幅增加，整体维持高位运行；铁水日产量在 30.82 万吨，较上月同期的 31.68 万吨略有

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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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唐山高炉开工率与铁水产量走势图 

 

2、唐山市场钢坯投放量较上月同期减量 

10 月，唐山钢坯日均外卖量（含外省流入资源）约在 3.47 万吨水平，较上月 3.88 万吨的

水平整体减量。 

 

图 3 唐山钢坯外卖量示意图 

3、唐山钢坯库存下降明显 

截至 10 月 31 日，唐山丰润三家仓库钢坯库存总量约 33.65 万吨，库存总量较上月同期减

少 8.34 万吨。唐山地区钢坯社会库存水平进一步下降，样本仓库+两港钢坯库存在 47.78 万吨，

较上月同期降 16.3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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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唐山丰润主流仓库钢坯库示意图 

 

4、长流程钢厂亏损加剧 

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26 日，唐山地区样本长流程钢厂，钢坯含税成本

累计均值为 3776 元，以目前迁安主导钢厂钢坯出厂执行 3410 元的价格水平计算，钢厂毛利润

为-366 元，长流程钢厂亏损加剧。 

 

图 5 唐山长流程钢厂钢坯（累计）成本—利润示意图 

5、10 月末调坯厂开工率水平下降 

进入 10 月，调坯轧材厂开工率均值维持在五成以上，伴随成材价格走低，轧钢厂利润倒

挂成品库存增加，月末最后一周，唐山地区样本轧线开工率低于 4 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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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唐山型钢开工率及日产量走势图 

 

6、全国范围内样本钢厂高炉开工率水平暂时稳定 

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27 日，全国 201 家生产企业中有 68 家钢厂共计

99 座高炉停产，其中在检修有 63 家 91 座(有 60 家 87 座)，有 6 家 8 座高炉不再开启，99 座

停产高炉总容积为 92060 立方米，按容积计算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为 78.56%，较上月同

期下降 2.0 个百分点。 

 

图 7 全国 201 家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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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月份国内钢坯市场走势预测 

10 月份国内钢坯市场，在经历长假前终端补库的短暂上涨后，转入震荡下行通道，期货

市场对于现货市场情绪影响力度加大，月末伴随期螺不断跌破预期，钢坯价格跌速加快，主导

钢厂出厂价格创年内低值。 

11 月，钢厂减产预期下铁矿石价格水平逐步下移，然弱势行情下，现货价格跌速明显快

于原料，长流程钢厂亏损加剧。10 月全国范围内成品材库存降库放缓，“银十”期间终端需求

不及预期，商家对于后期市场信心逐步丧失，预计钢坯价格全面低点或出现在 11 月期间，所

幸当下钢坯供给低位运行，伴随钢厂主动减产推进，不排除 11 月国内钢坯市场出现超跌后回

涨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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