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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 年国内铁矿石呈现大幅区间震荡走势。2023 年铁矿石供需基本面将逐步趋于宽松，

同时国内铁矿石库存预计出现明显累积，整体库存状态或将恢复至 2022 年之前的水平，综合

预计 2023 年铁矿石市场震荡运行。 

2022 年国内焦炭市场先强后弱。2023 年海外需求下降，焦炭出口量预期减少，粗钢压产

政策或继续制约粗钢产量释放，2023 年电炉产量、高炉炼钢废钢比增加，国内铁水产量或降

低，焦炭的整体需求减弱；而焦炭产能继续释放，焦炭产能过剩，供应调节能力继续增强。

炼焦煤国内产能释放，进口炼焦煤增长预期增强，焦煤供应紧张局面得到缓解，焦炭的成本

或将走弱。2023 年焦企开工或将根据铁水产量变化调节产量供应变量，焦炭波动区间收窄，

在成本走弱带动下，焦炭价格重心下移，或表现为前高后低。 

2022 年国内废钢市场震荡下行。2023 年度废钢价格的主要因素为成品端的需求能不能有

起色，各项利好政策的落地情况能否符合强预期，国内经济活力能否回来，关于经济的三驾

马车能否重新起航。市场需求直接与钢企利润息息相关，由于终端需求影响因素较多，废钢

也将随之波动。综合因素分析，2023 年国内废钢市场震荡运行。 

2022 年国内生铁市场宽幅震荡。2023 年来看，在国内一系列稳增长的利好政策支持下，

国内钢材需求会出现阶段性好转，预计 2023 年国内生铁市场价格或呈现继续宽幅震荡的走

势，幅度或略小于 2022 年。 

2022 年国内钢坯市场价格明显下移。2023 年来看，疫情的影响将逐步淡化，但外部因素

的影响或有增强。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加码下，商家对于 2023 年春季需求普遍看好，将对钢

坯价格形成一定支撑，预计 2023 年国内钢坯价格延续震荡态势，供需端双向减量，价格高点

或出现在 3-4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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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铁矿石市场震荡运行 

张丰睿 

2022 年铁矿石市场表现为大幅区间震荡走势，市场整体在供应端为核心驱动下，围绕现

实和预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年初开始，虽然铁矿石国内需求在疫情、冬奥会、冬残奥会等事

件的影响下，处于同比低位水平，但是铁矿石供应端同样受到了来自澳洲、巴西两地极端天气

的影响，导致发货量出现明显下降，并对一季度的铁矿石供应造成了持续的影响，进而带动铁

矿石价格一路上行，大幅拉涨的铁矿石价格最终迎来了国家相关部委和监管部门的关注，从而

使得铁矿石价格在 2 月份出现了一波较大幅度的回调。随后俄乌冲突的爆发让铁矿石供应端担

忧再起，同时叠加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GDP 保持 5.5%目标的预期带动下，铁水产量连续上

升，铁矿石实际需求持续增长，铁矿石价格在强现实强预期的共同作用下，价格出现第一次冲

顶。之后在现实需求证伪强预期的推动下，铁矿石市场价格在 4 月份再次出现一波较大幅度的

回调，此后在 5 月下旬印度矿出口加征关税的消息刺激下，铁矿石价格出现二次探顶，此间钢

厂利润大幅压缩，各大钢企纷纷呼吁减产自救，在此情况下，铁矿石价格最终展开了为期一个

月的大幅下跌。随着时间进入三季度，铁矿石价格在强现实弱预期以及钢厂囚徒困境的博弈下，

价格维持了一个季度的区间震荡走势，最终现实与预期的故事在 4 季度发生转变，铁矿石价格

也走出来一波 V 形反转行情。 

展望 2023 年铁矿石市场，供应端对铁矿石价格的影响在一季度仍旧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而整体的铁矿石市场核心驱动因素在后疫情时代，以经济发展为主线的推进下，将逐步由供应

端过渡到需求端。在需求端为核心驱动的市场下，预计 2023 年铁水产量或将同比持平，整体

带动铁矿石需求处于相对高位，同时在铁矿石完美供应预期下，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预计同比

增加 3850 万吨，国产精粉预计同比增加 1000 万吨，全年呈累库状态，对 2022 年下半年以来

的整体行业去库存情况预计能得到有效的回补改善，整体库存状态再次回到 2022 年之前水平。

综合预计 2023 年铁矿石市场震荡运行，大连盘面全年波动空间 650-1000 元/吨，普氏指数运

行区间 80-150 美元/吨。 

一、2022 年铁矿石市场运行总结 

2022 年铁矿石市场呈现大幅区间震荡走势，以供应端为核心驱动贯穿全年市场运行，整

体走势以现实和预期相互博弈组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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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阶段（1 月-5 月）强现实强预期 

从年初开始，虽然受到疫情、冬奥会、冬残奥会等事件的影响，铁水产量起始处于低位水

平，但是后期在钢厂不断复产的推进下，铁水产量快速上升，带动铁矿石需求明显增加，而供

应端受到澳洲和巴西当地极端天气情况影响，持续处于低位水平，使得整体铁矿石供需基本面

处于较强水平。预期方面，在俄乌冲突、印度铁矿石出口加税以及经济增长 5.5%的预期带动

下，市场对于未来供需基本面同样处于较强水平。 

2、第二阶段（6 月-9 月）强现实弱预期 

从 6 月初开始，在印度铁矿石出口加征关税的消息刺激下，铁矿石价格再一次上探前高，

但是钢材方面因为断断续续的疫情影响强预期迟迟没有兑现，进而使得钢厂利润出现大幅回

落，最终在美联储加息扩幅的带动下，铁矿石价格高位回落出现一波下跌，之后虽然钢厂利润

持续较差，但是在钢厂囚徒困境的博弈下，铁水产量依旧保持高位水平，铁矿石基本面持续向

好。预期方面，国内疫情持续发酵，市场对于 5.5%的预期开始出现动摇，下游需求持续萎靡

不振，而且美联储鹰派气氛笼罩市场，强预期逐步转弱。铁矿石价格在大跌之后保持区间震荡

运行。 

3、第三阶段（10 月-12 月）弱现实强预期 

国庆节后，市场预期的强需求没有释放出来，反而疫情再次出现反扑，全国各地陆续再次

出现大面积封控情况，致使铁矿石价格在 10 月份出现一波大幅回调，之后虽然封控情况略有

好转，但是整体物流链依旧受到较大影响，叠加钢厂利润持续低位，铁水产量连续小幅下滑，

铁矿石供需基本面逐步转弱。但与此同时国内对于地产方面的限制逐步放松，三支箭面世叠加

疫情防控的逐步放松，市场强预期再次回归，带动铁矿石价格出现 V 形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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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 年铁矿石基本面展望 

1、国内外宏观经济 

2022 年在国内疫情以及海外衰退预期的影响下，国内下游需求持续不振，因此国内宏观

政策方面处于持续放松状态，以此来抵消国内需求的下滑，此间陆续出台了降准、降息等宏观

支持政策，社会流动性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是受制于疫情带来的影响，宏观释放的流动性没有

得到充分利用，预计 2023 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转变，前期释放的宏观资金将逐步得到充分

利用，进而带动需求上行。海外方面，在 2022 年美国大幅加息之后，国内的通胀情况得到明

显抑制，但是由此引发的衰退风险逐步加剧，因此市场预期美国在 2023 年下半年逐步退出加

息行列，届时美国加息的退出，预计对大宗商品价格压力明显减弱。 

2、铁矿石需求 

铁矿石需求端在 2022 年持续保持高位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份国

内生铁总产量为 7.95 亿吨，同比下降 0.4%，虽然下半年以来，钢厂利润水平出现了近几年以

来的低位水平，但是在保产量以及囚徒困境的博弈下，钢厂减产力度及规模均不及市场预期，

铁水产量在 2022 年下半年出现明显同比增加，根据当下钢厂生产节奏来看，预计 2022 年铁水

产量同 2021 年持平。展望 2023 年，在地产三箭齐发，基建继续发力，以及疫情防控政策发生

重大转向的情况下，预计 2023 年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主线的政策将得到进一步的推进，由此对

钢材以及铁矿石需求形成有力支撑，预计 2023 年国内铁水产量或将同比持平，但具体情况依

旧需要根据需求端的变动来动态推演。 
 

 

3、铁矿石供应 

2022 年国内整体铁矿石供应小幅下滑，主要是体现在铁矿石进口量下滑明显，虽然澳洲

铁矿石因为海外需求下降，部分量分流中国，导致澳洲进口量预计 2022 年有 5%左右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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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国家进口均有不同程度下滑，而且非主流矿因为俄乌冲突以及印度出口加税的原因，导致

非主流铁矿石进口下滑最为明显。展望 2023 年，预计中国进口铁矿石在海外完美供应预期下，

增加 3850 万吨或 3.45%。从分国家情况来看。 
 

 

 

（1）澳洲、巴西 

澳洲、巴西做为国内铁矿石进口的两个主流来源国，占据了我国铁矿石进口的绝大部分，

而四大矿山的产量又是澳洲、巴西两国的主导产量，根据对四大矿山 2023 年产量指导情况预

估，预计 2023 年四大矿山供应增加 2600 万吨，根据发往中国比例测算，预计四大矿山对国内

增量为 2000 万吨。其中，Rio 2023 销量指导目标与 2022 年持平，考虑其产能替代项目以投产

运行，所以预计 2023 年实际供应量同比 2022 年增加 670 万吨。BHP 2023 财年产量指导目标

为 2.78-2.9 亿吨，考虑其南坡产能替代项目的顺利运行，预计 2023 年实际供应量比 2022 年增

加 300 万吨。FMG 2023 财年发运目标为 1.87-1.92 亿吨，铁桥项目虽然预计于 2023 年一季度

投产，但是根据 FMG 公布数据来看，一季度只有 100 万吨增量，因此预计 2023 年实际供应量

比 2022 年增加 550 万吨。Vale 2023 年产量指导目标为 3.1-3.2 亿吨，与 2022 年持平，考虑今

年完成目标下沿 3.1 亿吨，给予乐观考虑，预计 2023 年实际供应量比 2022 年增加 107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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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澳洲、巴西外非其他主流国家 

2022 年非主流铁矿石进口量下降明显，主要是因为俄乌冲突以及印度出口加征关税导致，

预计 2022 年全年印度和乌克兰铁矿石进口同比为-65%、-60%，展望 2023 年，市场普遍预计俄

乌冲突在上半年难有实质性改善，因此预计 2023 年上半年乌克兰铁矿石出口预计继续环比持

平，考虑乌克兰铁矿石进口是在今年下半年才开始出现明显减量，因此预计 2023 年乌克兰铁

矿石进口同比持平。而印度因为 11 月份再次重新下调铁矿石出口关税，且在下调关税后，印

度铁矿石进口开始出现明显增加，预计 2023 年印度铁矿石进口明显提升，同比增加 1000 万吨。

其余非主流国家，南非在 4 季度因为铁路和罢工影响，发运出现一定下降，预计在 2023 年得

到弥补，因此预计 2023 年同比有 100 万吨增量；加拿大因为冠军铁二期项目的投产，预计会

贡献一部分增量，整体预计 2023 年铁矿石进口增加 200 万吨，塞拉利昂考虑到目前还在产能

恢复阶段，预计 2023 年进口增加 150 万吨。 

（3）国产铁精粉 

2022 年上半年国产铁精粉生产持续保持高位，下半年受到钢厂利润下降，高品矿需求下

滑以及矿山事故影响，产量出现一定下滑，但全年依旧保持明显增量，根据冶金矿山企业统计

全国铁精粉产量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份全国铁精粉产量为 2.55 亿吨，同比增加 4.7%。展

望 2023 年，在基石计划的推进下，预计国产矿生产受影程度大大减少，产量预计进一步提升，

预计 2023 年国产精粉同比增加 1000 万吨。 

 

 

4、铁矿石库存 

2022 年以来，在国内铁矿石需求持续高位，而供应端因各种原因受限的情况下，铁矿石

港口库存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根据兰格钢铁网统计显示，2022 年港口铁矿石库存从年

初的 14450 万吨下降到年末的 12266 万吨，下降幅度 2184 万吨或-15.11%。而且在钢厂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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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亏损的情况下，钢厂库存也同样大幅下滑。展望 2023 年，预计在铁矿石供需基本面的

改善支撑下，国内铁矿石整体库存回升至正常水平，预计港口库存将出现累库。 
 

 

 

三、2023 年铁矿石市场趋势预判 

综上所述，2023 年铁矿石整体的核心驱动逐步由供应端驱动转向需求端驱动，而且在 2022

年持续的政策暖风以及对 2023 年经济发展的预期引导下，预计 2023 年开始需求端逐步出现增

加，此外通过近几年的产能置换，钢厂在产能方面已没有明显的瓶颈限制，这也将为未来的产

量提升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撑。供应端，海外供应短期依旧以边际贡献为主，如果在完美供应

预期下，会有一定供应增量，但是在海外矿山执行“价值大于数量”的经营方针下，依旧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整体来看，2023 年铁矿石供需基本面将逐步趋于宽松，同时国内铁矿石库

存预计出现明显累积，整体库存状态或将恢复至 2022 年之前的水平，综合预计 2023 年铁矿石

市场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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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焦炭市场价格重心或将下移 

裴亚梅 

2022 年国际通胀压力加大，大宗商品价格承压，国内疫情反复、传播速度升级，压制钢

材市场需求释放和贸易商的投机热情，叠加房地产市场低迷，钢材需求负反馈长时间影响焦炭

市场。俄乌冲突重塑全球能源格局，世界各国的能源安全不断受到冲击，油、煤气价格不断上

涨，煤炭价格高企。焦企面临上下游双重施压，经历了长时间的亏损。2023 年美联储加息放

缓、国内疫情放开、国内粗钢压产，澳煤通关恢复预期增强，焦炭市场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2022 年国内焦炭行业供需情况 

1、2022 年国内焦炭产量分析 

2022 年预计焦炭去产能 2300 万吨左右，新投产产能预计 4700 万吨，全年净增产能 2400

万吨左右，全国焦炭产能达到 5.6 亿万吨，焦炭产能保持增长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

示，2022 年 1-11 月份，我国焦炭产量为 43438 万吨，同比增长 0.7%。2022 年国内焦炭月度

产量均值在 3923 万吨左右。其中 5 月份国内焦炭产量为 4176 万吨，达到全年最高；2 月份国

内焦炭产量为 3529 万吨，创年内低点，一季度在环保限产，铁水产量低位下，焦炭产量偏低，

全国焦炭月均产量 3817 万吨；二季度铁水产量快速提升，钢材价格走高，带动焦炭产量提升，

全国焦炭月均产量 4107 万吨；而随着钢材高需求预期落空，钢材价格走弱，钢企大面积亏损

下，负反馈逻辑下，焦钢企业均面临严重的亏损局面，铁水产量随之降低，焦企生产积极性降

低，7-11 月焦炭月均产量 3875 万吨，明显低于二季度，焦炭长时间处于紧平衡状态，随着春

节临近，钢企补库需求增加，12 月焦炭市场供应出现了紧缺的局面。 

 

 

图 1 2019-2022 年焦炭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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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国内焦炭需求分析 

2022 年未明确提出国内粗钢压产目标，受钢材市场需求低迷影响，钢企多主动减产，2022

年 1-11 月全国粗钢产量为 93511 万吨，同比下降 1.4%，而受疫情影响，废钢收获难，叠加钢

企亏损，长短流程废钢使用量减少，铁钢比明显高于去年，1-11 月全国生铁产量 79506 万吨，

同比下降 0.4%。受钢企亏损及资金回笼压力影响，钢企采购热情整体偏低，钢企焦炭库存明

显低于往年。 

 

 

图 2 2019-2022 年生铁产量 

3、2022 年国内焦炭出口分析 

2022 年我国焦炭出口量呈现先增后减。2022 年 1-11 月份我国出口焦炭总量为 843.1 万吨，

同比增长 40.3%。2023 年出口量较 2022 年明显增长，其中 9 月焦炭出口量达到峰值，焦炭出

口量高达 127 万吨；全年月均出口量在 76.68 万吨左右。 

 

图 3 2019-2022 年焦炭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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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国内焦炭市场价格走势特点分析 

1、2022 年国内焦炭市场运行特点 

2022 年 1-4 月，随着市场对钢材需求预期增强，钢企盈利表现尚可，焦炭需求向好，焦炭

价格表现出了强势上涨行情；然而钢材的需求迟迟未兑现，钢材市场成交持续低迷，5 月以后

终端需求负反馈开始影响原燃料市场，5-8 月焦炭价格出现大幅下调，焦钢企业盈利承压，焦

企开工大幅萎缩，焦炭市场整体呈现紧平衡的状态，；8-11 月焦钢企业开始陷入利润间的博弈

阶段，焦炭价格震荡波动；进入 12 月以后焦煤价格连续强势上涨，叠加钢企冬储补库操作增

多，焦炭供应偏紧，焦炭市场完成 4 轮提涨，焦企开始恢复盈利，澳煤恢复通关的情绪炒作增

强，焦煤市场恐高情绪渐起，焦煤竞拍价格下调，焦炭成本推升作用减弱，焦炭价格趋稳，2022

年焦炭市场整体表现出了先强后弱，年末翘尾的行情。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28 日，唐山二级冶金焦价格为 2750 元，较年初涨

90 元；山西临汾二级焦报价 2750 元，较年初涨 100 元；山东地区准一级冶金焦报价 3190 元，

较年初涨 110 元。 

 

图 4 2021-2022 年焦炭市场价格走势图 

 

2、2022 年国内炼焦煤市场运行特点 

2022 年 1-11 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煤炭产量 40.94 亿吨，同比增长 9.7%，煤炭供应能力

相较去年有显著提升。蒙古、俄罗斯炼焦煤进口增加，但澳煤通关仍未恢复，且受疫情、安全

事故阶段性影响，国内煤矿产量阶段性萎缩，国内炼焦煤供应整体处于紧张局面，煤矿企业长

时间保持高利润，且炼焦煤价格下调滞后于焦炭，上涨却超前焦炭上调，致使焦企生产长时间

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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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3 年国内焦炭市场走势预测 

1、焦炭供应稍显宽松 

截至 2022 年底，国内焦炭产能约 5.6 亿万吨，预计 2023 年淘汰焦化产能 3000 万吨，新

增焦化产能 5000 万吨左右，2023 年焦化产能继续净新增。炼焦煤存让利预期，或可带动焦企

生产积极性，然而 2022 年钢企盈利较差，废钢用量减少，铁钢比基数较大，2023 年钢企盈利

或有好转，废钢回收明显改善，假设 2023 年粗钢产量平控，废钢比增加，铁水产量较 2022

年减少，焦炭国内的需求不及 2022 年，焦炭产能后根据铁水产量调节，整体供应趋于宽松。 

2、焦炭海外需求预计减弱 

2022 年从出口国家来看，1-11 月主要出口国家为印度、印尼、巴西等，其中，印度 146.6

万吨，占比 17.38%；印尼 139.95 万吨，占比 16.95%；巴西 106.6 万吨，占比 12.64%；出口日

本焦炭量下滑严重。2022 年南钢印尼金瑞公司新投产两座焦炉，与此同时海外新增焦化项目

逐步崛起，据不完全统计，海外新建焦化项目约 3000 万吨，其中 1700 万吨左右集中于印尼苏

拉威西省青山工业园区，三个项目将于 2023 年投产，我国焦炭出口开始受到来自海外焦炭产

量提升的冲击。印度财政部 2022 年 11 月 18 日发布通知，焦炭和半焦的进口税将恢复至 5%。

印度作为我国目前最大的焦炭出口国，如果此政策落实，后期焦炭出口量或将进一步下滑。 

3、2023 年焦煤价格重心下移 

2023 年仍然坚守煤炭保供稳价的基调，煤矿新增产能释放，国内煤炭供应有望增加，叠

加澳煤恢复通关的预期增强，蒙煤通关顺畅，进口煤炭供应亦有增加，2023 年炼焦煤供应释

放预期增强，炼焦煤供应偏紧的局面逐步改善，作为黑色产业链中盈利最高的品种，高估的价

格或被打压，焦炭的成本支撑减弱。 

4、2023 年焦炭价格波动收窄 

2023 年海外需求下降，焦炭出口量预期减少，粗钢压产政策或继续制约粗钢产量释放，

2023 年电炉产量、高炉炼钢废钢比增加，国内铁水产量或降低，焦炭的整体需求减弱；而焦

炭产能继续释放，焦炭产能过剩，供应调节能力继续增强。炼焦煤国内产能释放，进口炼焦煤

增长预期增强，焦煤供应紧张局面得到缓解，焦炭的成本或将走弱。2023 年焦企开工或将根

据铁水产量变化调节产量供应变量，焦炭波动区间收窄，在成本走弱带动下，焦炭价格重心下

移，或表现为前高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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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废钢市场震荡运行 

熊艾靓 

2022 年，影响废钢走势的主要因素有“国内外经济情况”+“房地产”+“疫情”+“财税

新政”+“废钢资源紧张”等，全年整体呈现宽幅震荡运行。6 月中旬之前废钢价格整体上行

趋势，6 月下旬开始断崖式下跌后，7-11 月份震荡运行，废钢采购价格震荡回调。年末疫情政

策优化，国家经济会议工作中明确明年发展方向，在各项利好政策的支撑下，钢材市场预期向

好，带动废钢钢价有所反弹。 

一、2022 年国内废钢市场运行回顾 

（一）废钢市场价格走势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兰格钢铁网废钢流通基准价格指数

2647 元（吨价，下同），较去年同期下跌 514 元：其中重废品种综合基准价格指数为 2633 元，

较去年同期下跌 501 元；破碎料品种综合基准价格指数为 2661 元/吨，较去年同期下跌 528 元

/吨。分区域来看，2022 年 12 月 28 日，华北地区重废价格为 2668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509

元；破碎料 2773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461 元。东北地区重废价格为 2615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760 元；破碎料 2400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950 元。华东地区重废价格为 2608 元，较去年同期

下跌 469 元；破碎料 2722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504 元。中南地区重废价格为 2639 元，较去年

同期下跌 471 元；破碎料 2693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508 元。西南地区重废价格为 2698 元，较

去年同期下跌 432 元；破碎料 2756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391 元；西北地区重废价格为 2570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365 元；破碎料 2623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353 元。 

 

图 1 国内废钢市场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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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钢厂采购废钢价格走势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以 6mm 厚重废不含税价格为例，

沙钢采购价格为 2690 元，较年初采购价格下调 575 元，降幅 17.61%；河北敬业采购价格 2976

元，下调 531 元，降幅 15.14%；沁阳宏达采购价格 2770 元，下调 490 元，降幅 15.03%；河源

德润采购价格 2930 元，下调 380 元，降幅 11.48%。 

 

图 2 主导钢厂价格走势图 

（三）废钢消耗走势 

据兰格数据网监测：2022 年 1-12 月份，253 家样本钢厂废钢消耗总量为 16268.1 万吨，

同比减少 5922 万吨，降幅为 26.6%。上半年消耗总量为 9131.9 万吨，同比减少 2576.8 万吨，

降幅为 22%；下半年消耗总量为 7136.2 万吨，同比减少 3345.2 万吨，降幅为 31.9%。 

 

图 3 2021-2022 年月度废钢消耗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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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废钢行情走势 

强势上半年：2022 年伊始，在成材价格强力支撑下，钢厂采废意愿较高，加之钢厂冬储

备货需求量的释放，废钢价格强劲上行。2 月份受到春节假期和冬奥会影响，废钢市场交投情

况回稳，但钢厂收货意愿浓厚，节后电弧炉钢厂逐步复工，废钢价格偏强运行。3 月份 40 号

税收文件执行，加上全国各地疫情频繁爆发，导致钢厂废钢库存不断下降，为了保障日耗量，

钢厂不断上调废钢采购价格，废钢价格持续上行。4 月份废钢市场呈现维稳高位运行，5 月份

受成材价格大幅下滑影响，废钢价格小幅回落。6 月初多地区下调房地产贷款利率、终端需求

预期较好，废钢价格上行反弹。 

疲软下半年：6 月中下旬废钢价格开始出现断崖式下滑，7 月 28 日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

废钢价格开始超跌反弹。8 月份沙钢在累计下跌 1450 元以后，全月进行八次调价，涨幅 430

元，提振市场信心，整体偏强运行。9 月期现震荡双上行，废钢供货商有意捂货挺价，钢厂到

货量有所减少，难以满足日耗，加之钢厂库存一直处于低位水平，为吸引货源多有上调采购价

格，废钢偏强运行。10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普遍下调，进入 11 月初废钢价格震荡走强。但随着

全国各地疫情频发，交通受阻资源流入较少，以及废钢价格持续反弹，电弧炉企业成本有所回

升，大部分钢企仍旧处于亏损态势，加大采废意愿不足情绪，下旬废钢窄幅反弹运行。12 月

份国家对于房地产的各项利好政策出台、美联储加息放缓、国内疫情政策放宽，均提振钢材市

场信心，废钢等原料价格也紧跟上行，但随着消息面的情绪消化后，成品材终端需求没有得到

实际改善，废钢价格继续上行略显乏力，盘整运行为主。 

 

二、展望 2023 年废钢走势 

钢厂层面：“十三五”以来，废钢作为可再生资源在钢铁冶炼过程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但废钢标准化程度依然较低，虽有国标和行业标准，钢厂普遍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具体的采购

标准。废钢产业链较长，且上游非常分散，且主要依靠汽运，运输半径较小，加工基地和贸易

商大多以销定产。因此钢厂在产业链中话语权更重，在采购标准制定、质检等方面占据主导地

位。 

从钢厂终端需求看，基本面还是多空因素并存，不存在压倒性的反方面倾向，2023 年钢

材市场行情继续宽幅震荡，废钢市场也随之波动。从 2022 年冬储情况看，今年年末废钢未发

生大规模冬储，节后钢企复产、增产会出现一波上扬行情，然后回落。上半采废年平均价格将

高于下半年。 

资源层面：2023 年继续维持废钢资源紧张局面，当前产废端主要有钢企自产废钢（占比

10%）、折旧废钢（50%）、加工废钢（40%）。造就废钢资源紧张的原因有，环保开始渗透在废

钢回收行业的各个角落，不合规定的商家减少连带废钢资源缩紧，钢厂限产减产，自产废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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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有一定比例的减少。 

基地层面：目前全国工信部准入再生资源基地 758 家。部分基地看好明年春季市场，12

月中旬至春节前开启小幅增库囤货模式，大部分日到货量 100 吨左右。大多数基地预期 2023

年上半年废钢走势较强，小部分基地继续观望为主。 

房地产层面：中指研究院认为，中央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基调不变，供需两端政策均有

继续优化空间，政策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强，核心一二线城市特别是核心二线城市，政策优化空

间较大，如限购、“认房又认贷”等方面有望继续调整；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将继续得到支持，

房企融资链条有望进一步畅通，企业资金面有望得到改善；“保交楼”仍然是侧重点，专项借

款及配套资金加快落地，有望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共同促进购房者预期好转。 

国际层面：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3 年美联储新票委底色较 2022 年更具鸽派色彩，这可

能会推动美联储更鸽派的转向，但美联储转鸽的关键仍在经济数据变动。我们认为核心商品项

有望推动美国通胀增速出现明显下行，美国经济较快恶化最早或发生于 2023 年一季度，我们

仍维持此前美联储将于 2023 年一季度停止加息、2023 年降息的判断，终点利率水平高度依赖

于未来几个月通胀下行速度，或在 5%左右。 

总结：2023 年 1-5 月份预期较强，宏观经济持续修复下，居民收入预期好转，叠加低基数

效应，成品材终端需求小幅增长，支撑废钢需求上行；6-8 月成品材需求与 2022 年基本持平，

钢企废钢需求不变；9-10 月恰逢金九银十，钢企利润有所改善，废钢需求积极；11-12 月宏观

经济落地不及预期，拖累市场修复节奏，废钢需求回落。目前来看影响 2023 年度废钢价格的

主要因素为成品端的需求能不能有起色，各项利好政策的落地情况能否符合强预期，国内经济

活力能否回来，关于经济的三驾马车能否重新起航。市场需求直接与钢企利润息息相关，由于

终端需求影响因素较多，废钢也将随之波动。综合因素分析，2023 年国内废钢市场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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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生铁市场宽幅震荡 

王 蕾 

2022 年国内生铁市场宽幅震荡，整体呈现“冲高回落后震荡企稳”的行情。1 月-4 月生铁

价格震荡上行，4 月底出现年内价格高点，5 月-7 月生铁价格开始回落，7 月底出现年内价格

低点，8 月-12 月生铁价格窄幅震荡调整后持稳运行。 

一、2022 年国内生铁市场宽幅震荡运行 

1-4 月份国内生铁市场震荡走强 

1、2 月份生铁市场重复涨后持稳的态势，受焦炭和铁矿石走势偏强的影响，原料成本支

撑生铁价格；春节后开市国内生铁市场在黑色系表现偏强、冬奥会限产的带动下，价格全面走

高，各地市场迎来开门红。但随着冬奥会限产政策放松，生铁供应增加，需求表现一般，下游

采购较为谨慎。 

3 月份国内生铁市场宽幅上行，表现强劲。秋冬采暖季及两会结束后，全国生铁开工率回

升，供应量增加。因全国多地出现疫情，导致部分市场停滞，或是运输受限，需求量下降，供

需差收窄。铁矿、焦炭市场 3 月份价格波动上行，给予生铁价格强有力的支撑。 

4 月中上旬，钢材、废钢市场偏强运行，再加上原料成本较高，铁厂利润偏低，支撑生铁

价格不断上行。随着各地疫情反复，下游铸造企业开工不高，生铁需求欠佳，加之运输不同程

度受限，铁厂库存持续累加，生铁市场供强需弱局面突显。4 月下旬黑色系期货整体下跌，商

家心态受挫，部分贸易商为促出货议价空间扩大；原料矿石、焦炭价格持续高位，支撑生铁稳

中偏强运行。 

5-7 月份国内生铁市场高位震荡后开始回落 

5 月份全国生铁市场大幅下跌，成交疲软。中上旬受疫情拖累，终端需求持续低迷影响，

焦炭价格持续下跌，矿石及废钢维持弱势回落，成本压缩明显，生铁价格大幅回落。中旬下游

需求尚未有好转，部分地区铁厂减产检修增加，且高炉开工、产能利用率双降，厂内库存增加，

生铁价格持续下跌。焦炭第四轮提降落地后，废钢价格低迷，生铁再次出现探底行情。 

随着 6 月下旬黑色系期货不断下挫，钢价大幅下跌，矿石、废钢同步回落，市场成交氛围

清淡，商家心态悲观，生铁成交基本停滞，报价下跌，为促出货成交重心不断下移。 

7 月份全国生铁市场价格快速下跌，整体成交清淡。焦炭连续四轮提降 800 元，成本回落

明显，加之钢厂亏损减产，采购炼钢生铁积极性较差，下游铸造厂开工率较低，仅少量按需采

购生铁，生铁成本、需求双弱，对生铁价格支撑无力，生铁价格继续回落，7 月底出现国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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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价格最低点。 

8 月-12 月份国内生铁价格窄幅震荡调整后持稳整理运行 

8 月初随着黑色系期货、钢材、废钢市场有所回暖，生铁跌势放缓，原料稳中趋强，下游

终端需求有所改善，生铁价格止跌小幅回弹。8 月中旬受焦炭等下行的影响，生铁原料成本有

下行预期，且下游需求短期内难有明显改善，生铁市场窄幅趋弱运行。 

9 月中上旬受焦炭提降及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影响，各地生铁价格窄幅下调。中下旬钢价维

持上涨行情，原材料市场表现坚挺，下游节前陆续补库等操作，市场情绪有所好转，部分企业

报价试探性上调。 

10 月初焦炭首轮提涨 100 元全面落地，生铁成本再度增加，叠加钢材、废钢价格走势偏

强，且下游铸造企业节前补库后，且多数库存处于偏低或负库存状态，商家提涨意愿偏强。随

着焦炭连续四轮提降落地累降 400-440 元快速落地，商家心态不乐观，生铁企业报价也陆续小

幅下调，11 月底生铁价格止跌，小幅回调后整体持稳观望运行。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炼钢生铁唐山地区报价 3290 元(吨

价，下同)，较上年年末降 510 元；翼城地区报价 3330 元，较上年年末降 490 元；临沂地区报

价 3570 元，较上年年末降 280 元（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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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炼钢生铁市场价格行情（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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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铸造生铁武安地区报价 3790 元(吨

价，下同)，较上年年末降 510 元；翼城地区报价 3700 元，较上年年末降 550 元；临沂地区报

价 3800 元，较上年年末降 330 元；淄博地区报价 3660 元，较上年年末降 450 元（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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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铸造生铁市场价格行情（元/吨） 

二、国内生铁年产量同比略有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份，我国生铁产量 79506 万吨，同比下降 0.4%（详

见图 3）。 

 

图 3 国内生铁产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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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3 年生铁市场展望 

1. 生铁需求或将保持平稳 

2022 年在“疫情”、国内外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22 年 1-11 月生铁产量同比下降 0.4%，

随着各项利好政策的出台，及美国加息节奏的放缓，2023 年房地产、基建都会出现好转，钢

材需求会有阶段性改善，在下游需求拉动下，生铁供应量将会有一定需求，中性预期下，2023

年铁水产量将会保持 2022 年水平。 

2. 原料成本支撑或将维持震荡格局 

据兰格钢铁网统计，2022 年国内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持续维持在 80%以下水平，处于历

史相对低位水平，低产能利用率为产量提供保障。在海外地缘冲突、大幅加息等因素影响下，

海外铁矿石需求连续下滑，预计 2023 年海外铁矿石需求持平或者小幅增加。 

而另一种主要原料焦炭却有重心下移预期，钢焦企业或将联合挤压炼焦煤利润来寻找合适

的利润空间，同时由于 2023 年疫情管控政策将会放松，蒙煤入关或有增量预期，加之澳煤恢

复进口消息再传，竞品增量将会对主产地炼焦煤价格造成一定影响，一直以来的市场炼焦煤供

应偏紧格局将会有所好转，炼焦煤对焦炭成本支撑的转弱同样将导致焦炭对生铁的成本支撑转

弱。 

铁矿和焦炭交替走强或走弱将会使生铁成本震荡运行，而基于生铁成本之上形成的生铁价

格，也将会在 2023 年呈现震荡局面。 

综合来看，在国内一系列稳增长的利好政策支持下，国内钢材需求会出现阶段性好转，预

计 2023 年国内生铁市场价格或呈现继续宽幅震荡的走势，幅度或略小于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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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钢坯市场或将宽幅震荡 

冯 珍 

2022 年钢坯价格延续上涨幅度高于钢材、下跌幅度小于钢材的特点，被作为保值避险的

品种持有。从整体价格趋势来看，呈现均价下移特征，唐山迁安主导钢厂普方坯出厂价格年内

均价 4105 元（2021 年均价 4723 元），年同比下跌 618 元。2023 年对于国内钢坯市场来说，疫

情的影响将逐步淡化，但外部因素的影响或有增强。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加码下，商家对于

2023 年春季需求普遍看好，将对钢坯价格形成一定支撑，预计 2023 年国内钢坯价格延续震荡

态势，供需端双向减量，价格高点或出现在 3-4 月份。 

一、2022 年国内钢坯市场行情回顾 

2022 年钢坯价格延续上涨幅度高于钢材、下跌幅度小于钢材的特点，被作为保值避险的

品种持有。整体上，资金走向主导现货情绪与价格，投机需求相对活跃，短期供需错配存在，

长期市场最终回归供需基本面。 

2022 年第一季度末，唐山钢坯价格（迁安主导钢厂出厂价格）高位回落，从 4860 元的价

格高位一路跌至 3400 元（7 月 15 日），整体呈现震荡下行趋势，唐山普方坯库存一度突破百

万吨。 

2022 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疫情多点爆发，物流运输受阻，下游开工时有中断。进入第二

季度，需求重地华东疫情加剧，市场几近停摆两个月有余；与此同时，北方供暖季结束，限产

解除，供给重地唐山产能逐步释放，期间虽有疫情反复，但长流程钢厂的生产并未中断。在此

期间，整体上钢坯市场供给增加，需求减少，钢坯库存水平不断上升。5、6 月间市场寄希望

于上海解封后周边地区需求的恢复，然而全国范围内终端需求启动不及预期，且短期未有明显

修复迹象，叠加下游轧材企业利润收缩、成本倒挂，轧材厂开工率维持低位。进入 8 月伴随全

国范围内成品材持续降库，成材利润高于钢坯，钢厂“减坯增材”，唐山钢坯辐射区域扩大，

累库大为缓解。进入第四季度原料上涨速度持续高于坯价，长流程钢厂钢坯利润长倒挂，期间

偶有短暂修复整体亏损局面未改，持续亏损下钢厂挺价意愿明显。长期以来，以卖方为主导的

钢坯市场，在持续偏弱行情下逐渐呈现需求端对价格影响力度增强的倾向。 

 

二、供需基本面-弱平衡状态 

1、唐山市场钢坯外卖投放量存在减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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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2022 年唐山地区钢坯日均外卖投放量约整体维持在 3-4 万吨

之间，与 2021 年基本持平，部分钢厂有新增轧线即将投入使用，预计后期钢坯外卖量存在减

量可能。 

2、唐山地区样本仓库库存统计 

 

2022 年唐山样本仓库钢坯库存峰值接近百万吨，明显高于 2021 年，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唐山地区样本仓库钢坯库存总量在 46.69 万吨，库存水平同比翻倍。峰值过高源于 6-7 月

间迁安疫情期间物流运输受阻，长时间钢坯无法外运，且期间轧钢厂停产，需求低迷，导致疫

情缓解后坯料集中入库。 

3、唐山地区钢坯日需求量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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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唐山钢坯日需求量约在日均 4.9 万吨的水平，年同比基本持平。整体上 2022 年唐

山地区钢坯市场全年处于供需弱平衡的状态。 

 

4、轧材厂成品材出货量同比增加 

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2022 年唐山地区样本轧钢企业成品材预估全年出货总量在

810 万吨水平，同比增加约 90 万吨左右。 

 

5、样本轧钢企业成品材厂内库存持续累库 

 

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 2022 年样本轧钢企业成品材厂内库

存约为 72.5 万吨，较去年同期库存水平翻倍，库存压力明显增加，叠加利润倒挂，一定程度

上抑制轧钢厂采坯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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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流程钢厂钢坯利润水平同比下移 

 

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2022 年唐山地区样本长流程钢厂钢坯利润水平整体下移，

全年利润峰值出现在 2 月初，为 618 元，利润低点出现在 7 月中旬，为-708 元，全年超过 4

成时间处于亏损状态。 

 

四、2023 年国内钢坯市场趋势预判 

2022 年国内钢坯市场价格水平年同比明显下移。以唐山地区为例：截至 2022 年 12 月 27

日，唐山迁安主导钢厂普方坯出厂价格年内均价 4105 元（2021 年均价 4723 元），年同比下跌

618 元；其中年内价格高点在 4880 元，低点在 3400 元，价格震荡幅度在 1480 元；区域市场

价差（江阴-唐山）同比收窄，北材南下机会较 2021 年减少。 

全国范围内供需双向收缩，进口坯料明显减量，同一时间段内原料端价格涨势大于钢坯，

而钢坯价格上涨幅度大于成材，终端利润同比进一步下滑，岁末临近市场淡季效应逐步显现。

2023 年对于国内钢坯市场来说，疫情的影响将逐步淡化，但外部因素的影响或有增强。目前

商家对于 2023 年春季需求普遍看好，将对钢坯价格形成一定支撑。 

综合预计 2023 年国内钢坯价格全年延续震荡，供需端双向减量，价格高点或出现在 3-4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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