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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 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高开低走。2023 年国内经济增速有望回到 5%以上，整体需求

会有较大改善。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保持高速，房地产需求也有很大可能走出低迷。

故预计 2023 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依然保持宽幅震荡的态势。 

2022 年国内型钢市场价格大幅下跌。2023 年钢材市场基本面还是多空因素并存。疫情管

控放开后，国内生产、生活将逐步回归正常，叠加政策发力，届时钢材需求将逐渐回升，但

考虑房地产始终是硬伤，国外环境动荡不安，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回暖速度

或无法对冲供应增量，2023 年型钢市场还将处于供大于求状态，综合预计 2023 年国内型材

价格将延续宽幅震荡走势，整体价格水平与 2022 年全年基本相当。 

2022 年国内热轧板卷市场冲高回落。2023 年上半年热卷市场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政策

面对于市场带来一定稳定作用，但供需恢复仍较为缓慢。整体来看，一季度受基本面偏弱的

情况影响，热卷市场多呈现夯实底部的情况，市场成交价格或将震荡偏弱运行。二季度以及

下半年重点关注需求端恢复情况，市场成交或存底部回升的空间。受此影响，预计 2023 年国

内热轧卷板主流运行区间或将在 3600-4800 元之间。 

2022 年国内中厚板市场冲高回落。2023 年来看，随着各项利好政策及时落地，加之近期

已临近传统消费旺季“冬储”，虽然在高成本薄利润的格局下，贸易企业大规模冬储意愿不足，

但结合后结算协议订单来看，国内中厚板库存仍有小幅增长的空间，对于市场价格来说，在

新春佳节前夕或有一波探涨行情，综上所述，预计 2023 年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重心或略有上

移。 

2022 年国内焊镀管市场价格中枢下移。2023 年来看，对于焊镀管品种，冬储行为后置至

2 月份，累库高度或高于去年，价格波动自主性加强，全年双重顶趋势，以唐山焊管出厂成

交价为例，上半年价格区间 3900-4500 元，下半年价格区间 4000-4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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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宽幅震荡 

赵 宇 

2022 年国内处于稳增长强预期和低需求弱现实的博弈之中，建筑钢材市场价格呈现高开

低走的态势。一方面是俄乌冲突不息、美联储加息强预期等复杂外部环境，另外更为关键还是

疫情形势严峻反复，房企资金长期紧张，抑制钢材整体需求。上半年市场价格冲高回落，下半

年随着国内利好政策频频出台，防疫政策逐步优化，保交楼等地产支持政策不断加码，市场情

绪显著提振，市场价格触底回升，不过还是远远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一、2022 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供需情况 

1、2022 年国内建筑钢材产量同比下降 

2022 年，国内建筑钢材产量呈两头低中间高，累计来看，2022 年 1-11 月，我国钢筋产量

21815.1 万吨，同比下降 8.1%；我国线材（盘条）产量 13034.6 万吨，同比下降 7.7%。(详见图

1)。 

 

图 1 国内建筑钢材产量走势图 

2、2022 年建筑钢材库存分析 

2022 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去库存化过程较为明显，冬储累库增速较快，3 月为年内库存最

高位 1125.1 万吨，随后呈现持续去库化(详见图 2)。 

https://jiancai.lg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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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建筑钢材库存走势图 

二、2022 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价格走势特点分析 

 

图 3 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价格走势图 

2022 年度建筑钢材市场价格呈现出一个“w 型”的走势，第一个阶段五一前后，第二个

阶段十一前后。具体如下： 

第一个阶段：随着 5 月假期里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抗疫的重要性，使得资本市场对经济

恢复的信心受挫，从而导致节后商品市场最先反馈，钢材价格高位回落。临近中旬价格跌势有

所放缓，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处于相对可控的疫情突然出现以北京中铁十一局三公

司的聚集病例，掀起了北京工地的大面积停工防控，同时其后几天天津报告最新病毒分支，四

川广安县城出现爆发性病例并几天下降后又突然大幅增加，一系列事件打的国内措手不及；而

一直阴云密布的美联储加息又迅速发酵，美元指数飙升，原油大宗商品暴跌，由此内外交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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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商品出现崩盘式下跌； 

随着 6 月进入工地的施工传统淡季及资金回款越发困难，需求的下降开始对钢价起明显的

压制作用，而伴随着美联储罕见加息 75 基点而带来的全球动荡，冲击了包括铁矿石在内的大

宗商品，于是商品市场的加速下跌，也进一步刺激了现货的下行； 

随着 7 月南方降雨北方高温情况明显，建材需求在房地产整体低迷的形势下更是极度萎

靡，而前期一直被热炒的钢企限产，明显减产幅度不及需求萎缩速度，由此钢价开始再次向下，

而后钢价下跌又促使钢企利润进一步恶化，这也直接导致月中出现了类似成本崩塌的负反馈出

现，螺纹钢价格跌到 3879 元，暴跌千元之多接近年内低点。之后在减产持续的作用下，市场

开始自我修复，同时由于钢企利润好转，故钢企开始复产，从而带动原料出现反弹，如此 7

月着实上演了一出减产跌价、复产涨价的局面。 

第二个阶段，随着 10 月节假积累的利多因素减退；加之多地疫情扩散较快，多地严防严

控。在人民日报连续两天表态支持动态清零之后，新华社再度发文称需要增强定力耐力，疫情

防控决不能“躺平”。投机需求大幅减少，节后累库加速，市场悲观心态加剧，而钢厂因环保

限产叠加成材负反馈，铁水需求见顶预期增加原料压力，成本支撑松动。之后国内经济数据发

布不及预期，期螺盘面跌至 3400 点附近，市场心态崩塌，现货价格加速跌至年内低点。之后

伴随防疫政策优化和地产金融 16 条等宏观利好消息陆续出台，市场情绪大幅提振，现货价格

触底反弹。 

三、2023 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价格走势预测分析 

2022 年全国钢材价格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回落，预计新一年内钢材价格上涨动力增强，

展望 2023 年市场行情将以宽幅震荡为主调。 

对于 2023 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思路，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

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

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要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2022 年 1-11 月份，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 123863 亿元，同比下降 9.8%；商品房销售面积 121250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3.3%；房屋新开工面积 111632 万平方米，下降 38.9%。从数据上看，目前房地产需求还是比

较疲弱。故 2023 年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放宽，投资和销售面积有望稳步回升，新开工降幅有所

收窄，地产对整体需求拖累会有明显减弱。 

基建方面，2023 年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

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的融资

支持。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2022 年在 7400 亿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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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性金融工具的支持下，基建投资表现强劲，2023 年这一工具有望延续，支持基建投资继续

保持高增长。 

综合来看，2023 年国内经济增速有望回到 5%以上，整体需求会有较大改善。基建和制造

业投资增速继续保持高速，房地产需求也有很大可能走出低迷。故预计 2023 年国内建筑钢材

市场依然保持宽幅震荡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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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型材市场延续宽幅震荡 

王晓雪 

前言：2022 仍旧是政策主导年，钢材价格在宏观政策调控下，出现阶段性上涨，但由于

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制造业加速下滑，出口骤减，钢铁行业供需矛盾激化，众多不利因素导

致 2022 年国内型钢价格大幅下跌。2023 年型钢市场如何演绎，下面我们具体回顾及分析一下。 

一、2022 年国内型材市场行情回顾 

1、2022 年国内型材价格走势回顾 

2022 年国内型材价格整体呈震荡下跌走势，表现特点为：易跌难涨，价格创年内新低，

振幅逐渐收窄。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全国 5#角钢均价 4420

元（吨价，下同），较去年同期累跌 778 元；25#槽钢均价 4412 元，较去年同期累跌 795 元；

25#工字钢报价 4411 元，较去年同期累跌 821 元；200*200H 型钢均价 4125 元，较去年同期累

跌 805 元(详见图 1、2)。 

纵观全年，年内高点出现在（2022 年 4 月 7 日），角钢、H 型钢均价高点分别为 5575 元/

吨和 5292 元/吨；年内第一个低点在（7 月 22 日），角钢、H 型钢均价分别为 4350 元/吨和 4171

元/吨；第二个低点出现分歧，工槽角钢出现在（11 月 3 日）均价 4213 元/吨，H 型钢出现在

（12 月 2 日）均价 3983 元/吨，全年最大波动幅度达 1300 元/吨。 

 

图 1  2022 年国内工槽角钢价格走势（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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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2 年国内 H 型钢价格走势（单位：元/吨） 

全年钢价可分为三个阶段：①1-4 月，开年宏观预期向好+两会限产炒作，钢价缓慢走高，

4 月初达到顶峰；②5-7 月，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疫情爆发+供需矛盾激化等利空影响，钢价

开启单边加速下跌，7 月下旬形成年内第一个低点；③8-10 月，利空出尽+政策发力，跌势放

缓，但需求受限，钢价区间震荡；④11-12 月，政策托底+疫情管控放开，钢价止跌反弹。 

 

2、2022 年国内型钢厂变动及供应情况 

1) 唐山调坯轧钢厂主导优势正在逐渐衰退 

从 2022 年实施的环保限产开始，频繁停限产下，迫使一些老旧、产能落后、竞争力小的

一批调坯轧钢厂逐渐倒闭，或被迫转型，钢厂由之前的五六十家锐减到如今的不满 30 家，这

给了沿海及一些偏远城市钢厂崛起和生存机会，近些年福建、江浙、西南各地大小钢厂如雨后

春笋般相继成立，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运距的优势，使得区域价差缩窄，唐山辐射全国的优

势逐渐在丧失。 

2) 上游供应压力越来越大 

除去调坯轧钢厂，近年来新起的高炉、电炉型材钢厂越来越多，内蒙古建立、福建三钢，

年产能分别在 140 万吨和 150 万吨，于 2022 年已全面向国内市场投放，河北天柱新厂建成后

由一条 H 型钢产线升级为 2 条，年产能由 150 万吨升为 220 万吨，下半年全面投产。在“稳

经济、保就业”的政策下，长流程钢厂大部分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调坯钢厂环保限产解除后，

全年库存量持续攀升，上游供应压力增大，也是今年型钢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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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长流程型材钢厂全年开工率均值在 87.7%。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从 2022

年 3 月至今，以周为频，统计国内 15 家长流程样本生产企业共 29 条型钢轧线开工，全年除 3

月、11 月开工率在 80%附近，其它月份开工率普遍维持 86%-96%之间，全年长流程型材钢厂

大部分处于满产状态，未出现大范围集中停产、限产情况。 

 

 

图 3  长流程型材钢厂开工率 

2022 年唐山调坯轧钢企业全年开工率均值在 49.7%，同比上升 5.5 个百分点。2022 年政策

面环保限产全面解除，除因亏损和疫情原因倒逼部分钢厂阶段性停产、检修，全年轧钢厂开工

率略有上升。 

 

图 4 唐山型材轧型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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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唐山调坯型材钢厂成品钢库存总量均值在 64.7 万吨，同比上升 55.5%。如图 5 所

示，唐山调坯钢厂企业成品钢库存在 2017、2018、2019、2020 年这四年的库存总量均保持在

50 万吨以下，环保限产解除后，2022 年库存总量快速攀升，全年库存均值在 64.7 万吨，个别

时间段甚至临近 80 万关口，调坯轧钢厂库存量增加，也给型钢市场带来一定压力。 

 

 

图 5 唐山型材钢厂库存 

 

3、2022 年国内型钢市场需求情况 

房地产：2022 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延续低迷态势，坚持住房不炒的政策方针，全年房地产

维持低迷态势，下半年随着政策放松，融资环境改善，降幅有所收窄。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

2022 年 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3863 亿元，同比下降 9.8%，房地产是用钢需求的

大头，直接导致钢铁以及型钢需求大幅减少。 

综上所述：2022 年随着环保限产解除，供应呈现大幅增量，而房地产、制造业萎缩，钢

材出口减少，导致全年国内型钢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状态，叠加全球经济萎缩，美联储加息，疫

情扰动，虽国内宏观政策不断加码，刺激钢价阶段性回暖，但众多不利条件下，2022 年国内

型钢价格呈现震荡下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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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二、2023 年国内型钢市场环境及行情预测 

2022 年 12 月 6 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对 2023 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旅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目前业内普遍预计 2023 年经济增速在 5%左右，这已经是考虑到了全球经济增

速在 2023 年将明显转弱，将给我国外贸出口带来较大压力的结果，2023 年国家宏观政策面预

期向好，利好钢铁市场。 

2023 年推动经济增速加快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伴随疫情影响消退，国内消费将出现

较大幅度反弹，特别是服务消费。这是 2023 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二是在针对房地产定

向降息等各项政策调整到位驱动下，2023 年年中前后楼市有望走出低迷，房地产投资和涉房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有望减弱；最后，2023 年宏观政策还会保持一定稳增长力度，政

策面不会大幅退坡，这也是支持明年经济较快修复的一个因素。2023 年中国稳增长措施陆续

加码，全国基建投资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加之“疫情”对于经济活动与消费的掣肘明显减弱，由

此奠定了钢材国内需求的坚实基础，2023 年国内型钢需求有望改善。 

2022 年国内型钢供应量呈明显增加，2023 年除去政策面停限产影响外，型钢供应量将继

续增量。2023 年广西翅冀钢厂型材产线将全面投产，广西翅冀前身是迁安九江，厂内共计 6

条型钢产线，工槽角钢、H 型钢、镀锌型材全系列，年产能近 1000 万吨，这对中南乃至全国

型钢市场格局影响巨大。其次山西晋南正在筹建大规格型钢和 H 型钢产线，邯郸金鼎 H 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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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于 2023 年均全面投放市场，2023 年国内型钢供应压力将明显增加。 

经过 2022 年的巨额亏损，为规避风险，现货商家普遍采取降库存、钢厂直发、市场串货

等方式来维持正常经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型钢现货库存较去年同期普遍降了 30%-50%，资

源紧缺、断货情况屡屡发生，而对于 2023 年行情，大家预期并不乐观，加上目前价格坚挺，

商家冬储意愿不高，多被动冬储，资源可能集中在钢厂一级代理，而且是区域性本地钢厂资源

为主。另外，不少钢厂也发消息称不出冬储政策，改为自储，随行就市。总体来看，预计 2023

年国内型钢库存延续 2022 年状态，资源越来越集中，区域化越来越明显。 

2023 年钢材市场基本面还是多空因素并存。疫情管控放开后，国内生产、生活将逐步回

归正常，叠加政策发力，届时钢材需求将逐渐回升，但考虑房地产始终是硬伤，国外环境动荡

不安，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回暖速度或无法对冲供应增量，2023 年型钢市场

还将处于供大于求状态，综合预计 2023 年国内型材价格将延续宽幅震荡走势，整体价格水平

与 2022 年全年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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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热卷市场或将宽幅震荡 

孙新萍 

一、热轧卷板年内运行逻辑回顾 

2022 年热轧卷板市场整体从 2021 年的“政策市”回到由基本面主导，特别是需求端影响

力逐渐加强。整体来看，2022 年虽然政策面仍对于市场带来一定影响，但是影响力逐渐转弱，

特别是在低需求强预期的大环境之下，无论是政策影响的力度还是深度都有所减弱，市场业者

把关注点逐渐放到供需方面。 

2022 年国内热轧卷板产能仍处于扩张期，新建产能集中释放，而需求面临萎缩，叠加疫

情不断发酵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需求端带来一定扰动，拖累热卷价格节节下行。 

整体来看，2022 年一季度市场仍处于“强预期”主导之中，特别是乌俄战争因素将热轧

卷板价格推升至年度以来高点。而后期 4-7 月份受出口需求下降、国内需求好转受限以及美联

储加息因素共同影响，热轧卷板价格跌势难止，市场价格在 7 月中下旬跌破 4000 元关口。8-12

月份市场整体呈现区间震荡行情，虽然期间行情小有反复，但仍围绕着低需求的逻辑进行波动，

“金九银十”呈现旺季不旺的格局，市场整体购销谨慎的心态贯穿始终。及至 11 月中下旬到

12 月份，受国内政策面以及业者对于后市预期向好支撑期货盘面试探高位，提振现货价格跟

随上调，但受需求见顶的情况影响，市场整体交投维持偏弱情况。 

 

1、热轧卷板价格年度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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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热卷价格呈现震荡下行局面，整体呈现为前高后低。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

2022 年国内热卷均价为 4552 元，同比下跌 856 元，但较 2020 年同期仍上涨 650 元。2022 年

以来热卷市场整体影响因素纷繁复杂，从 2021 年的政策市逐渐回归到基本面，但受宏观因素

影响表现增加。整体来看，热卷均价最高值出现在 3 月上旬为 5379 元，主要受乌俄战争因素

影响，海外需求增加带动国内热卷出口因素利好市场成交上涨；最低值出现在 7 月份为 3840

元，受需求弱势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热卷价格迎来快速下跌行情。 

 

2022 年全年热卷南北价差基本处于不畅的局面，特别是部分时段南北价差呈现倒挂的局

面。多数时间南北价差低于运费成本，导致市场资源难以实现资源流通，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在

于需求端表现弱势。 

 

2、关联品种价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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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热卷与中厚板价格走势高度一致，两者价差呈现先收缩再扩大然后再度收缩的局

面。从数据方面来看，中厚板与热卷价差最高值出现在 7 月中旬为 443 元，当时受美联储加息

预期影响，热卷期货盘面震荡下行利空热卷价格跌势加剧，而中厚板受需求面支撑价格相对抗

跌性较强，导致两者价差有所扩大；最低值出现在 4 月初为 16 元。另外，进入 11 月份以来，

特别是 11 月下旬，中厚板与热卷价差持续收窄，主要原因在于热卷市场受强预期提振期货盘

面走强，带动现货价格节节攀升，但需求低迷的情况并未有明显改观；而中厚板市场交投更加

侧重于基本面，上涨相对缓慢，综合影响下，两者价差持续收窄。 

 

2022 年热卷与带钢价差持续收窄。据兰格钢铁网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热卷均价 4621 元，

带钢均价 4567 元，均值差值 55 元。热卷与带钢差值最高出现在 1 月初为 123 元，最低值出现

在 10 月底为-10 元。整体来看，卷带替代作用有所减弱。 

 

3、热轧卷板期现价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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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半年热卷基差总体走势符合预期，主要在于热卷产能释放快，卷螺倒挂，利空

热卷估值进入低区价导致基差拉阔；下半年特别是 10 月份重要会议之后，受政策释放不足影

响，市场预期有所转弱，叠加原料负反馈以及宏观利空的因素综合影响，期卷跌幅加速，而现

货受库存以及采购成本等支撑跌幅不及期货盘面，导致基差扩大。 

 

二、国内热轧卷板产线介绍及产量分析 

1、热卷轧机装备分布及区域分布情况 

 

产线 条数 产能（万吨） 

1420mm 线及以下 5 条 1200 

1450mm 线 12 条 2740 

1580mm 线 14 条 4546 

1700mm 线 8 条 2798 

1780-1880mm 线 32 条 10923 

2050mm 线及以上 18 条 7534 

ESP 7 条 1550 

合计 96 条 31291 

 

据兰格钢铁网统计，2022 年全国 56 家钢厂热卷产线共 96 条，热卷产能总量合计为 31291

万吨。细分来看，全国 96 条热卷轧线中主要是以 1780-1880mm 线占据主导，总产能达到 10923

万吨，其次为 2050mm-2300mm 轧线产能总计 7534 万吨。另外，ESP 产线共计 7 条合计产能

1550 万吨，主要分布在华东区域，华北以及华南区域也均有分布。新增产能方面，据兰格钢

铁网统计数据显示，全年共新增 1900 万吨产能释放，分别集中在华南、华北以及华中区域。 

 

2、热轧卷板主要生产区域分布情况 

据兰格钢铁网统计，2022 年全国 56 家钢厂热卷产线共 96 条，热卷产能总量合计为 31291

万吨。分区域来看，华北地区热卷轧线产能以 10615 万吨位居首位，区内纵横、港陆、唐钢等

钢厂产能居前；华东区域产能屈居第二位，产能合计 7560 万吨，宝钢、沙钢、日钢、马钢、

梅钢产能均较为集中；华中热卷轧线产能位列第三，产能总计 4016 万吨，武钢、宝钢青山产

能居前。另外，其他区域方面钢厂热卷产能也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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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热轧卷板钢厂产量情况 

 

2022 年我国热轧卷板产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兰格钢铁网统计的全国 35 家热卷钢厂主

要指标显示，2022 年全年 35 家钢厂热轧卷板累计产量为 13479 万吨，同比减少 378.7 万吨；

国内 35 家主流钢厂热卷总产能在 17802 万吨，占比全国热卷总产能的 56.89%。按照比例推算

预估，2022 年全国热卷总产量为 2.37 亿吨，同比下降 2.7%。 

从 2022 年数据来看，全国 35 家热卷钢厂产量高位集中在二季度，最低值出现在三月上旬

为 241.86 万吨，最高值出现在 7 月中旬，为 295.75 万吨，后期受热卷价格下行行情导致钢厂

热卷轧线亏损加重影响，热卷产量高位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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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热轧卷板钢厂排产期 

 

2022 年全国钢厂热卷排产期走势呈现高位下降的态势，仅在 9 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排产期

存在明显增加的情况。具体数据来看，据兰格钢铁网统计数据显示，全国 35 家钢厂热卷排产

期均值在 27 天左右，主要受热卷震荡下行行情影响，贸易商以及终端企业采购情绪谨慎，钢

厂排产期天数有所下降。 

 

5、热卷卷板产能利用率情况 

 

2022 年国内 35 家热卷钢厂轧线产能利用率有所走低。据兰格钢铁网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国内 35 家钢厂热轧卷板产能利用率为 63.79%，较上年同期下降 1.80 个百分点。但是从数据

面也可以看出，10 月份以来热卷轧线开工率较去年同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升，主要受政策

面预期以及业者对于后市存在一定看好预期支撑，热卷市场购销气氛温和好转带动钢厂轧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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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率有所上行。 

 

三、进出口情况分析 

2022 年 1-11 月，我国热卷进口量同比回落，出口量有所增加，进出口状态延续净出口的

局面。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1-11月份我国累计出口热轧板卷 1041.18万吨，同比增加 23.76

万吨；共进口热轧板卷 189.44 万吨，同比减少 53.28 万吨。1-11 月净出口 851.74 万吨，同比

增加 77.04 万吨。 

 

 

1、热轧卷板进口情况 

 

据海关数据显示，1-11 月份我国共进口热轧板卷 189.44 万吨，同比减少 53.28 万吨。其

中进口量最低值出现在 2 月份，为 15.16 万吨，主要是受传统春节假期情况影响；最高值出现

在 4 月份，为 21.54 万吨，主要是受到乌俄战争因素影响，前期俄罗斯大量热卷难以出口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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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较国内存在一定优势，因此 4 月份热轧卷板进口量明显增加。 

 

2、热轧卷板出口情况 

 

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份我国累计出口热轧板卷 1041.18 万吨，同比增加

23.76 万吨。其中最高点出现在 4 月份为 116.68 万吨，最低值出现在 2 月份为 43.92 万吨。受

乌俄战争因素影响热卷海内外价差拉阔，热卷出口订单激增，但 4 月份疫情因素导致内陆运输

受阻以及港口发货不畅等影响，出口并未有太大增速，及至 5 月交通完全畅通延迟订单陆续发

货，导致出口暴增。整体订单暴增后的 4-6 月份我国板材出口量出现大规模增量，但并不持续，

7 月份起我国钢材整体出口量开始下滑至正常水平。 

 

四、 热卷下游需求情况 

1、宏观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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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以来，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震荡运行，新订单指数走势弱于 PMI 指数。整体来看，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最低值出现在 4 月份为 47.4，同期新订单指数为 42.6，主要受疫情因素影

响，上海等区域实行封控，拖累经济发展；而后期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以及新订单均自 7 月

以来连续两月出现扩张，显示制造业的经营活动有所回升。11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8%，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为 46.4%，比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

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继续下降。 

 

2、热轧卷板供需平衡表 

据兰格钢铁网对于热轧卷板数据跟踪测算，2022 年，预计热轧卷板总需求为 2.27 亿吨，

较上年减少 831 万吨，同比下降 3.5%。 

 

热轧卷板供需平衡表（万吨） 

 2021 年 2022 全年 E 同比增减 

产量 24358 23692 -666 

进口 254.41 206.66 -47.75 

出口 1059.12 1135.82 76.7 

期初库存 192.56 211.42 18.86 

期末库存 208.92 187.27 -21.65 

总需求 23569.65 22738.69 -830.96 

 

3、下游需求情况分析 

3.1 汽车产销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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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国汽车产销情况较去年同期均有明显上升，创近三年以来高位。据中汽协数据

显示，2022 年 1-11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62.8 万辆和 2430.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1%和

3.3%。其中，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继续增加，1-1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25.3 万辆

和 606.7 万辆，同比均增长 1 倍，市场占有率达到 25%。 

3.2 家电产量情况统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份四大家电产量总量为 54643.9 万台，同比增加

9377.3 万台。具体细分品种来看，空调累计产量 20449.4 万台，同比增长 2%；冰箱累计产量

7917.5万台，同比下降3.7%；洗衣机累计产量8271.1万台，同比增长4.5%；彩电累计产量17851.3

万台，同比增长 7.8%。 

 

3.3 挖掘机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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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 26 家挖掘机制造企业统计，2022 年 1-11 月，共销售挖掘机

244477 台，同比下降 23.3%；其中国内 145738 台，同比下降 43.7%；出口 98739 台，同比增

长 64.9%。随着四季度至明年行业基数进一步下降，行业增速或同比好转，国际化有望成为后

续一大亮点。 

 

3.4 集装箱产量 

 

2022 年 1-11 月全国金属集装箱产量 14268.7 万立方米，同比下降 8710.4 万立方米或

37.91%。 

 

五、 全国库存情况分析 

1、热轧卷板社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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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热卷社会库存波动范围有所收窄。截至 2022 年 12 月 23 日，全国热卷社会库存总

量为 187.27 万吨，同比下降 21.65 万吨。整体来看，2022 年热卷期初库存为 221.42 万吨，期

末库存为 187.27 万吨，库存下降 24.15 万吨。其中，全年库存最低值出现在 12 月中旬为 183.27

万吨，最高值出现在 2 月中旬为 278.18 万吨。 

 

2、热轧卷板钢厂库存 

 

2022 年全国 35 家热卷钢厂库存水平较去年有所下降。截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全国 35

家热卷钢厂库存总量为 62.2 万吨，同比增加 6.2 万吨。钢厂库存方面，期初库存 64.5 万吨，

期末库存 62.2 万吨，下降 2.3 万吨。整体来看，全年钢厂热卷库存最高值出现在 6 月下旬为

88.21 万吨，最低值出现在 3 月中旬为 48.15 万吨。 

 

六、 2023 年热轧卷板市场展望 

2023 年重点关注宏观面以及国内需求端恢复情况。宏观方面，美联储加息周期尚未结束，

欧美经济衰退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外部压力仍对于国内黑色产品带来一定扰动，整体来看，国

内出口情况或难有较大程度的利好支撑。另外，欧美等国家高通胀压力影响，美债和美元更多

地交易紧缩，大宗跟随货币波动性比较强，对于国内黑色系产品带来一定影响。国内方面，稳

增长政策将继续加码，对于国内经济带来一定托底作用。政策面对于房地产相对宽松，地产政

策由需求端向供给端、稳融资等方面进行发力，稳地产政策加强利好地产对于经济的拖累有所

减弱。整体来看，2023 年国内制造业或阶段性温和好转，对于热卷需求带来一定支撑。 

2023 年上半年热卷市场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政策面对于市场带来一定稳定作用，但供

需恢复仍较为缓慢。整体来看，一季度受基本面偏弱的情况影响，热卷市场多呈现夯实底部的

情况，市场成交价格或将震荡偏弱运行。二季度以及下半年重点关注需求端恢复情况，市场成

交或存底部回升的空间。受此影响，预计 2023 年国内热轧卷板主流运行区间或将在 3600-4800

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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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重心略有上移 

李冕辰 

纵观 2022 年全年，国内中厚板市场整体呈现冲高回落走势，年初国内市场经历了品种利

润空间突破新高的快速回落，价格峰值与上年同期已基本持平，在大宗商品整体冲高的带动下，

第一季度价格区间维持高位，但随着国内外“疫情”消息发酵，加之美联储等国际金融属性鹰

派作风强硬，现货市场由原本乐观积极的预期迅速转为悲观，另外，伴随着原料市场不确定性

因素增加，各地生产企业利润空间明显收窄，个别时期倒挂趋势明显，在需求释放不及预期的

前提下，第二、三季度中厚板市场价格基本呈现弱势下行走势，进入四季度，随着国家政策对

于“疫情”管控的优化，各地经济及时出台相关利好政策，现货价格呈现稳中探涨走势。 

一、2022 年中厚板市场价格冲高回落 

2022 年中厚板市场价格冲高回落。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

重点区域邯郸价格为 4060 元/吨，同比下跌 920 元左右；江阴价格为 4150 元/吨，同比下跌 820

元左右；天津 4020 元/吨，同比下跌 920 元左右；乐从 4350 元/吨，同比下跌 810 元左右。十

大重点城市均价为 4131 元/吨，同比下跌 906 元左右。 

随着国内政策对于“疫情”管控措施已逐步放松，各地经济复苏局势比较明朗，以邯郸、

江阴、乐从等重点城市为例，虽已临近年末，但报复性消费心理比较明显，加之各地方政府及

时出台相关利好政策，期现价格较前几月份有明显上涨趋势，但与年初及往年同期相比，仍存

在较大差距。 

 

图 1  国内重点城市中厚板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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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中厚板库存降幅超预期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3 日，国内中厚板社会库存量约为 104.3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6 万余吨。中厚板钢厂库存 2022 年上半年处在同比较低水平，因上

半年行情相对全年表现尚可，南北价差处于正常水平，且下游用量相对稳定，钢厂库存量处于

低位，但 2022 年下半年受全国疫情影响，部分区域交替封控管制，中厚板资源流通相对缓慢，

钢厂库存持续高位，且下半年南北价差相对较小，部分北方资源运至南方无明显利润可言，导

致部分贸易企业运营模式有所改变，不再以长协方式订货，转为随采随销，导致部分钢厂订单

减小，库存量维持高位。 

 

 

图 2  国内中板钢企库存走势图 

三、国内中厚板产量同比明显增长 

至于开工情况，据统计，2022 年全年，30 家样本中厚板企业轧线生产总量为 7363.4 万吨，

同比增长 15%。其中主要集中 7-10 月份，产量分别为 704.3、727.96、711.56、710.02 万吨。

如图 3 所示，上半年钢厂产量较少，下半年产量持续增长，因部分钢厂螺纹亏损现象频现，部

分铁水向中厚板品种倾斜，与往年同期相比，2022 年度中厚板产量处于明显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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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中板钢企产量走势图 

 

图 4   国内中板钢企产能利用率 

四、国外需求环境相对较好 

据海关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我国中厚板进口总量为 152.85 万吨，其中 3 月份为全

年最高月份，为 13.9 万吨，最低月份为 9 月，进口量为 12.27 万吨。上半年受乌俄战争影响，

我国进口中厚板较少，下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偏弱，美国加息和国内疫情不断影响需求量，下半

年需求量整体偏弱，2022 年进口量较上一年度呈现下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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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厚板产品 2021-2022 年度进口量对比图 

据海关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我国中厚板出口总量为 537.83 万吨，其中高点出现在

7 月份，出口量为 69.45 万吨，低点出现在 4 月份，出口量为 26.1 万吨。上半年受乌俄战争和

国内疫情影响，我国中厚板出口较少，1-4 月份持续较低，钢厂库存较大，6-8 月份期间为全

年出口量较多月份，因上半年出口较少，部分订单补发以及疫情影响下降双重因素，下半年出

口量交上半年增幅较大。 

 

 

图 6 中厚板产品 2021-2022 年度进口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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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游市场订单量普碳用量减少 品种板材用量持续增长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7 日，追踪 12 月份样本中板钢企总接单量为 138.14 万吨，与 2021 年

同期相比，明显增加约 33.52 万吨左右；中厚板 2022 年 1-11 月北方样本钢厂工作日接单量为

1360.86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388 万吨。上半年较好月份在 3 月份，节后市场价格有所反弹，

钢厂接单明显增加；下半年 9、11 月接单较多，其他月份稍弱。 

 

 

图 7  北方中厚板钢厂接单量 

2022 年 1-11 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 3390 万吨，同比下降 5.5%；国内承接新船订单量为

3960 万吨，同比下降 37.8%；11 月底，手持船舶订单 10361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7.5%。受全

国疫情影响，造船完工量明显少于去年；承接新船订单量较去年减量明显。手持船舶订单量相

较于去年有所增长，因前期订单和造船完工量较少，后期供应较大，订单压力明显高于去年同

期。 



钢铁市场研究年报 

第28页 

 

图 8  国内造船完工量 

2022 年 1-11 月，我国锅炉工业锅炉总产量为 331348.7 吨，较上年增长 9.48 个百分点。

上半年低点出现在 2 月份，因传统新年因素，2 月份产量较少，下半年低点出现在 8 月份，受

全国疫情影响，钢材终端需求偏弱，工业锅炉生产企业接单较少，导致产量较低，10 月份开

始出现增量趋势。 

 

图 9  国内工业锅炉产量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 26 家挖掘机制造企业统计， 2022 年 1-11 月，共销售挖掘机

244477 台，同比下降 23.3%；其中国内 145738 台，同比下降 43.7%；出口 98739 台，同比增

长 64.9%。随着 2023 年行业基数进一步下降，行业增速或同比好转，国际化有望成为后续一

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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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国内挖掘机销量 

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枯荣线之下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 2022 年 11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为 48%，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从 13 个分项指数来看，同上月相比，

产成品库存指数上升，指数升幅为 0.1 个百分点；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

积压订单指数、采购量指数、进口指数、购进价格指数、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

业人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下降，指数降幅在 0.4 至 3.7 个百

分点之间。 

11 月 PMI 指数较大幅度在荣枯线下回落，表明经济恢复态势进一步放缓，回升动力明显

不足。需求类指数继续回落，且均处荣枯线之下；反映需求不足的企业占比提高到 55%，表明

需求收缩已成为制约经济恢复最突出的问题。采购量指数、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继续较快回

落，且均处荣枯线以下，表明企业信心明显转弱。价格类指数继续回落，既有经济运行放缓的

因素，也显现保供稳价的成效。综合看，供给冲击压力明显缓解，需求收缩压力仍然突出并带

动了信心转弱压力加大。要高度重视疫情散发多发对经济恢复和政策落实的外在冲击，加快科

学精准防控步伐，尽快减小疫情对经济恢复的冲击；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资带动作用，稳定房地

产投资滑坡态势，尽快解除需求收缩对经济恢复的制约。 

生产指数为 47.8%，比上月下降 1.8 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

的生产指数都低于 50%，分别为 49.4%、47.8%和 44.3%。新订单指数为 46.4%，比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新订单指数都低于 50%，分别为 48.3%、

46.8%和 41.8%。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6.7%，比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

中型和小型企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都低于 50%，分别为 48.7%、43.4%和 44.6%。积压订单指数

为 43.4%，比上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积压订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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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都低于 50%，分别为 45.6%、42.8%和 39.5%。产成品库存指数为 48.1%，比上月上升 0.1 个

百分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产成品库存指数都低于 50%，分别为 49.2%、

48.9%和 44.7%。 

 

 

图 11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七、国内中厚板需求处于稳步回暖趋势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追踪国内 15 座重点城市，104 家

大户成交数据显示，12 月份共出货约 125.39 万吨，环比减少约 28.96 万吨左右，其中重点样

本城市邯郸出货量约在 19.01 万吨，江阴出货量约在 20.86 万吨，两座重点城市出货样本约占

总样本 36%左右。从数据来看，6-11 月成交量持续增加，前期受全国疫情影响，部分城市静默，

车辆无法运输，交易停滞，商家货物多无法出入库，成交量较低；后期随着防疫政策的不断放

宽，商家成交逐渐增量，虽然市场需求相较于往年同期偏弱，但基本用量在逐渐恢复。 

 

图 10  国内中厚板 15 城市大户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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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23 年中厚板市场价格重心将有所上移 

2022 年已临近收官，年内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整体价格走势较往年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其中利空因素主要有国内“疫情”管控措施不定期加严、俄乌冲突局势加剧、美联储鹰派作风

强硬等硬性因素带动宏观经济波动空间较大，加之原料价格涨幅过快，造成各地生产企业利润

空间萎缩，南北现货价格收窄，各地企业操作模式与往年同期相比变化较大。尤其第一季度及

第三季度，北方重点区域邯郸价格明显高于南方重点区域江阴价格，南北价差倒挂态势明显，

各地资源相互流通性极弱，从原有资源市场占有率来看，北材到货量明显下降，南方资源较往

年同期相对更加保守。 

另外，随着各地生产企业操作模式转换，铁水流向纷纷向高附加值产品倾斜，其中品种板

材如风电板、造船板、压力容器板等产品订单量增加，普通材质及低合金材质资源用量下降，

2022 年全年供大于求的矛盾点尤为突出。好在临近年末，国家对于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

管”调整为“乙类乙管”，各地防控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政策面普遍向经济复苏倾斜，各地需

求环境较前几季度已有明显好转。另外，随着各项利好政策及时落地，加之近期已临近传统消

费旺季“冬储”，虽然在高成本薄利润的格局下，贸易企业大规模冬储意愿不足，但结合后结

算协议订单来看，国内中厚板库存仍有小幅增长的空间，对于市场价格来说，在新春佳节前夕

或有一波探涨行情，综上所述，预计 2023 年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重心或略有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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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焊接钢管市场或现双顶趋势 

李 波 

2022 年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美联储加息、国

际秩序重塑，整体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先弱后强，钢材市场几经封控，钢材价格振幅千元。而在

这多变的钢市格局中，焊接钢管突显出口结构性亮点，供应去化性改善，实现表观消费量小幅

增长。对于 2023 年，多家机构普遍更为乐观。但政策引导仍需高度关注外部通胀压力，内部

不确定性亦依然存在，钢材需求预判内强外弱，二季度现增长高点，全年经济增速提升。对于

焊镀管品种，预判价格波动自主性加强，呈现双顶趋势。 

 一、2022 年国内焊管价格中枢下移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28 日，全国 4 寸(3.75)焊管平均价格 4480 元，比

上年同期下跌 978 元；全国 4 寸(3.75)镀锌管平均价格 5257 元，比上年同期下跌 1149 元；全

国 50*50*2.5 方管平均价格 4499 元，比上年同期下跌 797 元；全国 219*6 螺旋管平均价格 4747

元，比上年同期下跌 936 元（见图 1）。 

 

图 1 国内焊接钢管价格走势图（单位：元/吨） 

二三季度两次价格快跌，年末温和翘尾。以唐山 4 寸 3.75mm 焊管出厂价为例，焊管实际

出厂平均价格 4547 元。其中，7 月 18 日，唐山焊管出厂价 3980 元，创年内谷值，较 3 月峰

值 5330 元下跌 1350 元，振幅 25.33%。年中管企利润均值降至历年新低，总体由焊管、镀锌

管两品种相互补充。综合焊管企业盈利波动幅度较大，监测焊管与原料带钢间价差、镀锌管与

焊管间价差走势持续反向走势。年内焊管核算利润峰值 255 元，谷值-235 元，焊管与带钢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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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187 元；镀锌管核算利润峰值 377 元，谷值 93 元，镀锌管与焊管价差均值 752 元，管企

总体盈利处于亏损边缘。 

 

 

图 2 2022 年唐山焊镀管较原料价差走势图（单位：元/吨） 

 

二、产量同比下降 库存回归历年低位 

1、2022 年焊接钢管产量有所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 年 1-11 月，我国焊接钢管产量 5531.7 万吨，同比下降

1.7%（详见图 1)。 

 

图 3 2019-2022 年国内焊接钢管统计产量示意图（单位：万吨） 



钢铁市场研究年报 

第34页 

焊镀管厂产能、库存双把控，供应基本面优化。2022 年 1 月冬奥会管控供应端，3 月、11

月分别两次封控 51 天和 12 天，管厂向外发运运力下降，焊镀管生产企业产能利用率最高下降

32.55 个百分点。其他时间管厂整体开工率基本灵活把控在 75%左右。2022 年在统计管厂平均

产能利用率 74.8%，较上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 

 

 

图 4 在统计焊接钢管管厂产能利用率走势 

年初累库高度低于往年。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2022 年年初焊镀管厂商冬储水平

偏低，原料储备多至 2 月用量，且继累库峰值后一路去库。截至 2022 年 12 月 23 日数据，在

统计管厂总库存 53.84 万吨，比年初高点 86.22 万吨降 32.38 万吨，下降 37.56%；比上年同期

降 15.43 万吨，下降 22.28%。12 月防疫政策优化，但感染人数激增打乱管厂提产节奏，冬储

及订单交付较往年滞后，农历节前管厂提产的概率加大。最新统计国内焊管社会库存 82 万吨，

较年初增库 2.18 万吨，较年内峰值降库 7.79 万吨，降库速度不及预期。12 月中旬南方物流、

工人出现大面积居家情况，抢工项目减速，同时冬储政策尚未明确。贸易商多表示按往年 1-2

月协议量合并惯例采购，且 2 月操作时间足够，市场库存快速爬坡的阶段或将推迟至春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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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统计焊接钢管管厂总库存量走势图（单位：万吨） 

 

三、2022 年国内焊接钢管出口突显结构性亮点 

1、2022 年焊接钢管进口量同比增长 

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我国进口焊管 12.22 万吨，同比增长 9.17%，

仍处历年低位（详见图 6)。 

 

 

图 6 2019-2022 年国内焊管进口量走势图（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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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焊接钢管出口量明显增长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我国出口焊管 347.11 万吨，同比增长 9.58%。 

 

图 7 2019-2022 年国内焊管出口量走势图（单位：吨） 

因此，2022 年 1-11 月我国焊接钢管表观消费量 5196.81 万吨，预估 2022 年焊接钢管表观

消费同比增长 2.54%至 5667.81 万吨，2023 年的焊接钢管生产和消费继续小幅增长。 

 

四、成本端交易充分 钢厂利润预估中低位运行 

钢管供应链整体矛盾并不突出。上游部分煤矿开采任务基本完成，国内焦煤供应释放有限；

热卷及带钢无大量新增产能，2022 年以高供给但存结构性缺口开局，预计 2023 年供应波动不

大。钢坯产能升级钢厂陆续投产，产能利用率较高，12 月唐山地区日均钢坯外卖增量万吨左

右，截至 2022 年 12 月 27 日，唐山地样本仓库钢坯库存总量约 44.96 万吨，同比增长一倍多，

累库速度较快。2023 年一季度随着原料供给瓶颈的破除，原料价格将逐步回归理性，钢厂利

润中枢有望恢复至偏中低位运行。 

 

五、2023 年国内焊接钢管市场或现双顶趋势 

2023 年开局积极预期的两方面支撑——宏观经济要保持较好向上态势；三年多的防疫束

缚彻底迎来了新的阶段。2023 年 GDP 两年平均增速预测在 5%左右。需求大格局内强外弱。美

联储加息周期或维持至 2023 年上半年，不能排除欧元区与英国经济陷入负增长的可能性，钢

管出口量能否保持结构性亮点将因基数抬高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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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产业链供需矛盾不大。2023 年全国粗钢统计产量同比变化幅度在 1%左右，同时钢管

当前厂库库存处历年低位。对于钢材市场逻辑，价格将由需求高度主导。需求预期将助推补库

行为及成本高企；需求落地将考验基本面从而引发深度修复及再平衡。 

对于焊镀管品种，冬储行为后置至 2 月份，累库高度或高于去年，价格波动自主性加强，

全年双重顶趋势，以唐山焊管出厂成交价为例，上半年价格区间 3900-4500 元，下半年价格区

间 4000-4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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