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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4 月份，稳增长政策虽继续加码，但受疫情影响，下游需求释放明显不足，市场预期和信

心有所转弱，国内钢铁市场价格震荡趋弱。据兰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27 日，兰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5349 元，较上月末下跌 31 元，跌幅为 0.6%，年

同比下跌 5.8%。 

 从国外环境来看，4 月份全球通胀压力继续攀升，俄乌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美联

储加息 50基点甚至 75基点预期增强，加剧国际资本市场及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程度。 

 从国内环境来看，稳增长政策不断发力，专项债提前下达，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财政、

货币政策齐发力，扩投资、促消费同步加力。 

 从供给端来看，4 月份，钢铁生产在复产和物流运输制约下将面临承压回升局面，兰格钢

铁研究中心估算全国粗钢日产或将升至 300万吨左右的水平，同比仍保持下滑态势。 

 从需求端来看，地产用钢需求仍旧承压，制造业用钢需求也有下行压力，多地物流运输

及下游工程项目开展持续受疫情影响，钢材需求释放继续承压。稳增长政策下，适度超

前开展基建投资，新增专项债提振基建投资效果逐步显现，基建投资仍有望将保持高位，

建筑钢材在疫情防控成效后将平稳释放。 

 从成本端来看，国外局势及国内钢企复产，使得 4 月份铁矿石、焦炭高位运行，成本端

支撑力度仍强。粗钢产量压减政策出台及国际货币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对 4 月末铁矿石价

格形成较大抑制，成本端月末略有减弱。 

 综合来看，5 月份国内钢材市场仍将面临“高成本、低利润、强预期、弱现实”的复杂局

面。兰格钢铁研究中心预计，5 月份国内钢材市场将呈现高位震荡的局面，根据疫情实际

控制情况和需求释放情况来预判，5月份国内钢材价格具体走势或为先抑后扬。 

 

 风险因素提示： 

供应端：产量控制力度弱，供给压力增大； 

需求端：疫情发展不确定性，防控成效慢，影响稳增长政策实施，需求释放难有改善； 

成本端：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成本支撑明显减弱； 

国内外货币政策差异下流动性风险：全球通胀持续，美联储加息 50-75bp 概率加大，全

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国内资金外流及汇率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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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宏观环境分析 

1.1 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全球疫情扩散蔓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外部不稳定、

不确定性加大。受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的共同影响，近期国际组织纷纷下调 2022 年经济增长

预期。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发布报告将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 3.6%下调至 2.6%。世界

银行将 2022 年全球 GDP 增长预期从 4.1%下调至 3.2%。IMF 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将

今年全球经济的预估增长率从 4.4%下调至 3.6%，降低 0.8 个百分点（详见表 1）。经济增长

预期的下调意味着 2022年全球经济将面临更多的困难。 

表 1 《世界经济展望》最新增速预测（单位：%） 

 

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22年 4月 

 



兰格钢铁-市场研究月报                                           2022年 4月 

第5页 

图 1 美国 CPI变化（%） 

 

数据来源：wind 

同时，疫情的影响使得全球供应链难以完全恢复，俄乌冲突也使能源等大宗商品供求失

衡，导致全球通胀率不断攀升。美国及欧洲多地 3 月份 CPI 继续创新高（详见图 1、图 2）。

美国 3 月份 CPI 升至 8.5%，欧元区 3 月份 CPI 创下了 7.5%的新高。通胀压力下，各国货币紧

缩政策将持续推出，继 3 月 17 日美联储公布加息 25 基点至 0.25-0.5%后，美联储鹰派的立

场更加坚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 5 月会议有加息 50BP 的可能性，而大鹰派、圣路易斯联

储主席布拉德称不排除下个月加息 75BP 的可能性。欧洲央行称 QE 将于 7 月结束，为加息铺

平道路，德国、比利时、拉脱维亚央行均表示可能在 7月份开启加息。 

图 2欧洲区域 CPI变化（%）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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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俄乌地缘政治冲突导致两国大宗商品产量下降，以及出口制约增加，冲击全球大

宗商品供应。在供给短缺的预期下，一些大宗商品进口国囤货需求增加，加剧供需失衡。同

时，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带来部分国家间的制裁和反制裁，影响全球供应链效率，大宗商品运

输和交易成本上升，加大了价格上涨压力。但在美欧等国货币政策收紧的推动下，也在压制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因此，在供求关系偏紧、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后期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高位明显波动的可能性较大。 

1.2 国内经济依旧承压 

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总体平稳，GDP 实现 4.8%增长，较 2021 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1.3%。但

承压于疫情的干扰，3 月份以来多地采取了严格封控措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多项经

济指标表现欠佳。疫情冲击下消费出现负增长，成为需求端重要的拖累所在；与此同时房地

产投资依旧承压，同比增速已临近零轴，制造业投资亦有回落；基建投资受稳增长政策拉动

成为需求端重要的支撑因素。 

4 月份以来，稳增长政策仍然持续释放，货币政策趋向宽松。4 月 16 日，央行宣布下调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25 个基点，于 4 月 25 日正式生效。这是央行自 2021 年 7 月以来第三

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计释放约 5300 亿元长期资金，从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经济逆

风带来的负面影响。4 月 25 日，为提升金融机构外汇资金运用能力，人民银行决定自 2022

年 5 月 15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 9%

下调至 8%。 

财政政策方面，财政部在去年 12 月提前下达 2022 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1.46 万亿元的基

础上，3 月 30 日又下达 2022 年剩余的新增专项债券限额。财政部表示，对 2021 年 12 月提

前下达的额度，力争在今年 5 月底前发行完毕。对 2022 年 3 月底分配下达的额度，尽快启动

发行并在今年 9 月底前全部发行完毕。同时要求对去年 12 月提前下达的 2022 年专项债券，

原则上在今年 9月底前拨付使用，对于第二批专项债券额度，尽可能在今年加快使用。 

对于整体经济来说，稳增长在消费上也将发力。4 月 1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稳定

当前消费，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要扩大重点领域消费，鼓励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各

地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逐步增加汽车增量指标，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4 月 26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会议指出，要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发展分布式智能电网，建设一批新型绿色低碳能源基地，

加快完善油气管网；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国家稳增长政策力度逐步加码，扩投资、促消费同步发力，经济“压舱石”的作用将逐

步显现。目前对稳增长政策下需求释放的最大干扰在于疫情的防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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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钢铁市场供应情况分析 

2.1 钢铁生产仍同比收缩 

3 月份，受到上半月冬奥会、两会环保限产、取暖季错峰生产等因素制约，全月钢铁产

量仍呈现收缩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 月份，我国生铁产量 7160 万吨，同比下降 6.2%；

粗钢产量 8830 万吨，同比下降 6.4%。从粗钢日产来看，3 月份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 284.8 万

吨，较 1-2月增加 17.1万吨，环比上升 6.4%。 

从累计产量来看，仍呈现同比下降局面。1-3 月，我国生铁产量 20091 万吨，同比下降

11.0%；粗钢产量 24338万吨，同比下降 10.5%（详见图 3）。 

图 3 全国粗钢产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钢材产量延续负增长，3 月份，我国钢材产量 11689 万吨，同比下降 3.2%。1-3 月，钢

材产量 31193 万吨，同比下降 5.9%。分品种来看，3 月份钢材产量同比下降主要由于建筑钢

材产量降幅较大，钢筋和线材产量同比降幅仍在 10%以上；而板材品种则呈现同比上涨局面

（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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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钢材品种产量及增长情况（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 月份以来，政策性限产结束，虽疫情影响部分区域钢厂生产，但钢企逐步复产，兰格

钢铁网调研的全国高炉开工率呈回升态势。从全月来看，4 月份全国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均

值为 81.0％，较上月上升 5.5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低 0.2个百分点（详见图 4）。 

图 4 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从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旬产数据来看，在保供稳价和稳定工业生产等政策的引导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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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国内钢铁产量在物流运输影响及复产节奏下或呈现回升的局面，据兰格钢铁研究

中心估算，4 月份全国粗钢日产或将升至 300 万吨左右的水平，其中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粗

钢日产将会维持在 230万吨左右的水平。 

图 5 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2 钢材库存消化速度同比放缓 

4 月份，疫情散点多发影响下游需求释放节奏，钢材社会库存消化速度明显放缓。据兰

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22 日，兰格钢铁网统计的 29 个重点城市钢材社会

库存为 1487.3 万吨，月环比下降 6.3%，年同比下降 0.2%。其中，建材社会库存为 1004.6 万

吨，月环比下降 7.4%，年同比下降 1.8%；板材社会库存为 482.6 万吨，月环比下降 4.2%，

年同比上升 3.4%（详见图 6）。钢材社会库存自高点累计降幅为 10.4%，社会库存消化速度较

上年同期（24.6%）明显放缓了 14.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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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钢材社会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4 月份由于国内疫情影响钢材需求释放力度偏弱，叠加多个省市进行物流管控，钢厂向

贸易商仓库运输以及仓库向终端用户运输的能力受限，使得钢企产成品库存处于较高水平。

从重点钢企库存来看，中钢协统计数据显示，4 月中旬，重点钢企钢材库存 1966.7 万吨，较

3 月底增加 304.7 万吨，增长 18.3%；较去年同期上升 23.6%（详见图 7），创下了 2020 年 3

月下旬以来的新高。从生产品种结构来看，重点钢企大多以板材为主，公布的 3 月份板材品

种产量同比增长，使得重点钢企库存明显上升。 

图 7 全国重点钢企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从建筑钢材厂内库存来看，因产量同比继续大幅下降，4 月份建筑钢材厂内库存继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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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但因需求偏弱成交不佳，库存降幅有所放缓。4 月 22 日，兰格钢铁网统计的建材厂内库

存为 593.6 万吨，较上月底减少 36.9 万吨，月环比下降 5.9%，年同比下降 7.5%（详见图 8）；

预计 5月份建材厂库将继续下降。 

图 8 全国建材钢厂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2.3 钢材出口环比回升 进口相对低位 

3 月份，我国钢材出口呈现环比回升、同比下降的态势。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3 月份，

我国出口钢材 494.5 万吨，环比增长 36.6%，同比下降 34.4%（详见图 9）；1-3 月份累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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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方面，由于国内外价差大，进口仍呈下降态势。3 月份，我国进口钢材 101.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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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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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钢材进出口量（万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4 月份以来，尽管俄乌冲突持续，但大多数乌克兰钢铁企业已恢复生产，并在尽力恢复出

口活动；加上欧洲区域因汽车缺芯导致需求不足，外需不振，钢材出口报价有不同程度下调，

我国钢材出口报价仍具备较大优势。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4 月 26 日，印度、

土耳其、独联体钢材出口报价分别为 970 美元、1280 美元及 935 美元，较上月底分别下跌

210 美元、20 美元和 4 美元；中国钢材出口报价为 815 美元，较上月底下调 56 美元，较印度、

土耳其、独联体钢材出口报价分别低 155美元、465美元和 120美元（详见图 10）。 

图 10 钢材出口价格对比（美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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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在地缘政治、疫情及通胀压力影响下有放缓压力；同时，海外需求受

到抑制。我国钢铁业新出口订单有所不足（详见图 11），钢材出口量预计难有明显增加，叠

加 2021 年 4 月我国钢材出口量继续攀升至 797.3 万吨，创下 2016 年 12 月以来新高，兰格钢

铁研究中心预计 4月份我国钢材出口量同比仍将明显下滑。 

图 11 钢铁行业新出口订单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兰格钢铁网 

2.4 粗钢表观消费同比继续下降 

2022 年 1-3 月，我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10.5%，钢材净出口同比大幅下降，钢坯净进口

略有增长，国内粗钢表观消费量表现出较明显下降，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测算数据显示，1-3

月，国内粗钢表观消费量为 23540.5 万吨，同比下降 9.3%（详见表 3）。据中钢协测算数据显

示，主要用钢行业实际钢材消费同比下降 5%，其中建筑业下降 7%，制造业下降 2%。预计 1-4

月份仍将呈现同比下降趋势。 

表 3 粗钢表观消费量测算（单位：万吨，%） 

 
粗钢产量 钢材净出口 钢坯净进口 粗钢表观消费量 

2021年 1-3月 27,192.8  1,396.0  233.9 25,957.2  

2022年 1-3月 24,337.6  996.0  251.3 23,540.5  

同比增减 2,855.2  -400.0  17.4  -2,416.8  

变化幅度（%） -10.5% -28.7% 7.5% -9.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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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季度钢铁需求将有改善 

3.1 基建提速带动建筑钢材需求平稳释放 

2022 年一季度国民经济开局总体平稳，GDP 同比增长 4.8%。受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速带

动，固定资产投资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相对高增速。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104872 亿元，同比增长 9.3%。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5%，制造业投资增

长 15.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0.7%（详见图 12）。 

图 12 三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房地产方面，尽管自年初以来，从国家到地方省市，不断释放地产维稳政策及松绑调控，

但从地产表现来看，受到前期地产整体弱势，政策端向地产销售端乃至地产投资端传导仍需

要一定时间，而 3 月份以来国内疫情散点多发，多地封控措施实施也对地产行业开施工形成

一定阻力，预计后期地产投资仍存下行压力（详见表 4），地产用钢需求短期仍难有效改善。 

但随着多地适度放开限购限售，降低公积金使用门槛，加快购房贷款审批等，部分城市

的住房需求有所释放，后期销售面积降幅有所收窄。下阶段，各地坚持“房住不炒”，持续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积极满足合理住房需求，全国商品房销

售下行的态势可能得到缓解；随着长租房市场不断完善，保障房建设加快推进，房地产市场

有望逐步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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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单月投资及房地产各项指标同比表现（单位：%）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今年以来，稳增长政策拉动下，地方专项债提前下达释放，国家多次强调要提前形成实

物工作量，在上年地方专项债结余及今年专项债下达，叠加“十四五”重大项目的加快落地，

一季度基建投资持续回暖。据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一季度，专项债已发行 1.25 万

亿元，占提前下达额度的 86%，比去年增加了 1.23 万亿元。专项债券加快发行使用有利于基

建投资，后期基建投资仍有望保持高位，带动建筑用钢需求稳定释放。 

后期疫情影响逐步消退后，钢材需求预计将得到回补，保障房建设或部分对冲商品房市

场下行的影响，基建投资继续发力对建筑钢材的需求形成支撑。 

3.2 制造业用钢需求仍存下行压力 

制造业方面受到疫情影响增速有所放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 月份，制造业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4.4%；1-3 月，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2%，较 1-2 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的 15 项主要用钢产品产量数据中，3 月份除金属切削机床、铁路机车、

民用钢质船舶、家用彩色电视机等 4 项产品同比有增长外，其余 11 项产品单月表现均为负增

长；从累计产量来看，除金属切削机床、金属冶炼设备、汽车、铁路机车、家用彩色电视机

等 5 项产品同比有增长外，其余 10 项产品累计产量同比均为负增长（详见表 4）。多点散发

疫情对制造业生产和订单形成约束，制造业用钢需求短期仍存下行压力。汽车、家电作为促

进消费的重要发力点，预计后期将受益于国内消费需求回暖，汽车、家电用钢需求有望得以

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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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月份钢铁下游工业产品产量表 

 

3.2.1 汽车行业产销动能不足 

2022 年 3 月，从汽车消费端看，消费动能明显不足，与去年同期相比，呈现一定幅度下

降。据中汽协数据，2022 年 3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24.1 万辆和 223.4 万辆，环比分别增

长 23.4%和 28.4%，同比分别下降 9.1%和 11.7%（详见图 13）。2022 年 1-3 月，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648.4万辆和 650.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0%和 0.2%。 

图 13 汽车产量及同比（万辆，%） 

 

数据来源：汽车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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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仍保持高速增长，3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6.5 万辆和 48.4 万辆，

同比均增长 1.1 倍（详见图 14）；1-3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9.3 万辆和 125.7 万辆，

同比均增长 1.4 倍。4 月 1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扩大重点领域消费，鼓励汽车、家电

等大宗消费，各地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逐步增加汽车增量指标，支持新能

源汽车消费。后期新能源汽车产销仍有望保持较高水平。 

图 14 新能源汽车产量及同比（万辆，%） 

 

数据来源：汽车工业协会 

3.2.2 家电行业出口有望企稳 

3 月中国四大家电产量 2 降 2 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 月份，彩电、空调产量分别为

1846 万台和 2552.5 万台，同比分别增长 2.7%和 0.5%；电冰箱和洗衣机产量分别为 867.1 万

台和 761 万台，同比分别下降 10%和 8.4%。从累计产量来看，也呈现两增两降特征，其中，

彩电、空调累计产量分别为 4408.2 万台和 5446.7 万台，同比分别增长 1.7%和 0.7%（详见图

15）；电冰箱和洗衣机累计产量分别为 2065.7 万台和 2141.8 万台，同比分别下降 5.9%和

0.1%。 

从出口来看，家电出口继续呈回落趋势，1-3 月中国出口家用电器 81,097 万台，同比下

降 7.9%。3 月 23 日，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宣布重新豁免 352 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

税，新规定使用时间为 21 年 10 月 22 日-22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受豁免家电主要涉及部分厨

小电、环境电器与零部件，清洁电器受益更为明显，或带动家电出口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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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1-3月四大家电产品产量（万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2.3 造船完工量有望企稳 

我国造船行业回落幅度有所收窄。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 1-3月，全国造船完

工量 961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1.9%，降幅较上月收窄 7.7 个百分点（详见图 16）。新接订单

量 993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42.3%，其中海船为 441 万修正总吨。截至 3 月底，手持订单量

9910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26.3%。目前我国船舶工业在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其

中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46.2%、48.6%和

47.3%，较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2.8、1.2和 2.7个百分点。 

图 16 造船完工量（万载重吨，%） 

 

数据来源：船舶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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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工程机械仍难走出低迷 

1-3 月，工程机械产销回落幅度有所加大，出口仍保持高增长，但增幅有所下降。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3 月份，挖掘机产量 93315 台，同比下降 14.5%。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

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3 月，共销售挖掘机 77175 台，同比下降 39.2%；其中国内 51886 台，

同比下降 54.3%；出口 25289台，同比增长 88.6%（详见图 19）。 

图 17 2019-2022年挖掘机月度销量 

 

数据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2022 年 1-3 月，共销售各类装载机 31789 台，同比下降 19.2%；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21185台，同比下降 30.8%；出口销量 10604台，同比增长 21.5%（详见图 18）。 

随着基建项目建设开展，预计工程机械行业同比下滑局面会有改善，后期可能出现与去

年同期出现持平或小幅增长。但当下疫情在全国范围影响波及较广，项目设备采购有所延后；

另外受国际局势影响，工程机械出口也会受到影响，因而短期内工程机械产销仍难走出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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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9-2022年装载机月度销量（万台，%） 

 

数据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四、成本及利润情况分析 

4.1 矿焦价格上涨 成本支撑仍强 

4 月份，随着钢厂复产增多，铁矿石市场保持高位震荡，均价较上月仍有所上涨。据兰

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数据显示，4 月份，唐山地区 66%品位干基铁精粉均价为 1255 元，较上

月上涨 134 元，涨幅为 12.0%；进口铁矿石方面，澳大利亚 61.5%粉矿日照港市场均价为 994

元，较上月上涨 19元，涨幅为 2.0%（详见图 19）。 

图 19 铁矿石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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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焦炭价格完成第 5、6 轮提涨，均值较上月明显上扬。从均值来看，据兰格钢铁

云商平台监测数据显示，4 月份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平均价格为 3661 元，较上月均值上涨

377元，涨幅为 11.5%（详见图 20）。 

图 20 焦炭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云商 

在铁矿石、焦炭均价上行带动下，成本支撑作用仍有所增强。兰格钢铁云商平台成本监

测数据显示，使用 4 月份购买的原燃料生产测算的兰格生铁成本指数为 178.8，较上月同期

上升 5.4%；普碳方坯不含税平均成本较上月同期增加 177元，升幅为 4.5%。 

4.2 行业整体利润环比回升、同比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3 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20884.3 亿元，同比增长 2.1%；营业成本 19620.3 亿元，同比增长 4.1%；实现利润总额

422.4 亿元，同比下降 49.7%。在成本上升、钢铁产量同比明显下滑带动下，单月利润额和销

售利润率均呈现同比下降、环比回升格局，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测算数据显示，3 月钢铁行

业销售利润率为 2.7%，较 1-2月回升 1.1个百分点，同比下滑 2.1个百分点（详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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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钢铁行业盈利（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据中钢协统计数据，一季度，重点大中型会员钢铁企业营业收入 14993 亿元，同比下降

3.26%；实现利税 829 亿元，同比下降 19.66%；利润总额 553 亿元，同比下降 25.8%，环比呈

逐月回升的趋势；平均销售利润率为 3.69%，同比下降 1.12个百分点。 

4 月份成本明显上升，钢材市场价格高位震荡，按两周库存周期测算的钢材品种毛利有

所回升。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4 月份三级螺纹钢平均毛利为 149 元，较上月下

降 122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32 元；热轧卷板平均毛利为 167 元，较上月下降 187 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 967 元（详见图 22）。从 4 月份市场平均毛利表现来看，呈现同比、环比均明显

减少的局面，预计 4月份钢铁行业盈利仍将同比下降。 

图 22 主要钢材品种毛利（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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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钢材市场价格走势及预测 

5.1 四月份国内钢铁市场震荡趋弱 

4 月份，稳增长政策虽继续加强，但受疫情影响下游需求释放缓慢，市场预期和信心有所

不足，国内钢铁市场价格震荡趋弱。据兰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28 日，兰

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5349 元，较上月末下跌 31 元，跌幅为 0.6%，年同比下跌 5.6%。

其中，长材价格为 5149 元，较上月末上涨 6 元，涨幅 0.1%，年同比下跌 3.2%；板材价格为

5424 元，较上月末下跌 37 元，跌幅为 0.7%，年同比下跌 9.1%；型材价格指数为 5401 元，较

上月末下跌 102 元，跌幅为 1.9%，年同比下跌 2.5%；管材价格为 5959 元，较上月末上涨 76

元，涨幅为 1.3%，年同比下跌 0.5%（详见图 23）。 

图 23 兰格钢材绝对价格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兰格云商 

表 5 10大城市 8大钢材品种价格涨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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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m中厚板 5218 5235 -17 -0.3% 

200*200H型钢 5129 5147 -18 -0.3% 

4寸焊管 5507 5443 64 1.2% 

108*4.5无缝管 6466 6341 1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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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品种来看，兰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的 8 大钢材品种 10 大城市均价显示，4 月 27 日，

各品种价格相比上月底涨跌互现，其中，高线、三级螺纹钢、焊管、无缝管有所上涨；而热

轧卷、冷轧卷、中厚板、H型钢有所下跌（详见表 4）。 

5.2 五月份国内钢铁市场高位震荡 

从国外环境来看，4 月份全球通胀压力继续攀升，俄乌局势发展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美联储加息 50基点甚至 75基点预期增强，加剧国际资本市场及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程度。 

从国内环境来看，稳增长政策不断发力，专项债提前下达，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财政、

货币政策齐发力，扩投资、促消费同步加力。 

从供给端来看，4 月份，钢铁生产在复产和物流运输制约下将面临承压回升局面，兰格

钢铁研究中心估算全国粗钢日产或将升至 300万吨左右的水平，同比仍保持下滑态势。 

从需求端来看，地产用钢需求仍旧承压，制造业用钢需求也有下行压力，多地物流运输

及下游工程项目开展持续受疫情影响，钢材需求释放继续承压。稳增长政策下，适度超前开

展基建投资，新增专项债提振基建投资效果逐步显现，基建投资仍有望将保持高位，建筑钢

材在疫情防控成效后将平稳释放。 

从成本端来看，国外局势及国内钢企复产，使得 4 月份铁矿石、焦炭高位运行，成本端

支撑力度仍强。粗钢产量压减政策出台及国际货币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对 4 月末铁矿石价格形

成较大抑制，成本端月末略有减弱。 

综合来看，5 月份国内钢材市场仍将面临“高成本、低利润、强预期、弱现实”的复杂

局面。兰格钢铁研究中心预计，5 月份国内钢材市场将呈现高位震荡的局面，根据疫情实际

控制情况和需求释放情况来预判，5月份国内钢材价格具体走势或为先抑后扬。 

图 24 兰格钢铁综合指数预测（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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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风险提示 

当前市场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多变，需警惕市场运行风险： 

供应端：产量控制力度弱，供给压力增大； 

需求端：疫情发展不确定性，防控成效慢，影响稳增长政策实施，需求释放仍难有改善； 

成本端：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成本支撑明显减弱； 

国内外货币政策差异下流动性风险：全球通胀持续，美联储加息 50-75bp 概率加大，全

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国内资金外流及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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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由兰格钢铁研究中心撰写发布，报告中的信息来源于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和我们

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本报告中信息及结论仅供兰格钢铁网会员参考，但兰格钢铁研究中

心不能完全保证所述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产品所载数据信息及结论是依据当前掌握的数据和信息资料综合做出的判断，只

供客户企业内部分析使用，不作为企业市场操作或投资的直接依据，客户不得向第三方传播

或进行赢利性经营，兰格钢铁研究中心对该数据或使用该数据所导致的后果概不承担责任。 

本报告仅为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预测，该观点及预测可能在市场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发生

更改。在不同发布时期，兰格钢铁研究中心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观点和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

告，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亦概不承担向报告使用人提示注意观点变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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