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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0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偏弱震荡。11月份来看，海外发运量存在一定增加预期，然而

到港量或将明显减少。钢厂利润尚可能为生产提供动力，不过后续需要留意降能耗、控钢

产等政策对高炉开工的影响。港口库存虽有降库的可能性，但由于前期累积量较高，状况

很难有明显改善。综上所述，预计 11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将承压运行。 

10月份国内焦炭市场由强转弱。11月份来看，目前焦企焦炉开工水平处在相对高位，

若焦化利润下降至盈亏线之下，焦企必将通过减产行为减少亏损；钢厂铁水产量基本见顶，

焦炭边际需求减弱，但高炉开工尚在高位，刚需存在支撑。综合来看，焦炭市场供需矛盾

并不突出，市场窄幅调整可能性更大。 

10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窄幅上行。11月份来看，随着天气转冷，北方工地将陆续停

工，影响工地废钢产出量，市场废钢毛料资源将呈季节性收紧态势，在宏观政策继续发力

的情况下，有望拉动钢材市场，同步利好废钢，11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或阶段性上涨。 

10月份国内生铁市场先扬后抑。11月份来看，原料成本仍有下行预期，生铁市场供需

矛盾凸显，叠加下游采购偏谨慎，预计 11月国内生铁市场价格或窄幅下行。 

10月份国内钢坯市场先抑后扬。11月份来看，随着天气逐渐转冷，室外施工也将逐步

减少，需求进入消费旺季的收尾阶段，市场整体或将呈现供需双增的态势，加之政策端的

加码助力，综合预计 11 月份钢坯价格或将震荡上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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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承压运行 

齐 欣 

2024年 10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偏弱震荡，月初澳巴两国的发运量均大幅下降，这导致

全球发运量减少，不过发运量仍然处于常规水平。前期成品钢材价格大幅上扬，钢厂利润得到

修复，钢厂复产和提产的意愿增强，铁水产量随之增加。并且钢厂的原料库存较低，有着较强

的补库需求。月中，海外铁矿石发运量维持着正常的季节性波动，其中澳矿出现一定减量，而

巴西矿则显著回升，整体供应水平与往年相比处于偏高状态。成材出货情况好转，且钢厂利润

较为可观，高炉开工率环比提升。临近月底，澳洲的发运量虽有显著回升，然而巴西以及非主

流地区的发运量有所减少，这使得整体发运量出现小幅下降。港口库存处于高位且继续增加，

供应端依旧维持在高位状态。钢厂利润较为可观，高炉开工率持续增加。 

展望 11 月国内铁矿石市场，预计其走势为承压运行。海外发运量存在一定增加预期，然

而到港量或将明显减少。钢厂利润尚可能为生产提供动力，不过后续需要留意降能耗、控钢产

等政策对高炉开工的影响。港口库存虽有降库的可能性，但由于前期累积量较高，状况很难有

明显改善。综上所述，预计 11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将承压运行。 

一、市场回顾：十月份铁矿石价格偏弱震荡 

10 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整体表现为偏弱震荡。10 月初，市场弱势下行，受黑色系盘面

下行的波及，市场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贸易商报价的积极性有所降低，倾向于适价出货。

月中，市场震荡运行，市场持续处于震荡运行状态，贸易商大多持观望态度，整体报盘及报价

的积极性较为平淡，投机需求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临近月底，消息面出现剧烈扰动，黑色系盘

面飘红震荡，贸易商报价的积极性尚算不错，其报价主要是随行就市。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30日，进口铁矿石（日照港 PB 粉）现货价格 770

元/吨，较上月末跌 35 元/吨（详见图 1）。唐山铁精粉现货价格 980 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10

元/吨（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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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港口铁矿石价格/铁精粉价格 

 

二、供应端：预计铁矿石整体可供应资源或将小幅增加 

1、国内产量：9 月份国产矿明显增加 

9月国产矿产量环比呈明显增加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 9 月全国铁矿石产量

8277.8 万吨(详见图 2)，环比增长 12.41%，同比下降 14.71%;1-9月全国铁矿石产量 77364万

吨，同比下降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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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铁矿石原矿产量 

 

2、进口量：9月份进口铁矿石小幅增加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 9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1413.2 万吨（详见图

3），环比增长 2.70%，同比增加 2.91%；1-9 月，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91996.7 万吨，同

比增长 4.82%。 

 

图 3 铁矿石进口量 

 

3、发运量：预计 11 月份全球铁矿石发运小幅回升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0 月份全球铁矿石发运量环比呈现显著回落态势。其中，

澳大利亚因受飓风影响，发运量大幅下滑，同时巴西以及非主流发运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少。

展望 11 月份，主流矿山在第四季度一般处于发运高峰期，近期铁矿价格略有上涨，若继续维

持涨势，非主流发运量或许会增加。整体而言，预计 11月份全球铁矿石发运量将小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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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球铁矿石发运总量 

 

4、到港量：预计 11 月份铁矿石到港量小幅回落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 48港铁矿石到港量较 9月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加。

主要原因是前期发运量始终处于高位，并且国内天气干扰因素逐渐消退，这使得整体到港量相

较于 9月份有所增加。就当前情况而言，到港量和发运量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前期发运量的减

少将会影响全国到港量。预计运往中国的铁矿石到港量可能会从高位回落。综上所述，可以预

计 11月份运往中国的铁矿石到港量整体上会呈现小幅回落的趋势。 

 

图 5 全国 48港铁矿石到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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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库存端：预计港口库存延续降库走势 钢厂库存维持低位运行 

10 月份铁矿石港口库存小幅去库。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0 日，全国

34 港铁矿石港口库存为 14605 万吨（详见图 6），环比上月减少 5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3560 万吨。 

铁矿石港口库存呈现微幅降库状态，主要是因为到港量的增幅有所收窄，与此同时，铁水

产量继续增加，为铁矿石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从而使得 10 月的库存能够微幅下降。前期发

运量下降，预计 11 月份到港量会有显著回落。钢厂当前处于盈利状态，短期内铁水产量的减

少空间较为有限，这将持续为铁矿石需求提供支撑。因此，预计 11 月份铁矿石港口库存保持

去化的可能性较大。 

 

图 6 铁矿石港口库存量 

10 月份钢厂整体铁矿石库存减少。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25 日，全国

205 家钢铁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7452.50万吨(详见图 7)，环比上月减少 440.41万吨，与去

年同期相比减少 52.83万吨。 

 

图 7 钢厂进口矿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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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求端：预计铁矿石市场需求波动幅度较小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9 月份，全国生铁产量 6676 万吨(详见图 8)，同比下降

6.68%。9月份生铁日均产量 222.5万吨，环比上升 1.2%；1-9月，我国生铁产量 64443万吨，

同比下降 4.6%。生铁产量回落，显示铁矿石需求一般。 

 

图 8 国内生铁产量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的全国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29 日，全国主要钢铁

企业高炉开工率为 76.15%，较上月末增加 0.64个百分点；全国 201家生产企业铁水日均产量

为 220.83万吨，较上月末增加 1.94万吨。 

全国主要钢企的高炉开工率与铁水日均产量均呈现出回升态势。进入 10 月份，全国主要

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持续回升，铁水产量也呈现小幅上扬态势，不过相较于上月，其回升幅度

有所减小，铁水产量或许已经达到峰值。但就当前状况而言，钢厂仍处于盈利状态，短期内铁

水产量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较为有限。据此预计，11 月份全国主要钢铁企业的高炉开工率可能

不会有显著的波动。 

 

图 9 全国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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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国内主要铁矿石招标钢企铁矿石公开招标数量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0 月份国内主要铁矿石招标钢企的铁矿石公开招标数量较

上月环比呈现下降态势。这表明铁矿石需求较上月略有降低。主要原因是上月底节前补库行为

将需求推至阶段性的高峰，所以 10 月的招标数量比 9 月有所减少。就目前情况而言，铁矿石

需求仍有支撑，预计 11月份铁矿石需求波动幅度较小。 

 

五、市场展望：十一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承压运行 

展望 11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其走势预计呈承压运行。从供应层面来看，主流矿山在 11

月份通常处于高发运周期，预计当月主流矿山发运量将维持在高位，而非主流矿山方面，鉴于

铁矿石价格的波动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其供应韧性可能面临考验。后期重点关注海外矿山供

给受事故、天气、盈亏等不可控因素干扰。从需求角度出发，钢厂目前处于盈利状态，能为其

生产提供动力。不过，11 月是降能耗和控钢产等政策高频颁布阶段，短期内铁水产量无论是

进一步下降还是上升，都存在一定限制。整体来看，短期内需求端不会出现明显变化。从库存

方面而言，虽然后期发运量有一定的增加预期，但到港与发运之间存在滞后性。由于前期发运

量回落，11 月到港量可能会显著下降。同时，因铁矿石需求仍有支撑，港口库存有降库的可

能性，不过鉴于前期累积量较高，库存状况难有显著改善。综上所述，尽管铁矿石需求有所改

善，但需求不能匹配供应量，预计 2024年 11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将承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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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国内焦炭市场下行空间或有限 

张徐颖 

10 月份国内焦炭市场由强转弱。十一小长假前后，钢厂补库需求较为迫切，对焦炭采购

较为积极，但焦企方受前期经营状况影响，大多维持之前的限产幅度，焦炭出现阶段性供需错

配情况，焦炭价格连续四轮提涨落地，累积涨幅 200-220元/吨；但随着宏观政策刺激的消退，

市场逐渐回归理性，焦价随着钢价回落进行一轮下跌，跌幅 50-55元/吨。 

11 月份主产区煤矿生产仍以保安全为主，焦煤产量不会出现较大波动，同时在冬储计划

的支撑下，煤炭价格下跌空间有限；目前焦企焦炉开工水平处在相对高位，若焦化利润下降至

盈亏线之下，焦企必将通过减产行为减少亏损；钢厂铁水产量基本见顶，焦炭边际需求减弱，

但高炉开工尚在高位，刚需存在支撑。综合来看，焦炭市场供需矛盾并不突出，市场窄幅调整

可能性更大。 

一、十月份焦炭价格先涨后跌 

10月份，焦炭价格先涨后跌。9月底政府集中出台宏观利好政策，加之十一假期前后钢厂

补库需求释放，推动焦炭快速上涨；但随着市场预期走弱，钢材价格回落，市场的落脚点重新

回到实际需求上，在钢厂利润收窄以及铁水逐步见顶预期下，打压原料价格重新被提上议程。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30日，山西临汾地区准一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在

1750 元（吨价，下同），较上月末上涨 150元；唐山地区准一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在 1810元，

较上月末上涨 150 元；山东临沂地区准一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在 2120 元，较上月末上涨 150

元（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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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焦炭主产地市场价格走势图 

二、供应量：九月份焦炭产量同比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 9月份，全国焦炭产量 3932.4万吨，同比下降 5.3%（详

见图 2）。 

 

图 2 国内焦炭产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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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口量：九月份焦炭出口量同比下降 

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 9 月份，我国焦炭及半焦炭出口数量为 55.31 万吨，

同比下降 35.83%；1-9月，我国焦炭出口量为 675.07 万吨，同比增加 31.34 万吨，增幅 4.87%

（详见图 3）。 

 

图 3 焦炭月出口量示意图 

 

四、原料端：十月份焦煤价格冲高回落 厂内焦煤库存日渐累积 

1、十月份焦煤价格冲高回落 

10 月份，产地煤矿多保持相对稳定的生产节奏，炼焦煤产量稳中有增，前期下游企业拉

运表现积极，线上竞拍资源多数溢价成交，叠加焦炭连续快速发起提涨，刺激焦煤市场情绪高

涨，现货报价多以上涨为主；但随着受宏观预期落空影响，悲观情绪在焦煤市场有所蔓延，焦

煤报价也逐渐松动。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30日，吕梁地区低硫主焦煤 1588 元/吨，较上月

末上涨 3元/吨；长治地区低硫主焦煤 1600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130元/吨；临汾地区低硫主

焦煤 1700 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30 元/吨；太原地区低硫主焦煤 1653 元/吨，较上月末上涨

10 元/吨（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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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山西地区低硫主焦煤价格走势图 

2、十月份焦煤销售难度增加 厂内焦煤库存日渐累积 

10 月份，主产地煤矿开工维持基本稳定，月初下游焦企需求不减，中间贸易商积极介入

询价，市场贸易氛围良好，坑口出货顺畅，厂内焦煤延续去库存化；但焦炭首轮提降落地后，

焦企采购情绪回落，贸易商逐渐退市观望，部分矿点焦煤库存日渐累积。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0月份，50家洗煤厂平均开工率为 69.35%，较上月降低 0.62

个百分点；10月末，洗煤厂原煤库存 134.4万吨，较上月末减少 11.18万吨（详见图 5）。 

 

图 5 洗煤厂开工率及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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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产端：十月份焦炉开工相对高位 焦炭库存保持低水平运行 

10 月份，焦企盈利能力随着焦价的上涨逐步回升，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虽然月末焦炭

价格小幅下跌，但焦煤先于焦炭下调价格，成本端率先让利，焦企尚能保持微利经营，整体焦

炭产量稳中有增，焦企出货相对顺畅，厂内焦炭库存无明显压力。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 100家焦化样本企业焦炉平均开工率为 73.91%，

较上月增长 3.76 个百分点；10 月末，焦企库存 23.77 万吨，较上月末减少 2.25 万吨（详见

图 6）。 

 

图 6 焦企焦炭库存及焦炉利用率 

 

六、需求端：十月份焦炭刚需支撑较强 投机需求逐渐谨慎 

10 月份，钢厂铁水产量高位震荡，焦炭刚性需求存在一定支撑，不过随着宏观政策带来

的利好预期走弱，市场信心受挫，加上钢厂焦炭库存经过前期补库多回升至合理水平，部分钢

厂降低焦炭采购量，盘面行情的宽幅波动也使投机环节操作明显谨慎。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月末，全国 100家钢企样本企业焦炭库存 257.23万

吨，较上月增加 3.53万吨；港口焦炭库存 186.19 万吨，较上月末减少 1.01 万吨（详见图 7）。 



钢铁市场研究月报 

第15页 

 

图 7 钢厂焦炭库存及港口焦炭库存 

七、十一月份国内焦炭市场展望 

目前焦炭基本面已从前期阶段性的供应偏紧转为供应快速提产与需求相匹配，不过当前市

场行情受宏观层面以及市场预期因素扰动更大，导致钢材价格一直处于震荡中前行，这也直接

影响了钢厂的利润，因此在钢材实际需求并未发生明显好转，短期焦炭仍有下行压力。 

成本方面：今年煤炭的政策导向逐渐从“保供应”过渡到“保安全”，焦煤供应始终不高，

虽然短时间来看价格止跌难度比较大，但后面有冬储需求作为支撑，以及煤矿检修及放假等不

确定因素，大跌的几率也比较小，大概率维持着小幅缓跌的趋势，成本方面不会出现大规模的

坍塌。 

供应方面：焦炭产能长期维持着过剩的状态，产量基本由下游需求和自身的利润来决定，

随着焦炭价格下跌，焦企空间有所收缩，焦炉继续提产可能性降低。需求方面：钢厂高炉提产、

铁水日产增加的正反馈即将结束，未来焦炭将面临边际需求下滑的风险，但部分地区全面落实

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打响四季度经济攻坚战，焦炭需求不会出现明显紧缩。 

综合来看，焦炭供需出现走弱迹象，但当前宏观对于整个黑色的定价权重相对更高，只要

钢价在政策预期引领下出现上升趋势，较好的炼钢利润仍将带来铁水提产和补库的预期，对焦

炭依旧形成涨价提振，资料显示，多地四季度对重大项目开工有增加迹象，因此焦炭市场下行

空间或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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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或阶段性上涨 

王 蕾 

10月份国内废钢市场整体呈现窄幅上行的运行态势。十一小长假后受期螺高开低走影响，

成品材及钢坯现货价格同步走跌，部分钢厂顺势回调废钢采购价格。然在宏观利好政策的不断

刺激下，市场预期向好。再加上现阶段钢厂利润空间尚可，生产积极性较高，上游废钢产出量

偏少，市场流通资源处于偏紧状态，对废钢价格形成底部支撑。下半月钢材期现货走势较为震

荡，钢厂利润空间有所收窄，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限制。再加上焦炭首轮提降落地，铁水成本

下移，废钢性价比相较铁水不占优势，短期内钢厂对废钢需求难有明显提升，部分钢厂到货量

处于较高水平，为控制成本打压原料价格意愿仍在，废钢基地为规避风险多积极出货，场内多

保持低库存状态。10 月虽是传统的消费旺季，但在实际需求偏弱的影响下，废钢市场整体呈

现“不温不火、旺季不旺”的状态，价格跟随钢价波动调整。11 月份随着天气转冷，北方工

地将陆续停工，影响工地废钢产出量，市场废钢毛料资源将呈季节性收紧态势，在宏观政策继

续发力的情况下，有望拉动钢材市场，同步利好废钢，11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或阶段性上

涨。 

一、市场回顾：十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窄幅上行 

10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窄幅上行，多随钢价波动调整。月初黑色系期货高开低走，成

品材和钢坯价格同步回落；钢厂生产消耗保持稳定，钢厂利润情况尚可，采购积极性较高，支

撑废钢价格。商家对后市观望情绪浓厚，基地、贸易商多以积极出货为主，选择落袋为安。宏

观利好政策不断出台，但是市场的基本面暂未有明显改变。随着钢材期现货走势震荡偏弱，成

品材成交有限，钢厂多维持按需采购，为控制成本顺势打压废钢价格意愿较强。不过考虑到废

钢市场流通资源偏紧，废钢仍具有一定抗跌性。整体来看，10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趋强调整，

价格重心窄幅上移。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0 日兰格钢铁网废钢流通基准价格指数为 2145 月

环比涨 29：其中重废品种综合基准价格指数为 2128 月环比涨 30，破碎料品种综合基准价格指

数为 2163 月环比涨 28。分区域来看，以重废 6 个厚为例（同下），唐山地区市场价格 2220

元，较上月末上涨 30 元；张家港地区市场价格 2260 元，较上月末上涨 60 元（详见图 1）。

https://feigang.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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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来看，10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窄幅趋强，价格跟随钢价波动窄幅调整。月内成品材走

势震荡，钢厂利润空间收窄，降本增效意愿仍然较强，钢厂多按需调整废钢价格。 

 

图 1 废钢市场价格走势图 

二、消耗及库存：钢厂废钢库存总量月环比上升 

10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窄幅趋强调整，钢厂废钢库存呈现小幅增长态势，随着钢价逐渐回

落，基地避险情绪增加，积极出货为主，废钢社会库存逐步向钢厂转移，到货偏好的情况下钢

厂库存整体增多。长流程钢企利润情况尚可，然废钢经济性较铁水暂无明显优势，钢厂加大废

钢投入比例的可能性不大，按需调节为主；电弧炉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持续双增，且已处于年

内高位，但受制于基本面偏弱影响，电弧炉钢企利润存在继续下行风险，需谨慎关注。 

综合来看，10 月份受废钢价格波动频繁影响，废钢加工基地多采取快进快出操作，场地

内保持低库存状态。但因终端需求释放不理想，工地施工进程偏慢，导致废钢产出增量有限。

需求端来看，电弧炉钢厂利润逐步修复，电弧炉开工率及产能利用率持续增加，利好废钢。但

增幅相对较慢，且增幅在逐步收窄，多数钢厂仍是谨慎增产，多灵活调整废钢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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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50家钢企废钢库存及日耗情况 

类型 9 月 27日 10月 30 日 差值 

废钢库存总量（万吨） 407.3 446.3 39 

日消耗总量（万吨） 38.4 43.4 5 

库存周转天数（天） 8.7 9.2 0.5 

 

三、价格对比：铁废价差由负转正，废钢经济性优势不明显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0日，江苏地区钢厂铁水成本 2345 元/吨（不含税），

张家港重废价格 2260元/吨（不含税），铁水比废钢价格高 46元/吨（注：已考虑到废钢入炉

造成的损耗等问题，此数据仅为当天即时成本理论值）。 

月内废钢市场价格窄幅上行，从图 2可以看出，铁废价差逐步由负转正，但废钢较铁水经

济性仍并无明显优势，钢厂按需采购为主。独立电弧炉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虽持续回升，但增

幅逐渐收窄，难以支撑废钢价格大幅上行。 

 

图 2 华东地区铁废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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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程对比：长、短流程钢企利润同步恢复、利润空间整体尚可 

结合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详见图 3），长、短流程钢企利润均呈恢复态势，长流程钢企利

润一直处于盈利状态，短流程钢企利润空间也整体尚可，钢厂生产积极性较高。月内电弧炉钢

企开工率、生产时长持续窄幅回升，废钢日耗量小幅增加，利好废钢需求。但焦炭首轮提降落

地，铁水成本下移，废钢经济性较铁水暂无明显优势，短期废钢需求难有大幅提升，钢厂依旧

按需调整采废价格为主。11 月份市场参与者需密切关注钢厂的生产动态以及相关政策面的变

化，以把握市场动向。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30日全国 201家生产企业中有 70家钢厂共计 114

座高炉检修停产，总容积为 117700立方米，按容积计算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为 76.15%，

全国 76家电弧炉企业平均开工率为 71.45%。 

 

图 3华东地区长短流程用废利润变化 

五、市场展望：预计十一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或阶段性上涨 

从钢厂端来看，前期钢厂利润得到修复，长流程钢企长期处于盈利状态，生产积极性较高，

电弧炉钢企利润整体尚可，电弧炉开工率及产能利用率双双增加，废钢日消耗量同步增加，钢

厂对废钢采购积极性较高。虽受制于基本面偏弱，电弧炉钢企利润呈现下行迹象，但当下宏观

向好预期不断高涨，加之个别钢企已经初步计划原料冬储，而废钢资源处于近四年低位水平，

短期废钢价格仍有上涨支撑动能。市场方面，随着天气逐渐转冷，北方工地开工率或有下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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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影响工地废钢产出量，部分上游产废企业开工率也将会有所下滑，废钢市场资源流通将呈

季节性收紧态势，预计 11 月份废钢供应将季节性偏紧，支撑废钢价格。 

综合因素分析，目前钢厂的复工复产情况有所好转，电弧炉企业利润恢复，钢厂生产积极

性尚可，对废钢需求有所支撑。但即将进入十一月份，淡季来临，若用钢需求出现季节性回落，

钢厂利润承压，钢厂为降本增效或将压力传导至原料端，抑制废钢价格上行。整体来看废钢市

场在供需结构、钢厂利润及相关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废钢市场行情区间震荡为主，

价格或出现阶段性上涨，但价格上涨空间较为有限，市场仍应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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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国内生铁市场或弱稳运行 

熊艾靓 

10 月份国内生铁市场先扬后抑。月初，属于“银十”旺季需求兑换期，市场对需求回升

仍有较大预期。加之重要会议后，房地产继续释放利好消息，对黑色系产品形成利好支撑，生

铁市场价格大幅上行。月中，宏观利好政策实际兑现情况不及预期，业内恐慌情绪明显加重。

叠加成本端价格出现下调迹象及下游需求跟进动力不足，甚至采购价格存在明显压价现象，导

致生铁市场缺少支撑，生铁市场价格宽幅下挫。月末，随着旺季周期临近尾声，阶段性需求预

期减弱，叠加原料端价格松动，生铁市场恐慌情绪明显加重。并且宏观利多影响也在减弱，在

下游需求企稳，市场供给出现小幅增量的格局下，生铁市场弱稳观望。 

整体来看，在国庆长假期间钢材基本以上涨为主，叠加原料支撑整体偏强，生铁市场情绪

备受提振，并且 10 月仍属于传统需求旺季，商家对于市场需求回升仍有预期，节后第一个工

作日大部分生铁厂家宽幅上调报价。不过随着黑色商品回调及宏观利好消息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逐渐消退，生铁市场也进入到相对平淡阶段，市场报价趋于合理化。月末，重要会议临近，乐

观预期再度占据主导位置，但考虑到下游钢价震荡运行，成本端价格松动，生铁商家报价积极

性一般，甚至部分品种有降价出货现象。预计 11月份生铁市场或窄幅下行。 

一、十月份原料支撑不及预期  生铁市场震荡下挫 

焦炭方面：月初，钢材价格开始高开低走，多数贸易商也退市观望，焦炭市场情绪趋于谨

慎，但在整体宏观氛围偏暖加持以及旺季需求带动下，钢厂对原料仍有一定补库需求，焦炭第

五轮提涨落地。月中，随着宏观政策带来的利好预期走弱，市场信心受挫，同时炼焦煤价格回

调迹象的出现，也加剧了焦价回落的风险，但考虑到下游钢厂整体开工水平较高，焦炭刚需仍

有一定支撑，焦炭处于涨跌过渡期。月末，宏观利好加持减弱，钢材需求较为疲软，钢厂在利

润下降的压力下仍存在一定提降意愿，同时多数煤种价格回调，成本端也对后市焦炭现货价格

支撑减弱，焦炭第一轮提降落地。预计 11月份国内焦炭市场窄幅下行。 

铁矿石方面：月初，澳巴两国的发运量均大幅下降，这导致全球发运量减少。需求方面，

前期成品钢材价格大幅上扬钢厂利润得到修复，钢厂复产和提产的意愿增强，铁水产量随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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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并且钢厂的原料库存较低，有着较强的补库需求，对铁矿价格起到一定支撑。月中，当下

海外铁矿石发运量维持着正常的季节性波动，其中澳矿出现一定减量，而巴西矿则显著回升，

整体供应水平与往年相比处于偏高状态。需求方面，前期成材出货情况好转，且钢厂利润较为

可观，高炉开工率环比提升，然而利好政策预期未能实现，宏观情绪有所降温，这使得铁水产

量存在见顶后回落的可能性。月末，澳洲的发运量虽有显著回升，然而巴西以及非主流地区的

发运量有所减少，这使得整体发运量出现小幅下降。不过港口库存处于高位且继续增加，供应

端依旧维持在高位状态。需求方面，钢厂利润较为可观，高炉开工率持续增加。预计 11 月份

铁矿石市场承压运行。 

二、十月份国内生铁价格宽幅上涨后震荡回落至前期水平 

炼钢生铁：10 月份炼钢生铁价格先扬后回落。节后第一周，在政策刺激及成本支撑下，

工厂报价延续 9月末涨势。此阶段工厂生产积极性较高，但多以交付前期订单为主，同时为规

避后期出货风险，厂内依旧维持低库存运行。节后第二周，随着黑色商品回调，生铁市场也进

入到相对平淡阶段。宏观利好消息对市场价格的影响逐渐消退，市场报价趋于合理化。下半月

高炉复产叠加工厂前期订单陆续完成交付，市场上可流通生铁资源增加，供应压力增加下商家

阴跌出货情况较多。 

 

图 1 国内炼钢生铁市场价格行情（元/吨） 

 



钢铁市场研究月报 

第23页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0 日，炼钢生铁天津地区报价 2770 元（吨价，

下同），与上月末持平；唐山地区报价 2800 元，与上月末持平；翼城地区报价 2970 元，较上

月末下调 20元；临沂地区报价 3000元，较上月末下调 20元（详见图 1）。 

铸造生铁：10 月份铸造生铁市场大幅上扬后震荡回吐。上半月前期停产高炉陆续复产，

铸造生铁工厂在订单较为充足的情况下，厂内库存处于低位甚至是负库存状态。所以前期宏观

利好刺激政策尚未对基本面产生实际促进，但业内对后市预期依然向好，铸造生铁市场主稳观

望。下半月黑色系盘面持续下行，宏观利多影响也在减弱，基本面定价权重有所上移，铸造生

铁价格小幅下挫。一方面是下游需求维稳或小幅减少，采购压价现象明显；另一方面是生铁企

业在陆续交付前期订单后，供应量出现小幅增加，部分商家为出货加大议价空间。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30 日，铸造生铁天津地区报价 3250 元，较上月

末上调 30元；武安地区报价 3350元，较上月末上调 30元；翼城地区报价 3300元，较上月末

上调 50元；上海地区报价 3400元，较上月末上调 50元；临沂地区报价 3200 元，较上月末下

调 20元（详见图 2）。 

 

图 2 国内铸造生铁市场价格行情（元/吨） 

三、国内生铁产量缓慢上升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 9月份，我国生铁产量 6676万吨，同比下降 6.7%；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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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生铁日均产量 222.5 万吨，环比上升 1.2%；1-9 月，我国生铁产量 64443 万吨，同比下降

4.6%。（详见图 3）。进入 10 月份以来，钢铁生产企业依然面临较强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叠加

在宏观政策不断加码以及落地见效，大中型钢铁生产企业的产能释放不断增强，钢厂需求出现

阶段性上升。不过由于传统旺季也将向淡季转换，终端需求或将存在相应的分化，加之钢厂用

废更具性价比，预计生铁产量或将窄幅减少。 

 

图 3 国内生铁产量（万吨） 

四、生铁进口量同比宽幅增加 

据海关统计，2024年 9月份，我国生铁进口量 9.06万吨，较去年同期（0.26万吨）增加

8.8 万吨，上升 3385%。2024 年整体生铁进口总量年同比宽幅增加。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24

年 9 月份，我国粗钢产量 7707 万吨，同比下降 6.1%；9 月份全国粗钢日均产量 256.9 万吨，

环比上升 2.2%；1-9月，我国粗钢产量 76848万吨，同比下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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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以来，从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日均产量的月度数据来看，大中型钢铁生产企业的

产能释放力度开始转强，环比呈现“铁、钢、材皆转升”的局面。从钢厂利润情况来看，钢

厂呈现了由盈利逐渐转向微利的态势。从目前高炉开工率变化来看，钢铁企业生产指数呈现

波动上升态势。因此在钢厂利润修复中，高炉复产加速，原料需求同步上涨，不过随着生铁

进口量宽幅增加以及国内工厂小幅累库也使得生铁价格承压（详见图 4）。 

五、政策效能持续释放 推动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财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9个月发行新增专项债券 3.6万亿元，支持项目超过 3

万个，用作项目资本金超 2600亿元。待发额度加上已发未用资金，今年后 3个月各地共有 2.3

万亿元专项债券资金可安排使用。作为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重要抓手，专项债将进

一步扩围提质，更好发挥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作用。总的来看，当前

财政、货币政策是开展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强化宏观

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组合使用赤字、专项债、财政补助、贴息、税收等多种政策工具，将推

动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六、十一月份生铁市场展望 

总的来看，目前行情处于震荡下挫的状态。一方面靠宏观预期拉涨的行情还不稳，预期和

现实的差异造成行情的波动加大，市场也有待政策进一步明朗；另一方面黑色基本面现实状况，

仍然缺乏有效的向上驱动，盘面资金上也表现信心不足，震荡仍然难免，但往下的空间也有限。

从成本端来看，11 月初宏观层面重要会议召开在即，市场情绪波动较大，铁矿石需求预期暂

时无法证伪，库存处于高位，供需基本持平；焦炭首轮提降落地后，焦企盈利压缩，多数焦企

整体供应仍在高位，但焦炭季节性刚性需求支撑较强，价格下挫空间不会大。从供应端来看，

目前各在产厂家维持正常生产，生铁新订单成交欠佳，厂内库存有所增加。从需求端来看，目

前钢厂利润仍处于缓慢修复阶段，且钢厂盈利率提升背景下观测到铁水将有所上升，后续高炉

复产有进一步加速预期，生铁需求或将边际回暖。整体来看，原料成本仍有下行预期，生铁市

场供需矛盾凸显，叠加下游采购偏谨慎，预计 11月国内生铁市场价格或窄幅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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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国内钢坯市场或震荡上移 

尹思雨 

10 月份国内钢坯市场价格先抑后扬，月初伊始，小长假期间市场受利好政策刺激提振，

市场商贸采购情绪有所改善，钢坯价格持续拉涨。然下游及终端商贸实际需求暂未得到明显好

转，下游对于高价钢坯采购意愿较弱，交投表现谨慎，因而节后首个交易周，钢坯价格宽幅回

落。月中随着重大会议召开，并未公布政策落地具体情况，市场商贸向好预期落空，宏观利好

刺激效果随之减弱，需求端表现持续乏力，钢坯价格持续下调。最后一周，重要会议召开，释

放利好政策预期，刺激价格快速上调，在宏观政策的不断加码中，厂家资源供应持续增加，利

润有效修复，成本端的支撑尚存。主导地区唐山仓储钢坯库存持续减少，随着天气逐渐转冷，

室外施工也将逐步减少，需求进入消费旺季的收尾阶段，市场整体或将呈现供需双增的态势，

加之政策端的加码助力，综合预计 11月份钢坯价格或将震荡上移运行。 

一、十月份钢坯市场形势回顾 

10月全国范围内钢坯价格呈现先抑后扬的运行趋势，以唐山市场为例，截至 10月 30日，

唐山迁安主导钢厂钢坯出厂价格为 3160 元（含税吨价，下同），较 9 月末下调 140 元，环比

降幅 4.2%。10月期现价格整体均呈现大“V”型运行轨迹，后半月下游需求端小幅好转，钢坯

仓储库存环比降幅 2.5%，库存量小幅下降，月末受重要会议召开，利好政策的释放，价格受

到刺激快速上调。 

1、十月份国内钢坯市场价格先抑后扬   

10月国内钢坯均价（迁安主导钢厂钢坯出厂价格）为 3159元，月环比上涨 244元，月内

最高价 3310元（10月 8日），最低价 3060元（10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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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唐山迁安主导钢厂钢坯出厂价格走势图 

2、唐山地区样本长流程钢厂产能利用率窄幅调整 

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30日，唐山地区样本长流程钢厂，高炉产能利用

率为 88.6%，月环比上升 1.12 个百分点。厂家利润仍处亏损阶段，然较前期则呈现小幅回升

的变化趋势，月内高炉开工情绪暂无明显变动，仅后半月部分厂家高炉新增检修操作。 

 

图 2唐山高炉产能利用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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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山市场钢坯投放量小幅减少 

截至 10 月 30 日，唐山钢坯日均外卖量（含外省流入资源）约在 3.55 万吨左右，钢坯投

放量月环比减少 0.35 万吨，年同比减少 0.3 万吨。目前钢坯仓储库存量虽已降至百万吨级以

下水平，但一直在百万吨级边缘变化，降库速度极缓，需求端释放速度较慢，市场商贸采购积

极性较弱，钢坯外卖量持续减少。 

 

图 3唐山钢坯外卖量示意图 

4、唐山钢坯社会库存量小幅减少 

10 月份唐山钢坯社会库存量小幅减少，截至 10 月 24 日，唐山钢坯社库（含港口库存）

125.23 万吨，较 9月同期降库 7.3万吨。 

10月份唐山钢坯社库（含港口库存）均值为 131.59 万吨，较 9月的 137.9 万吨的库存水

平，降低了 4.58%。月前期受小长假影响，商贸集中采购，市场需求得到释放，采购速度加快，

社会库存量减少，加之月末市场受宏观利好刺激，对于后市信心增强，采购节奏加快，社会库

存呈现持续小幅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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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唐山钢坯社会库存走势示意图 

5、长流程钢厂利润小幅回升 

10 月份期螺震荡盘整运行，钢坯及下游成品材价格跟随弱势调整，原料价格降幅与成材

价格基本持平。月内利好政策支撑逐渐减弱，小长假带来的集中备货积极性减弱，市场采购情

绪较为谨慎观望，需求释放显乏力。焦炭第一轮提降落地，原料端支撑减弱，成材底部支撑偏

弱，轧钢厂出货乏力，库存持续增加，当前值处于年内较高数值区域范围之内。 

截至 10月 30日，唐山地区样本长流程钢厂，铁水累计成本不含税在 2345-2485元区间，

均值为 2415元；钢坯含税累计成本（不含三费）在 3133-3260元区间，均值为 3184元，较上

期减少 34元。 

按照目前迁安地区主导钢厂，普碳方坯出厂执行 3160元的价格计算，钢坯亏损 24元，较

上期减少 1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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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唐山长流程钢厂钢坯（累计）成本—利润示意 

6、下游型材产能利用率小幅上升 

10月份唐山地区样本轧钢企业，月均产能利用率在 60.64%，较 9月均值上升 1.25个百分

点，较去年同期的 39.47%上升 21.17个百分点。 

10 月钢坯降幅略低于成材，钢厂利润端虽有所回升，但仍处于亏损阶段，前期部分检修

停产轧线结束检修，逐步恢复生产，产能利用率相对 9月呈现小幅回升运行趋势。 

 

图 6 唐山型材产能利用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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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国 201 家生产企业开工率小幅上升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0月全国 201家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月均值为 76.02%，

较 9月的 75.24%上升 0.78 个百分点；铁水日均产量为 220.83万吨，月环比增加 1.94万吨，

开工率整体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图 7 全国 201家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 

二、十一月国内钢坯市场震荡上移 

10月份钢坯价格呈现“V”型运行趋势，国内成材价格较 9月末降幅在 100-200元之间。

从需求端来看，目前市场正处于消费旺季的收尾阶段，市场整体或将呈现供需双增的态势，月

内有部分前期检修停产高炉恢复生产，市场资源有所增加。10 月份利润端得到小幅修复，钢

坯外卖量变化幅度较小，下游成品材现货成交表现一般，厂内成品材库存增加。 

月内焦炭第一轮提降已全面落地实施，且有部分厂家存有第二轮提降预期，成本端支撑或

将持续减弱。目前下游需求表现不佳，市场整体成交表现疲软，成品材去库缓慢，商贸采购积

极性不高。然从政策面来看，近期市场仍有利好政策释放，虽落地实施情况暂未达到市场预期，

后期若继续出台重磅消息支撑，市场价格或将维持震荡盘整格局，综合预计 11 月份钢坯价格

震荡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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