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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概要 

➢ 2024 年 10 月份，宏观政策对钢铁行业预期减弱，随着利润获得一定修复，全国钢厂复产

规模逐步扩大，但下游需求未能有效提升，供需矛盾进一步显现；且前期钢价涨速太快，下

游对高价资源承接有限，10 月份国内钢材市场呈现了震荡回调、底部抬升的行情。据兰格钢

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底，兰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3836 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140 元/吨，环比跌幅为 3.5%，年同比下跌 6.5%。从月度均值来看，较上月明显上移。10 月

份兰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均值为 3894元/吨，较上月上涨 362元/吨，涨幅为 10.2%。 

➢ 从国外环境来看，全球制造业 PMI承压运行态势延续，中物联指数连续六个月在收缩区间

运行，全球制造业 PMI 的进一步回落，意味着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仍然不足。美联储进一步降

息预期增强，有利于支撑大宗商品价格。 

➢ 从国内环境来看，国家不断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并加快推出增量政策，强化宏观政策逆

周期调节，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有利于破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预期偏弱、一些

领域风险隐患增多等问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 从供给端来看，10 月份钢铁企业盈利获得一定修复，企业增产意愿有所加强，预计 10 月

份国内钢铁产量将呈现环比小幅回升的态势。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估算，10 月份全国粗钢日

产或将回升至 260 万吨以上。11 月份随着气候条件的转变，需求变化及污染防治或制约产量

进一步释放空间。 

➢ 从需求端来看，11 月份钢材市场由传统旺季将逐步向淡季转换，“冬季效应”由北向南逐

渐显现，但在政策释放和支撑下，基建投资有望维持高位，建筑钢材需求释放仍保持一定韧

性。制造业方面，景气度回升至扩张区间，生产指数进一步回升，新订单指数在收缩区间继

续回升，接近荣枯线，制造业用钢需求有望回升。 

➢ 从成本端来看，原料均价有所上升，钢铁月均生产成本上移，对钢价支撑力度转强。 

➢ 综合来看，目前宏观政策逐步落地生效，后续政策影响预期增强，11 月份下游需求释放

有望维持一定韧性，钢铁产量将维持相对平衡，成本支撑再度转强，兰格钢铁大数据 AI 辅助

决策系统预测，预计 2024 年 11月份国内钢铁市场将呈现阶段性反弹运行态势。 

 风险因素提示： 

 供应端：钢铁产量回升，供给压力加大； 

 需求端：需求释放明显下滑，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 

 成本端：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成本支撑减弱； 

 经济环境变化风险：国外制造业景气度继续下行，对于出口用钢需求形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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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1.1 货币宽松推动全球经济恢复 

当前，全球制造业 PMI 承压运行态势延续。据摩根大通数据显示，2024 年 9 月份，摩根

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指数为 48.8%，较上月回落 0.8个百分点；其中，产出指数、新订单指数

均有所回落，产出指数较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至 49.4%；新订单指数为 47.3%，较上月回

落 1.6个百分点。同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为 48.8%

（详见图 1），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连续 6 个月在 50%以下运行。全球制造业继续偏弱

运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 

图 1 全球经济表现-制造业 PMI（%） 

 

数据来源：wind，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从各国 CPI 来看，9 月份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欧洲通胀水平稳中下降。美国 9 月份 CPI

为 2.4%，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美国核心 CPI 为 3.3%，较上月提升 0.1 个百分点。欧元

区 9月份 CPI同比增长 1.8%，较上月回落 0.4个百分点。欧洲其他区域来看，英国 9月份 CPI

为 1.7%，较上月回落 0.5个百分点；土耳其 9月份 CPI为 49.4%，较上月回落 2.6个百分点。

10 月份新西兰、韩国、欧洲央行等宣布降息，全球降息周期延续。据 CME“美联储观察”最

新数据：美联储到 11 月降 25 个基点的概率为 96.3%，维持当前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3.7%。到

12 月维持当前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1%，累计降息 25 个基点的概率为 28.5%，累计降息 50 个基

点的概率为 70.5%。11月 6-7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将公布最终结果。 

随着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和通胀压力的缓解，经济恢复向上动能正在积聚，

世界主要机构预测也趋向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 10 月 17 日指出，通货膨胀率正在

下降，全球经济正在朝着软着陆的方向发展，但增长前景不温不火，贸易壁垒不断上升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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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因素之一。当前，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浪潮和地缘政治风险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两大

威胁。展望四季度，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仍有继续宽松的空间和理由，财政政策也有望继

续发力，全球经济有望向好恢复。更加开放和均衡的全球化合作环境是全球经济加快复苏节

奏的重要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 2024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WEO）

中维持 4 月、7 月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在今明两年均将录得 3.2%的增

幅，且直到 2029年都将基本保持平稳，2029年预计增速为 3.1%。 

1.2 国内经济延续回升向好 

2024 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前三季度国内经济增长 4.8%，其中一季度增长 5.3%，

二季度增长 4.7%，三季度增长 4.6%。指标波动幅度并不大，而且是在预期目标附近。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1-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驱动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中，社零消费累计同比增长 3.3%，增速较 1-8 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出口总额累计

同比增长 4.3%，增速较 1-8月回升 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幅为 3.4%，增速与 1-

8 月持平（详见图 2）。兰格钢铁智策宏观经济预测数据显示，后期“三驾马车”仍延续增长

态势。 

图 2 中国“三驾马车”累计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钢铁智策 

目前金融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政策继续落地。10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2024 年 10 月 21 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 年期 LPR 为 3.1%，5 年

期以上 LPR为 3.6%，均下调 25基点。 

10 月 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 7000 亿元的中央预

算内投资已经全部下达，用于“两重”建设。“两重一新”的 1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已经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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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到项目和地方。明年要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优化投向，加力支持“两重”建设。

近期将在年内下达明年 1000 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 1000 亿的“两重”建设项目清单，

支持地方加快开展前期工作。 

10 月 12 日，财政部指出，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主要包括

几个方面：一是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解隐

性债务，地方可以腾出更多财力空间来促发展、保民生。二是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这些银行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三是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

跌回稳。四是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 

10 月 1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聚焦投资带动，实施技术改造

升级和设备更新工程。抓紧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项目批复和资金，加快已签约的 1500 亿

元技术改造再贷款发放到位。近期，向银行推荐一批新的专项再贷款项目，并提前谋划 2025

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组织工业领域储备项目加快开工建设，尽快形成更多实物

工作量。目前，工业领域在建和年内开工项目大约有 36000 个，预计未来 3 年将拉动投资超

过 11万亿元。 

10 月 17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负责人介绍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阐述的房地产增量政策就是“四个取消”、“四

个降低”和“两个增加”。“四个取消”就是取消限购、取消限售、取消限价、取消普通住宅

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四个降低”就是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首付比例，统一首套、

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比例；降低存量贷款利率；降低“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税费负担。以上都

是已出台政策重述。“两个增加”一是通过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新增实施 100 万套城中村和危

旧房改造；二是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 4万亿元。 

当前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下一阶段国家将加快落实一揽子的增量政策和已经

出台的存量政策，形成政策合力，巩固经济出现的企稳回升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向上、结构

向优、发展向好。 

二、钢铁市场供应情况分析 

2.1 粗钢产量同比继续下降 

2024 年 9 月份，受传统施工旺季带动以及市场成交逐渐回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内钢

材市场呈现了先抑后扬的行情，钢厂产能释放力度环比增强。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9

月份，全国生铁产量 6676万吨，同比下降 6.7%，同比降幅收窄 2.1个百分点；全国粗钢产量

7707 万吨，同比下降 6.1%，同比降幅收窄 4.3个百分点（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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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粗钢产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累计产量来看，1-9 月，我国生铁产量 64443 万吨，同比下降 4.6%；我国粗钢产量

76848 万吨，同比下降 3.6%。 

从粗钢日产来看，9月份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 256.9万吨，环比上升 1.2%。 

钢材产量方面，则呈现单月产量同比下降，累计产量首现同比下降的局面。9 月份钢材产

量11731万吨，同比下降2.4%，同比降幅收窄4.1个百分点；1-9月，钢材产量104448万吨，

同比下降 0.1%。分品种来看，9 月份各品种产量同比均有所下降，累计同比因前期基数仍呈

现分化态势（详见表 1）。 

表 1 2024年 1-9月份钢铁行业产品产量及增长情况 

 



钢铁市场预测月报                                                 2024年 11月 

第8页 

图 4 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10月份以来，钢企生产释放力度呈现波动上升态势。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10月

份全国百家中小钢企高炉开工率的均值为 76.1％，较上月回升 0.9 个百分点（详见图 4）；全

国 201家生产企业铁水日均产量为 222.3万吨，较上月同期增加 6.0万吨。 

10 月份，大中型钢铁生产企业的产能释放继续呈现逐旬回升态势。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 10 月上中旬，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206.1 万吨，环比上升 5.0%，

同比持平。 

10月份，钢铁企业盈利获得一定修复，企业增产意愿有所加强，预计 10月份国内钢铁产

量将呈现环比小幅回升的态势。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估算，10 月份全国粗钢日产或将回升至

260 万吨以上。11 月份随着天气的转变，需求变化及污染防治或制约产量进一步释放空间，

维持相对平衡。 

2.2 钢材社会库存先升后降，后期或将延续分化态势 

10 月份，因国庆假期因素，钢材社会库存呈现先升后降态势，月末整体仍延续下降态势，

其中随着新国标钢筋生产步入正轨，建材社会库存首现环比回升。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

示，截至 10 月底，兰格钢铁网统计的 29 个重点城市钢材社会库存为 746.8 万吨，月环比下

降 4.7%，年同比下降 17.5%。其中，建材社会库存为 296.4 万吨，月环比上升 1.5%，年同比

下降 28.8%；板材社会库存为 450.4万吨，月环比下降 8.3%，年同比下降 7.9%（详见图 5）。 

11 月份市场由旺季逐步向淡季转换，预计后期钢材社会库存将延续分化态势，板材社会

库存继续下降，但在前期旧国标钢筋出清过程中，建材社会库存明显回落，后期建材库存或

延续企稳回升态势，整体社会库存变化需关注建材和板材分化的程度。 

67

69

71

73

75

77

79

81

83

85

2
02
2/
6/
30

2
02
2/
8/
31

2
02
2/
10
/3
1

2
02
2/
12
/3
1

2
02
3/
2/
28

2
02
3/
4/
30

2
02
3/
6/
30

2
02
3/
8/
31

2
02
3/
10
/3
1

2
02
3/
12
/3
1

2
02
4/
2/
29

2
02
4/
4/
30

2
02
4/
6/
30

2
02
4/
8/
31

2
02
4/
10
/3
1

全国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



钢铁市场预测月报                                                 2024年 11月 

第9页 

图 5 钢材社会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从重点钢企厂内库存来看，10 月份重点钢企产成品库存较上月同期有所下降。中钢协统

计数据显示，10 月中旬，重点钢企钢材库存 1546.0 万吨，较上月中旬减少 19.0 万吨，月环

比下降 1.2%；较去年同期下降 6.4%（详见图 6）。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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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建筑钢材厂内库存呈波动上升趋势。兰格钢铁网调研

数据显示，10 月底，全国主要区域建筑钢材厂内库存为 307.6 万吨（详见图 7），较上月底增

加 23.8万吨，月环比上升 8.4%，年同比下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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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全国建材钢厂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2.3 后期钢材出口仍有望延续同比增长态势 

2024 年 9 月在“抢出口”带动下，我国钢材月度出口时隔 8 年，再次冲上千万吨大关。

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出口方面，9月份，我国出口钢材 1015.3万吨，同比增长 25.9%；

1-9月，我国出口钢材 8071.1万吨，同比增长 21.2%。进口方面，9月份，我国进口钢材 55.4

万吨，同比下降 13.4%；1-9月，我国进口钢材 518.5 万吨，同比下降 9.0%（详见图 8）。 

图 8 月度钢材进出口走势（万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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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月度海外（除中国外）粗钢产量情况（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世界钢铁协会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 9月全球 71个纳入世界钢铁协会统计国家的粗钢产

量为 1.436 亿吨，同比下降 4.7%。从中国以外粗钢产量来看，首现同比下降态势，兰格钢铁

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9 月份，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地区产量为 6650 万吨，同比下降 1.0%，

由升转降（详见图 9）。 

10 月份，我国热卷出口报价与印度、土耳其相比优势扩大。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

显示，截至 10 月底，印度、土耳其、独联体热轧卷板出口报价（FOB）分别为 555 美元/吨、

610 美元/吨和 510 美元/吨，中国热轧卷板出口报价（FOB）为 507 美元/吨（详见图 10）；

目前我国热卷出口报价较印度、土耳其分别低 48美元/吨、103美元/吨和 3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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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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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出口订单来看，我国钢铁行业出口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

查的 10 月份钢铁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9.8%，较上月回升 5.8 个百分点（详见图 11）；中

金协&兰格钢铁网调研的钢铁流通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2.8%，较上月回升 0.7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钢材出口价格优势部分增强；海外钢铁供应同比首现下降，我国钢铁企业出

口订单指数在收缩区间明显回升，短期利好我国钢材出口；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指数低位

运行，外需景气度下降；叠加人民币升值以及钢铁贸易摩擦的增多，对今后钢材出口影响也

将逐步显现。在当前钢铁出口订单加快交付及上年基数偏低的情况下，10、11 月份我国钢材

出口同比仍有望维持增长态势。 

2.4 粗钢表观消费同比降速继续扩大 

2024 年 1-9 月，我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3.6%；钢材净出口同比增幅仍较明显，国内粗钢

表观消费量呈现继续回落态势。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测算数据显示，2024 年 1-9 月，国内粗

钢表观消费量为 68799.4万吨，同比下降 6.1%，降速较上月扩大 0.5个百分点（详见表 2）。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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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观消费量 

2023年 1-9 月 79,717.8  6,112.0  -49.4 73,301.8  

2024年 1-9 月 76,848.0  7,553.0  -180.9 68,799.4  

同比增减 -2,869.8  1,441.0  -131.5  -4,502.4  

变化幅度（%） -3.6% 23.6% 266.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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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需求将保持一定韧性 

3.1 建筑钢材需求释放将逐步进入淡季 

2024 年 1-9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与上月持平，维持在 3.4%。分领域看，基础设

施投资（包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长 9.3%，增速较上月回升 1.4 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2%，增速较上月回升 0.1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继续回落，同比下降 10.1%，降速较

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继续呈现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保持韧性，房地产投资依然承压的

结构性分化特征。据钢铁智策-兰格腾景钢铁大数据 AI 辅助决策系统数据预测结果显示，10

月份，三大领域投资中，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仍维持高位水平；而房地产投资同

比降速或小幅扩大（详见图 12）。 

图 12 三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及钢铁智策预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钢铁智策 

图 13 建筑钢材成交量（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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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虽处于需求旺季，但随着钢价高位回落，建材成交较上月有所下降。兰格钢铁

网统计的 10月份 20个重点城市建筑钢材日均成交量为 14.27万吨（详见图 13），较上月减少

0.47万吨，环比下降 3.2%，同比下降 21.0%。 

专项债数据显示，9 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量大幅抬升、10 月底逐步接近尾声，建筑工

地资金到位率连续改善。数据显示，9 月地方政府发行新增专项债 10279.17 亿元，环比增长

29.06%，同比增长 187.99%；2024 年 1-9 月，地方政府发行新增专项债总额为 35993.45 亿元，

约占 2024 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的 92.29%，分别赶超 2022、2023 年进度 6.91、1.54 个百分

点。截至 10 月底，地方政府发行新增专项债总额为 38021.14 亿元，约占 2024 年新增专项债

券额度的 97.49%，已接近尾声。11 月份钢材市场由传统旺季将逐步向淡季转换，“冬季效应”

由北向南逐渐显现，但在政策释放和支撑下，基建投资有望维持高位，建筑钢材需求释放仍

保持一定韧性。 

3.2 制造业用钢需求有望回升 

9 月份制造业方面表现相对韧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速为 5.4%，增速较上月回升 0.9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为 5.2%，增速较上月回升 0.9 个百分点。钢铁智策-兰格腾景钢铁大数据 AI 辅助决策系统高

频宏观数据预测显示，10 月份，工业增加值仍呈现较高增幅（详见图 14）。兰格钢铁研究中

心监测的 15项主要用钢产品产量数据中，2024年 9月份同比呈现增长的产品有 9项，较上月

减少 1项；1-9月，累计产量保持增长的产品有 12 项，与上月持平（详见表 3）。 

表 3  2024年 1-9月份钢铁下游工业产品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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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单月增速及预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兰格钢铁网钢铁智策 

10月份，板材产品月度出货量有所分化。兰格钢铁网统计的 10月份出货数据中，全国 16

个重点城市热轧卷板月度日均出货量 4.45 万吨（详见图 15），较上月增加 1.0 万吨，环比回

升 2.3%，同比下降 8.2%。全国 15 个重点城市 105 家重点流通企业中厚板日均出货量为 4.63

万吨，较上月减少 0.52万吨，环比下降 10.1%，同比下降 16.1%。 

图 15 热轧卷、中厚板出货量情况（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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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制造业景气度继续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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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1%，比上月回升 0.3个百分点，回升至扩

张区间，表明经济运行初现企稳态势（详见图 16）。从分项指标来看，生产指数回升 0.8个百

分点，为 52.0%；新订单指数回升 0.1 个百分点，为 50.0%；新出口订单指数回落 0.2 个百分

点，为47.3%，新订单指数回升至临界点位置，而新出口订单指数在收缩区间继续回落，反映

在国家逆周期调节持续加码下，国内需求企稳，而国际市场未来需求仍有所承压。预计 11 月

份制造业用钢需求有望回升。 

图 16 中国制造业 PMI 相关指标表现（%） 

 

数据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四、成本及利润情况分析 

4.1 原料均价有所上涨，月均成本明显上移 

10 月份以来，铁矿石价格呈现先降后升运行态势。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底，唐山地区 66%品位干基铁精粉价格为 980 元/吨，较上月底下跌 10 元/吨；进口铁矿石

方面，澳大利亚 61.5%粉矿日照港市场价格为 770元/吨，较上月底下跌 35元/吨（详见图 17）。 

从均值来看，10 月份，铁矿石均价有所上移。唐山地区 66%品位干基铁精粉均价为 981

元/吨，较上月上涨 31 元/吨；进口铁矿石方面，澳大利亚 61.5%粉矿日照港市场均价为 766

元/吨，较上月上涨 61元/吨。 

焦炭方面，10 月份焦炭价格经历四轮提涨及一轮提降落地。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 10月底，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价格为 1750元/吨，较上月底上涨 150元/吨（详见图 18）。

从均值来看，10月份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均价为 1767 元/吨，较上月上涨 219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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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铁矿石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图 18 焦炭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废钢方面，10月份废钢价格呈现先扬后抑态势。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底，唐山地区重废价格为 2220元/吨，与上月底持平（详见图 19）。从均值来看，10月份唐

山地区重废均价为 2246元/吨，较上月上涨 73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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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废钢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在原料均价上行带动下，月均成本水平有所上移，成本对钢价支撑增强。兰格钢铁研究

中心成本监测数据显示，使用 10 月份购买的原燃料生产测算的兰格生铁成本指数为 112.7，

较上月同期上升 8.1%；普碳方坯不含税平均成本较上月同期增加 165元/吨，环比上升 6.5%。 

4.2 钢铁行业亏损面继续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 1-9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58426

亿元，同比下降 6.0%；营业成本 56555.5 亿元，同比下降 5.1%；亏损 341 亿元，同比下降

256%。就单月来看，9 月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亏损 171.3 亿元，较上月增亏 29.2

亿元（详见图 20）。 

图 20 月度钢铁行业盈利（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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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按两周原料库存周期测算的钢材品种利润呈现先降后升态势，三级螺纹钢月均

明显盈利，而热卷则呈现明显减亏状态。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10 月份三级螺纹

钢月均盈利 323 元/吨，较上月增加 255 元/吨；热卷月均盈利 39 元/吨，由亏转盈（详见图

21）。预计 10月份钢铁行业统计发布利润数据状况有所改善。 

图 21 主要钢材品种毛利（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五、钢材市场价格走势及预测 

5.1 十月份国内钢铁市场震荡回调 

2024 年 10 月份，宏观政策对钢铁行业改善预期减弱，同时，随着利润获得一定修复，全

国钢厂复产规模逐步扩大，但下游需求未能有效提升，供需矛盾进一步显现；且前期钢价涨

速太快，下游对高价资源承接有限，10 月份国内钢材市场呈现了震荡回调、底部抬升的行情。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底，兰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3836 元/吨，

较上月末下跌 140 元/吨，环比跌幅为 3.5%，年同比下跌 6.5%。其中，长材价格为 3708 元/

吨，较上月末下跌 286元/吨，环比跌幅 7.2%，年同比下跌 6.0%；板材价格为 3873元/吨，较

上月末下跌 52 元/吨，环比跌幅 1.3%，年同比下跌 7.6%；型材价格指数为 3729 元/吨，较上

月末下跌 114元/吨，环比跌幅为 3.0%，年同比下跌 7.3%；管材价格为 4396元/吨，较上月末

上涨 128元/吨，环比涨幅为 3.0%，年同比下跌 2.8%（详见图 22）。 

从月度均值来看，较上月明显上移。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0月份，兰格钢铁全

国钢材综合价格均值为 3894元/吨，较上月上涨 362 元/吨，涨幅为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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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兰格钢材绝对价格指数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分品种来看，兰格钢铁网监测的 8 大钢材品种 10 大城市均价显示（详见表 4），截至 10

月底，各品种价格涨跌互现；其中三级螺纹钢、高线跌幅最大，分别较上月末下跌 7.2%、

6.1%；热轧卷、中厚板、H 型钢跌幅较小，较上月末下跌 2.9%-3.0%；冷轧卷、焊管和无缝管

有所上涨，较上月末上涨 1.6%-3.1%。 

表 4 10 大城市 8大钢材品种价格涨跌情况表（元/吨，%） 

钢材品种 10 月末均价 9 月末均价 涨跌额 涨跌幅度 

Φ6.0mm 高线 3960 4219 -259 -6.1% 

Φ25mm 三级螺纹钢 3638 3922 -284 -7.2% 

5.5mm 热轧卷 3576 3670 -94 -2.6% 

1.0mm 冷轧卷 4152 4088 64 1.6% 

20mm 中厚板 3632 3740 -108 -2.9% 

200*200H 型钢 3519 3629 -110 -3.0% 

4 寸焊管 4025 3925 100 2.5% 

108*4.5 无缝管 4801 4655 146 3.1%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5.2 十一月份国内钢铁市场或有阶段性反弹 

从国外环境来看，全球制造业 PMI 承压运行态势延续，中物联指数连续六个月在收缩区

间运行，全球制造业 PMI 的进一步回落，意味着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仍然不足。美联储进一步

降息预期增强，有利于支撑大宗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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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环境来看，国家不断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并加快推出增量政策，强化宏观政策逆

周期调节，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有利于破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预期偏弱、一些

领域风险隐患增多等问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图 23 兰格钢铁综合价格指数 AI预测（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产业研究院 

 

从供给端来看，10月份钢铁企业盈利获得一定修复，企业增产意愿有所加强，预计 10月

份国内钢铁产量将呈现环比小幅回升的态势。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估算，10 月份全国粗钢日

产或将回升至 260 万吨以上。11 月份随着气候条件的转变，需求变化及污染防治或制约产量

进一步释放空间。 

从需求端来看，11月份钢材市场由传统旺季将逐步向淡季转换，“冬季效应”由北向南逐

渐显现，但在政策释放和支撑下，基建投资有望维持高位，建筑钢材需求释放仍保持一定韧

性。制造业方面，景气度回升至扩张区间，生产指数进一步回升，新订单指数在收缩区间继

续回升，接近荣枯线，制造业用钢需求有望回升。 

从成本端来看，原料均价有所上升，钢铁月均生产成本上移，对钢价支撑力度转强。 

综合来看，目前宏观政策逐步落地生效，后续政策影响预期增强，11 月份下游需求释放

有望维持一定韧性，钢铁产量将维持相对平衡，成本支撑再度转强，兰格钢铁大数据 AI 辅助

决策系统预测（详见图 23），预计 2024年 11月份国内钢铁市场将呈现阶段性反弹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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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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警惕市场运行风险： 

供应端：钢铁产量回升，供给压力加大； 

需求端：需求释放明显下滑，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 

成本端：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成本支撑减弱； 

经济环境变化风险：国外制造业景气度继续下行，对于出口用钢需求形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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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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