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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概要  

➢ 2024年 3月份，在政策出台不及预期、终端需求释放相对较弱、供给压力偏大以及成本

负反馈的影响下，国内钢材市场呈现大幅震荡下跌的行情。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 3月底，兰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3935 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282元/吨，环比

跌幅为 6.7%，年同比下跌 13.4%。 

➢ 从国外环境来看，全球制造业 PMI有所回升，显示全球制造业初步摆脱持续弱势运行的

迹象，恢复力度较上月有明显增强，全球经济承压态势有所缓解。 

➢ 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宏观组合政策靠前发力，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后期经济政策逐步

落地生效，有望促进中国经济不断回升向好。 

➢ 从供给端来看，由于国内钢铁生产企业产能释放意愿受到需求释放力度不足和品种亏损

压力加大的影响，预计 3月份国内钢铁产量将承压下降。4月份随着钢厂复产规模增加，

钢铁产量环比或有回升。 

➢ 从需求端来看，4月份，随着政策不断落地，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将加快推进，建筑钢材需

求预计将继续恢复，但地产投资弱势及基建项目推动受制约，建筑钢材需求将呈现环比

增长、同比下降态势；制造业方面，景气度有所回升，在汽车、家电、船舶等工业带动

下，制造业用钢需求仍将保持韧性释放。 

➢ 从成本端来看，原料端均价下行带动下，钢企生产成本水平进一步下移，对后期钢铁市

场支撑力度明显减弱。 

➢ 综合来看，在政策不断落地、重大项目资金到位、终端需求逐步释放、成本支撑减弱的

共同影响下，兰格&腾景钢铁大数据 AI辅助决策系统预测，2024年 4月份国内钢铁市场

或将呈现弱势运行态势，并伴随阶段性反弹机会。 

 

 风险因素提示： 

 供应端：钢铁去库存速度慢，供给压力偏大； 

 需求端：下游恢复力度弱，需求释放不及预期； 

 成本端：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成本变化明显； 

 经济环境变化风险：国外经济恢复不足，对于用钢需求形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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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1.1 全球经济承压态势有所缓解 

当前，全球制造业 PMI 运行态势有所改善，显示全球经济态势相对稳定。据摩根大通数

据显示，2024 年 2 月份，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为 50.3%，较上月回升 0.3 个百分点；

其中，产出指数在扩张区间明显回升，较上月回升 0.9 个百分点，至 51.2%；而新订单指数

回升至扩张区间，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至 50.4%。同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2024 年 2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为 49.1%（详见图 1），较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连续 2 个月

稳定在 49.0%以上，高于去年四季度 47.9%的平均水平，显示全球制造业恢复力度仍较稳定。 

图 1 全球经济表现-摩根大通 PMI（%） 

 

数据来源：wind，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2024 年 2 月份监测的 20 个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制造业 PMI 指数中有 10 个国家制造业

PMI 处于 50%以上，较上月增加 3 个，且有 14 个国家及地区制造业 PMI 指数较上月有所回升，

占比达 70%，反映全球制造业整体恢复态势趋向改善。 

从较长周期来看，全球通胀呈现稳中下降态势，但短期内通胀的控制也存在一定反弹压

力。2 月份美国、土耳其的通胀水平略有回升。美国 2024 年 2 月份 CPI 为 3.2%，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从美国核心 CPI 来看，呈现较上月回落态势，2 月份美国核心 CPI 为 3.8%，

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详见图 2）。欧元区 2 月份 CPI 同比增长 2.6%，较上月回落 0.2 个

百分点。欧洲其他区域来看，土耳其 2 月份 CPI 为 67.07%，较上月回升 2.21 个百分点；英

国 2月份 CPI为 3.4%，较上月回落 0.6个百分点（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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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 CPI变化（%） 

 

数据来源：wind 

 图 3 欧洲区域 CPI 变化（%） 

 

数据来源：wind 

 

从全球通胀水平控制来看，通胀水平存在一定的反弹压力，结合目前美国经济基本面，

当前市场对美联储今年降息次数及幅度预期持续减弱，美联储 3 月份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

点阵图维持年内降息 75 个基点。目前看，5 月开始放慢缩表、6 月首次降息是大概率事件，

短期流动性有望维持宽裕，市场风险偏好也将有所修复。 

2024 年前 2 个月全球经济发展态势较为稳定，但并未改变低增长格局，世界各主要机构

普遍预期 2024 年全球经济增速维持在 3%左右。从全球贸易来看，在地缘政治冲突不再进一

步激化的前提下，2024年全球贸易增速或将略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并好于去年同期。 

0

1

2

3

4

5

6

7

8

9

10

2
02
0-
04

2
02
0-
06

2
02
0-
08

2
02
0-
10

2
02
0-
12

2
02
1-
02

2
02
1-
04

2
02
1-
06

2
02
1-
08

2
02
1-
10

2
02
1-
12

2
02
2-
02

2
02
2-
04

2
02
2-
06

2
02
2-
08

2
02
2-
10

2
02
2-
12

2
02
3-
02

2
02
3-
04

2
02
3-
06

2
02
3-
08

2
02
3-
10

2
02
3-
12

2
02
4-
02

美国:CPI:当月同比 美国:核心CPI:当月同比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

0

2

4

6

8

10

12

2
02
0-
10

2
02
0-
12

2
02
1-
02

2
02
1-
04

2
02
1-
06

2
02
1-
08

2
02
1-
10

2
02
1-
12

2
02
2-
02

2
02
2-
04

2
02
2-
06

2
02
2-
08

2
02
2-
10

2
02
2-
12

2
02
3-
02

2
02
3-
04

2
02
3-
06

2
02
3-
08

2
02
3-
10

2
02
3-
12

2
02
4-
02

欧元区:HICP(调和CPI):当月同比 英国:CPI:同比

土耳其:CPI:同比（右轴）



 钢铁市场预测月报                                          2024年 4月 

第6页 

1.2 国内经济延续回升向好 

2024 年以来，随着宏观组合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经济内生动能继续修复，生产需求稳中

有升，经济运行起步平稳，延续了回升向好态势。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0%，较上年 12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驱动经济增长

的“三驾马车”中，社零消费累计同比增长 5.5%，较 2023 年 1-12 月回落 1.7 个百分点；出

口总额累计同比增长 7.1%，由降转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幅为 4.2%，较 2023 年 1-12 月回

升 1.2个百分点（详见图 4）。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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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兰格钢铁网钢铁智策宏观经济预测数据显示，后期“三驾马车”中的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仍延续较高增长水平，出口方面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不断回

升。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 2024 年我国经

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左右；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好政府投资的

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

弱领域补短板，推进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

改造，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拟安排 7000 亿元，合理

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额度分配向项目准备充分、投资效率较

高的地区倾斜。2024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赤字率拟按 3%安排,赤字规

模 4.06万亿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800亿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3 月 13 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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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

提升四大行动，大力促进先进设备生产应用，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推动高质量耐用

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大幅增长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 

3 月 2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就近期投资、金融、财政有关数据

及政策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表示，宏观调控需要多种工具有机组合、共同作用。从

财政政策看，适度加力不仅体现在赤字政策，还包括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税费优惠等

多种政策工具上。2024 年赤字率按 3%安排，赤字规模是 4.06 万亿元，比 2023 年年初预算增

加 1800 亿元。通过统筹各类财政资源，安排财政支出达到了 28.5 万亿元，比 2023 年增加

1.1 万亿元，保持了较高的支出强度。考虑到 2023 年四季度增发 1 万亿元国债，大多都是在

2024 年使用，实际上支出效果将更多体现在 2024 年。2024 年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9 万

亿元，比 2023 年增加 1000 亿元，还有 1 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再加上实施结构性减税降

费政策，这些都将为实现 2024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必要和有力支撑。中国人民银行称，

我国货币政策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和丰富的工具储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下降空间。 

3 月 24 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正在落实

加快出台 2024 年版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继

续支持一批重大的外资项目建设，强化项目的要素保障，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的准入，大力

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的使用。将在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 7

大领域推动设备更新，有望形成年规模 5 万亿以上的巨大市场；开展汽车、家电、家居等耐

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有望释放万亿规模的市场潜力；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2030

年前每年至少需要新增投资 2万亿元以上。 

今年前两个月，随着宏观组合政策靠前发力，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加上春节假期的有力

带动，国民经济起步平稳、稳中有升。但是，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当前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后期国

家将狠抓政策落实落地，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努力推动经济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望促进中国经济不断回升向好。 

二、钢铁市场供应情况分析 

2.1 粗钢产量同比小幅回升 

2024 年 1-2 月份，由于闰年工作日增加，以及钢厂产能稳中释放带动下，国内粗钢产量

呈现同比小幅增长态势。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份，全国生铁产量

14073 万吨，同比下降 0.6%；全国粗钢产量 16796 万吨，同比增长 1.6%（详见图 5）。 

从粗钢日产来看，2024年 1-2月份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 279.9万吨，环比上升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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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国粗钢产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钢材产量呈现同比上升局面。2024 年 1-2月份钢材产量 21343万吨，同比增长 7.9%。分

品种来看，因季节性淡季影响，钢筋、线材、焊接钢管产量呈现同比小幅下降态势；而冷轧

薄板、中厚宽钢带产量同比明显增长（详见表 1）。 

表 1 2024年 1-2月份钢铁行业产品产量及增长情况 

 

 

3 月份以来，从高炉开工率变化来看，钢铁企业生产释放力度呈现波动小幅下降的态势。

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3 月份全国百家中小钢企高炉开工率的均值为 74.1％，较上月

下降 1.6 个百分点（详见图 6）；全国 201 家生产企业铁水日均产量为 216.3 万吨，较上月同

期减少 2.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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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图 7 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3 月份以来，钢铁生产企业面临着较为明显的结构化供需矛盾，钢价大幅下行、亏损压

力加大、厂库累积难降，钢厂不得不做出“减产保价”的策略，多地钢协也呼吁按照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三定三不要”的原则，倡导区域钢厂控产或减产。目前来看，钢厂减产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 3 月上中旬，重点钢企生铁日

均产量 184.0 万吨，环比下降 2.0%，同比下降 5.3%；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205.3 万吨，环

比下降 1.6%，同比下降 6.8%；重点钢企钢材日均产量 194.7 万吨，环比下降 0.1%，同比下

降 6.5%（详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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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虽然天气逐渐变暖，适宜室外工程的施工，但由于项目资金到位情况不佳，重大

项目的施工进度不尽人意，从而限制终端需求的释放力度，国内钢铁生产企业产能释放意愿

受到需求释放力度不足和品种亏损压力加大的影响，预计 2024 年 3 月份国内钢铁产量将承压

下降。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估算，2024 年 3 月份全国粗钢日产或将维持在 270 万吨左右的水

平。4月份随着钢厂复产规模增加，钢铁产量环比或有回升。 

2.2 钢材社会库存见顶回落，后期将逐步下降 

2024 年 3 月份，钢材社会库存呈现见顶回落态势，与上月研报预计钢材社会库存将在 3

月上旬到达峰值，3 月中下旬或将开启去库存周期的预判吻合。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

国内钢材社会库存于 3 月 8 日到达峰值，3 月 15 日开始回落。截至 3 月底，兰格钢铁网统计

的 29 个重点城市钢材社会库存为 1577.5 万吨，月环比下降 5.5%，年同比上升 10.1%。其中，

建材社会库存为 982.2 万吨，月环比下降 8.1%，年同比上升 1.0%；板材社会库存为 595.2 万

吨，月环比下降 0.9%，年同比上升 29.3%（详见图 8）。从峰值来看，3 月 8 日钢材社会库存

为 1710.2 万吨，较上年库存峰值增加 85.2 万吨，趋势也与之前研判的今年春节晚、需求启

动慢、库存峰值高于上年的结论匹配。 

图 8 钢材社会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当前市场需求恢复不足，钢材社会库存总量高于去年同期，市场库存压力偏大，预计 4

月份钢材社会库存将延续下降态势，但去库速度依赖需求的释放。 

从重点钢企厂内库存来看，3 月份重点钢企产成品库存较上月同期有所上升。中钢协统

计数据显示，3 月中旬，重点钢企钢材库存 1953.4 万吨，较上月中旬增加 55.5 万吨，月环

比上升 2.9%；较去年同期上升 3.0%（详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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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全国重点钢企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图 10 全国建材钢厂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从建筑钢材厂内库存来看，3 月份建筑钢材厂内库存冲高回落。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

示，3 月底，全国主要区域建筑钢材厂内库存为 728.3 万吨（详见图 10），较上月底减少

25.5 万吨，月环比下降 3.4%，年同比上升 11.5%。相关钢厂库存数据显示，目前钢厂库存压

力仍然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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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后期钢材出口同环比均小幅波动 

2024 年开年，我国钢材国际贸易仍呈现出口量大幅增长、进口量继续下降的态势。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出口方面，2024 年 1-2 月份，我国出口钢材 1591.2

万吨，同比增长 32.6%；进口方面，2024 年 1-2 月份，我国进口钢材 113.1 万吨，同比下降

8.1%（详见图 11）。 

图 11 月度钢材进出口走势（万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世界钢铁协会监测数据显示，2024 年 2 月全球 71 个纳入世界钢铁协会统计国家的粗钢产

量为 1.488 亿吨，同比增长 3.7%。其中，非洲粗钢产量为 180 万吨，同比增长 8.1%；亚洲和

大洋洲粗钢产量为 1.097 亿吨，同比增长 3.9%；欧盟（27 国）粗钢产量为 1060 万吨，同比

下降 3.3%；其他欧洲国家粗钢产量为 370 万吨，同比增长 32.5%；中东粗钢产量为 420 万吨，

同比增长 10.8%；北美粗钢产量为 870 万吨，同比下降 1.3%；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乌克

兰粗钢产量为 670 万吨，同比下降 2.5%；南美粗钢产量为 350 万吨，同比增长 10.5%。海外

钢铁产量继续呈现同比上升局面。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24 年 2 月份，中国以

外全球其他地区产量为 6760 万吨，同比增长 8.5%，增速较上月回升 0.7 个百分点（详见图

12）。 

2024 年 3 月份以来，海外和我国热卷出口价格同步下行，我国钢材出口报价仍具优势。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印度、土耳其、独联体热轧卷板出口报价

（FOB）分别为 560 美元/吨、630 美元/吨和 560 美元/吨，中国热轧卷板出口报价（FOB）为

505 美元/吨（详见图 13）；目前我国热卷出口报价较印度、土耳其、独联体出口报价分别低

55 美元/吨、125美元/吨、55美元/吨。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2
0
2
1
年

1
2…

2
0
2
2
年

2
月

2
0
2
2
年

4
月

2
0
2
2
年

6
月

2
0
2
2
年

8
月

2
0
2
2
年

1
0…

2
0
2
2
年

1
2…

2
0
2
3
年

2
月

2
0
2
3
年

4
月

2
0
2
3
年

6
月

2
0
2
3
年

8
月

2
0
2
3
年

1
0…

2
0
2
3
年

1
2…

2
0
2
4
年

2
月

钢材出口 钢材进口



 钢铁市场预测月报                                          2024年 4月 

第13页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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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钢材出口价格对比（美元/吨） 

 

数据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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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

查的 2024 年 3 月份钢铁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4.3%，较上月上升 7.3 个百分点，再次回升

至扩张区间（详见图 14）；兰格钢铁网调研的钢铁流通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4.6%，较上月

回落 1.8 个百分点，仍在收缩区间运行。钢铁企业出口订单指数回升，将对后期我国钢材出

口形成一定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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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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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钢材出口价格优势仍存；海外钢材市场供应同比继续回升，全球制造业指数

有所改善，我国钢铁企业出口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运行，仍将对后期我国钢材出口形成

一定带动。考虑到 2024 年 1-2 月我国钢材月均出口量为 795.6 万吨，仍呈高水平出口态势，

2023 年 3 月钢材出口 789 万吨，兰格钢铁研究中心预计 2024 年 3 月份我国钢材出口同比、

环比均将呈现小幅波动态势。 

2.4 粗钢表观消费同比小幅回落 

2024 年 1-2 月，我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1.6%；钢材净出口同比增幅较大，国内粗钢表观

消费量呈现小幅回落态势，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测算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国内粗钢表

观消费量为 15291.9万吨，同比下降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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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材净出口折算粗钢 钢坯净进口 表观消费量 

2023 年 1-2月 16,531.7  1,096.0  1,153.7  34.1 15,412.1  

2024 年 1-2月 16,796.2  1,478.0  1,555.8  51.5 15,291.9  

同比增减 264.5  382.0  402.1  17.4  -120.2  

变化幅度（%） 1.6% 34.9% 34.9% 50.9%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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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需求将逐步恢复 

3.1 建筑钢材需求将逐步恢复 

2024 年 1-2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有所回升，较上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至 4.2%。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包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长 8.96%，增速较上月回升 0.72 百分点；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4%，增速较上月回升 2.9 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继续回落，同

比下降 9.0%，降速较上月收窄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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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份，

三大领域投资中，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将有所提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有所放缓，而房地产

投资同比降速将有望继续收窄（详见图 15）。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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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份，伴随天气逐步转暖，项目开工施工增加，建材需求逐步释放，建材成交较上月

有所增加，但同比仍呈现萎缩态势。兰格钢铁网统计的 3 月份 20 个重点城市建筑钢材日均成

交量为 14.7万吨（详见图 16），较上月增加 9.2万吨，同比下降 24.3%。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6350 亿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 2479 亿元，同比下降 28.1%；反映今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不及预期。在化债防风

险和稳增长的背景下，3 月份以来，国务院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优化房地产政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组织召开专项会议，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系统观念，持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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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要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抓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

定工作，进一步推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系统谋划相关支持政策，有效激发

潜在需求，加大高品质住房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图 16 建筑钢材成交量（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目前，房地产政策环境虽在不断释放落地，有望带动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但对地产投

资的带动仍相对有限，需要较长周期传导；4 月份，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将逐步推进，建筑钢

材需求预计将继续恢复，但考虑到目前地产投资弱势及基建项目推动受制约，建筑钢材需求

将呈现环比增长、同比下降态势。 

3.2 制造业用钢需求仍将保持韧性释放 

2024 年 1-2 月份制造业方面表现有所加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2 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 7.0%，较上月提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速为 7.7%，较上月提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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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份同比呈现增长的产品由上月的 8 项增加到 11 项，反映部分制

造业需求有所增强（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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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幅 6.7%，较前期有所放缓，但仍保持相对高位（详见图 17）；对板材需求仍形成

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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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4年 1-2月份钢铁下游工业产品产量表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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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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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个重点城市热轧卷板月度日均出货量 3.5 万吨（详见图 18），较上月增加 0.5 万吨，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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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3.8%，同比下降 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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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万吨（详见图 19），较上月增加 0.4万吨，环比增长 9.7%，同比下降 32.0%。 

图 18 热轧卷出货量情况（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图 19 中厚板出货量情况（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当前，制造业景气度有所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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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3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8%，比上月回升 1.7 个百分点，

制造业 PMI 重回荣枯线之上，既有季节性因素影响，也表明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明确

（详见图 20）。从分项指标来看，生产指数回升 2.4 个百分点，为 52.2%；新订单指数回升

4.0 个百分点，为 53.0%；新出口订单指数回升 5.0 个百分点，为 51.3%，新订单指数和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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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订单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反映制造业需求恢复仍然客气。预计 4 月份制造业用钢需求

在汽车、家电、船舶等工业带动下将保持韧性释放。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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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均价全面下行 月均成本明显下移 

3 月份以来，下游需求恢复不足，钢材价格大幅下跌，钢厂生产积极性受到制约，铁矿

石价格呈现震荡下跌运行态势。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唐山地区 66%品

位干基铁精粉价格为 930 元/吨，较上月底下跌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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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 元/吨，较上月底下跌 135元/吨（详见图 21）。 

从均值来看，3 月份，铁矿石均价有所下移。唐山地区 66%品位干基铁精粉均价为 1009

元/吨，较上月下跌 173 元/吨，跌幅为 14.6%；进口铁矿石方面，澳大利亚 61.5%粉矿日照港

市场均价为 832元/吨，较上月下跌 132元/吨，跌幅为 13.7%。 

焦炭方面，3 月份以来，焦炭价格经历三轮提降落地。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

至 3 月底，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价格为 1700 元/吨，较上月底下跌 300 元/吨（详见图 22）。

从均值来看，3 月份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均价为 1900 元/吨，较上月下跌 244 元/吨，跌幅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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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铁矿石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图 22 焦炭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废钢方面，3 月份废钢价格呈现震荡下行态势。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

唐山地区重废价格为 2470 元/吨，较上月底下跌 230 元/吨（详见图 23）。从均值来看，3月

份唐山地区重废均价为 2593 元/吨，较上月下跌 146 元/吨，跌幅 5.3%。 

在原料均价明显下行带动下，成本水平进一步下移。兰格钢铁研究中心成本监测数据显

示，使用 3 月份购买的原燃料生产测算的兰格生铁成本指数为 119.8，较上月同期下降 11.3%；

普碳方坯不含税平均成本较上月同期减少 302元/吨，环比下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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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废钢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4.2 钢铁行业陷入亏损境地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12168.2 亿元，同比增长 2.9%；营业成本 11915.9 亿元，同比增长 4.0%；亏损 146.1 亿元

（详见图 24）。 

图 24 月度钢铁行业盈利（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 月份，按两周库存周期测算的钢材品种呈现先升后降态势，整体仍呈亏损状态。兰格

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3 月份三级螺纹钢平均亏损为 87 元/吨，亏损幅度较上月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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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元/吨；热卷亏损 82 元/吨，亏损幅度较上月收窄 29 元/吨（详见图 25）。预计 3 月份钢铁

行业统计发布利润数据状况仍然不佳。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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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国内钢铁市场震荡下行 

2024 年 3 月份，在政策出台不及预期、终端需求释放相对较弱、供给压力偏大以及成本

负反馈的影响下，国内钢材市场呈现大幅震荡下跌的行情。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兰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3935 元/吨，

较上月末下跌 282 元/吨，环比跌幅为 6.7%，年同比下跌 13.4%。其中，长材价格为 3678 元/

吨，较上月末下跌 351 元/吨，环比跌幅 8.7%，年同比下跌 15.2%；板材价格为 4086 元/吨，

较上月末下跌 248 元/吨，环比跌幅 5.7%，年同比下跌 12.3%；型材价格指数为 3933 元/吨，

较上月末下跌 201 元/吨，环比跌幅为 4.9%，年同比下跌 12.5%；管材价格为 4467 元/吨，较

上月末下跌 168元/吨，环比跌幅为 3.6%，年同比下跌 11.1%（详见图 26）。 

从月度均值来看，较上月明显下跌。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3月份，兰格钢铁全国

钢材综合价格均值为 4059 元/吨，较上月下跌 192 元/吨，跌幅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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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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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底，各品种价格均有所下跌；其中高线、三级螺纹钢跌幅最大，较上月末下跌 370 元左右，

跌幅在 8.5-9.3%；无缝管跌幅最小，较上月末下跌 50 元，跌幅 1.0%；其他品种跌幅在 4.5-

7.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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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末均价 2 月末均价 涨跌额 涨跌幅度 

Φ6.0mm 高线 3998 4369 -371 -8.5% 

Φ25mm 三级螺纹钢 3555 3919 -364 -9.3% 

5.5mm 热轧卷 3736 4017 -281 -7.0% 

1.0mm 冷轧卷 4381 4664 -283 -6.1% 

20mm 中厚板 3852 4106 -254 -6.2% 

200*200H 型钢 3785 3963 -178 -4.5% 

4 寸焊管 4124 4351 -227 -5.2% 

108*4.5 无缝管 4909 4959 -50 -1.0%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5.2 四月份国内钢铁市场或有阶段性反弹机会 

从国外环境来看，全球制造业 PMI 有所回升，显示全球制造业初步摆脱持续弱势运行的

迹象，恢复力度较上月有明显增强，全球经济承压态势有所缓解。 

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宏观组合政策靠前发力，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后期经济政策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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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生效，有望促进中国经济不断回升向好。 

从供给端来看，由于国内钢铁生产企业产能释放意愿受到需求释放力度不足和品种亏损

压力加大的影响，预计 3 月份国内钢铁产量将承压下降。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估算，3 月份

全国粗钢日产或将维持在 270 万吨左右的水平。4 月份随着钢厂复产规模增加，钢铁产量环

比或有回升。 

图 27 兰格|腾景钢铁综合价格指数 AI预测（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腾景钢铁产业研究院 

 

从需求端来看，4 月份，随着政策不断落地，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将加快推进，建筑钢材

需求预计将继续恢复，但地产投资弱势及基建项目推动受制约，建筑钢材需求将呈现环比增

长、同比下降态势；制造业方面，景气度有所回升，在汽车、家电、船舶等工业带动下，制

造业用钢需求仍将保持韧性释放。 

从成本端来看，原料端均价下行带动下，钢企生产成本水平进一步下移，对后期钢铁市

场支撑力度明显减弱。 

综合来看，在政策不断落地、重大项目资金到位、制造业景气回升、终端需求逐步释放、

成本支撑减弱的共同影响下，兰格&腾景钢铁大数据 AI 辅助决策系统预测（详见图 27），

2024 年 4月份国内钢铁市场或将呈现弱势运行态势，并伴随阶段性反弹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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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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去库存速度慢，供给压力偏大； 

需求端：下游恢复力度弱，需求释放不及预期； 

成本端：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成本变化明显； 

经济环境变化风险：国外经济恢复不足，对于用钢需求形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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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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