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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持续下跌。4月份来看，出台的特别国债、政策金融债和专项

债带动了部分房地产和基建项目复苏，天气逐渐转暖工程也可以陆续开展，终端需求逐步

释放。现在贸易商看跌心态居多，补库意愿不强，也降低库存风险和压力。基本以综合来

看，预计 4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有望先跌后涨。 

3月份国内型钢市场加速探底。4月份来看，国内型钢市场依旧处于供大于求状态，不

过随着天气转暖，下游企业全面开工复产，需求释放情况将好于 3月份，尤其 3月 31日发

布的 PMI 数据重返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面明显扩大，因此虽然上游供应压力依旧偏大，

但随着需求复苏，预计 4月份国内型钢市场价格跌势有望放缓，阶段性反弹行情可期。 

3月份国内热轧板卷市场价格重心明显下移。4月份来看，热卷市场购销依然维持谨慎，

贸易商倾向于出货降库为主，市场成交整体呈现筑底走势。 

3月份国内冷轧板卷市场价格一路下探。4月份来看，下游汽车行业难以背负消化库存

的重任，只能将期望寄于家电行业。但家电行业经过一季度销量冲刺的热情之后，4 月或

将进入平静期，下游需求对冷轧板卷市场拉动有限。所以 4月冷轧板卷市场或将趋弱运行。 

3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持续走低。4月份来看，中厚板钢企存有利润空间，生产压

力不大，钢厂产量大多持稳满负荷，外加新增轧线资源对市场持续供应普碳资源，前期普

碳较少的利好因素被逐渐抵消，且终端需求释放不足，市场利空因素较大。宏观政策面导

向性不强，对中厚板价格支撑有限。综合来看，预计 4月份中厚板市场价格仍将走低。 

3月份国内焊镀管市场震荡下跌。4月份来看，钢厂利润有所修复，通过减产寻求基本

面平衡的概率不大，需求在资金到位、项目落地过程中，复苏表现多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那么库存压力下资源相互竞争将会拉长钢价低位徘徊的时间。焊镀管品种自身库存结构优

化，但会承接上游的分流压力，预计 4月份焊镀管价格将较上游偏稳，寻弱反弹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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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有望先跌后涨 

李 聪 

3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持续下跌，对金三旺季的期望给到了银四。而季节性需求虽有所

改善，不过旺季的需求也没有明显增量。但是受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钢厂利润有所好转，生

产方面也缓慢推进。在宏观利空和基本面小幅回暖的拉扯下，4月市场有望先跌后涨的行情。 

一、三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震荡下行 

据兰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月 29 日，全国钢材价格综合指数为 3940元(吨

价，下同)，月同比下降 6.6%，比去年同期下降 13.3%。高线指数为 3847 元，比上月跌 343

元；螺纹钢指数为 3617元，比上月跌 343元(详见图 1)。 

 

图 1 国内建筑钢材均价走势图 

二、产能利用率有所回升 

高炉开工率：3 月 29 日兰格钢铁网发布全国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数据：全国 201 家

生产企业中有 86家钢厂共计 133座高炉停产（上月 82+126），停产高炉总容积为 144028立方

米，较上期减少 4360立方米，按容积计算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为 73.69%，较上月下降了

1.53%。全国 201家生产企业铁水日均产量为 216.12 万吨，影响日均铁水产量减少 2.75万吨，

总体月环比较上月减少 2.4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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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钢企铁水日产量小幅增加，前期部分检修高炉有所重启，因近期成品材价格持续

下行，部分钢企持续亏损，后期仍有部分高炉将进入检修阶段；供给压力仍维持较高水平； 

 

图 2 国内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走势图 

三、国内建筑钢材产量环比小幅下降 

 

图 3 国内建筑钢材产量月度走势图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 1-2月份，我国钢筋产量 3209.9万吨，同比下降 0.3%。

2024 年 1-2月份，我国线材（盘条）产量 2114.3 万吨，同比下降 1.5%；相对来说，建材复产

有限，但库存压力较大，需求不及预期，形成供大于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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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建材库存小幅降库 

 

图 4 全国建材社会库存走势图 

 

全国钢材社会库存连续 3周下降，建材库存下降速度有所加快。据兰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

数据显示：3 月 29 日，全国建材社会库存量为 982.23 万吨，比上月下降 8.13%，比去年同期

上升 0.98%；其中螺纹钢社会库存量为 853.55万吨，比上月下降 7.86%，比去年同期上升 6.36%；

盘线社会库存量为 128.68 万吨，比上个月下降 9.89%，比去年同期下降 24.36%。主要原因是

本月期螺大幅下跌，市场持悲观心态，整体成交不及往年同期，贸易商补库意愿不强，或将后

续社会库存逐渐减少，钢厂直发比例逐渐增加。 

 

五、下游需求缓慢回暖 但短期难有大的起色 

基础设施建设：20241-2月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

比增长 6.3%。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3.7%，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下降 1.9%，道路运输

业投资增加 2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加 10.9%。基建数据依然维持相对较好水平，实现平稳增

长。除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外其他均有增长，对后续建材需求具有托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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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2024年 1-2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1842亿元，同比下降 9.0%；其中，

住宅投资 8823 亿元，下降 9.7%；1-2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6690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11.0%。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466636 万平方米，下降 11.4%。房屋新开工面积 9429

万平方米，下降 29.7%。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6796 万平方米，下降 30.6%。房屋竣工面积

10395 万平方米，下降 20.2%。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7694万平方米，下降 20.2%。 

1-2 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1136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0.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

降 24.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10566亿元，下降 29.3%，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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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16193亿元，同比下降 24.1%。其中，国内贷款 3144

亿元，下降 10.3%；利用外资 5 亿元，增长 7.4%；自筹资金 5374 亿元，下降 15.2%；定金及

预收款 4630亿元，下降 34.8%；个人按揭贷款 2214 亿元，下降 36.6%； 

房地产整体数据仍然较差。施工面积下降，新开工面积降幅依然较大；资金方面仍是最大

的问题，严重制约在建项目回款及后续新建开工。由此，从基建房地产数据依旧可以看出，房

地产对建材需求持续疲软，基建长周期作用对建材需求的提振有限，整体需求短期仍难有根本

起色。 

六、后市预测 

随着期螺市场持续下跌，市场悲观心态加剧，金三旺季需求不及往年同期，旺季的预期压

力留到了 4月。从供应来看，现在各地建材库存小幅降库，但很少有城市可以快速降库；钢厂

在 3月释放的限产减产消息对实际产量影响不大，这对原材料价格来说是一个支撑点，可能 4

月在原料支撑下期螺底部价格有一定的保障；如果在 4月旺季我们终端需求释放情况下，可以

推动现货价格反弹。从市场来看，据多方数据对比预期 4月份的市场目前来看是偏弱的，但出

台的特别国债、政策金融债和专项债带动了部分房地产和基建项目复苏，天气逐渐转暖工程也

可以陆续开展，终端需求逐步释放。现在贸易商看跌心态居多，补库意愿不强，也降低库存风

险和压力。基本以综合来看，预计 4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有望先跌后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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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国内型钢市场跌势有望放缓 

王晓雪 

前言：3月份国内型钢市场加速探底，主流品种均价累跌 200元左右，钢价跌破 4千关口，

全面向“3”字头靠拢。市场预期的两会利好政策未出现，需求复苏不及预期，供应压力不减，

供需严重失衡，叠加期货跌跌不休，全国钢价快速下探。3月已过，钢材销售的传统旺季未至，

4月份开局并不乐观，不过随着天气转暖，下游企业全面开工复产，需求释放情况将好于 3月

份，PMI指数重返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面明显扩大，因此虽然上游供应压力不减，但随着需

求复苏，预计 4月份国内型钢市场价格跌势有望放缓。 

一、三月份国内型材市场回顾 

1、现货价格加速下移 

纵观 3 月份，国内型钢价格可分为 3 个阶段：3 月 1 日到 3 月 15 日，钢价整体处于弱势

下跌状态，第一周价格跌势相对缓慢，市场对两会还抱有一定期望，加上已逼近成本线，考虑

需求尚未启动，商家还都不急于出货，存在一定挺价心理。不过第二周随着政策落空，期货频

发大跌，焦煤、废钢价格不断走弱，引发原料负反馈，成本出现坍塌，市场心态渐“甭“，恐

慌抛货增多，低价资源层出不穷，型钢价格全面进入加速下跌通道。第二阶段：3月 15-21日

期间，随着阶段性利空出尽，期钢开始反弹，市场出现一波投机需求，钢价跌势暂缓，唐山钢

坯、带型带头领涨，现货市场跟进谨慎，仅局部探涨，成交有两天集中释放，再度陷入观望。

第三阶段，也就是月底最后一周，钢市经过短暂的反弹，进入二次探底阶段，焦炭第七轮提降

落地，成本再度走弱，现货重归跌势。 

从全国均价来看， 目前型钢价格处于 24年以来低谷，当前角钢 5#平均价在 3968元附近，

月度跌幅 215 元，年度跌幅 325 元；H 型钢 200*200 平均价在 3879 元，月度跌幅 168 元，年

度跌幅 215元，型钢价格出现全面大跌。 

从代表城市唐山来看，截止 3 月 29 日，市场工角槽钢主流价格在 3650-3670 元之间，H

型钢主流价格在 3600 元附近，月度累跌 230-250 元，年度累跌 290-370 元，3 月份钢价跌势

明显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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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字钢、槽钢、角钢价格走势图 

 

图 2  H 型钢价格走势图 

 

2、三月型钢上游供应压力不减 

从全国型钢厂开工来看，截至 3月 28日，兰格钢铁网统计国内 21家长流程样本生产企业，

开工率为 73.2%，较上月同期降 2.41%；统计唐山 24 家样本轧钢企业共 38 条轧线，开工率为

71.05%，较上月同期上升 2.63%，厂端流程钢厂开工仍处于偏高水平，而从钢坯成本来看，目

前调坯钢厂尚有微利，因此生产积极性尚可，而长流程钢厂面临订单不足，部分开启减产、检

修方式，但尚未形成大范围规模，面对弱需求，型钢上游供应压力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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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流程型钢样本生产企业开工率走势 

 

图 4 唐山型钢样本调坯轧材厂开工率走势 

3、厂库、社库均消耗缓慢 

型钢长流程钢厂多是按订单排产，不过据已知有现货的钢厂，3月份库存消耗缓慢，下游

订购并不积极，而代理商因库存持续高位，担心大量被动囤货风险大，加上对后市行情普遍看

空，4月份订货计划普遍减少，部分协议户选择了主动退出钢厂代理。 

从具体数据来看，据中钢协数据显示，3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约 1953. 37

万吨，较上一旬增加 0.97 万吨，上升 0.05%；较去年同旬增加约 57.62 万吨，上升 3. 04%。

由此可见，目前市场供需压力依然偏大，因此市场心态也相对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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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重点钢铁企业钢材库存 

4、需求释放不及预期 

金三旺季行情再度落空，需求复苏缓慢，下游呈现的状态：国内 12 个高风险债务省市缓

建或停建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地方债发放偏慢；工程主要以存续为主，新开工项目很少，统计

局数据 1-2 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 9429 万平方米，下降 29.7%，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6796

万平方米，下降 30.6%，房屋竣工面积 10395万平方米，下降 20.2%；续建项目资金没有到位，

账期延长，回款情况差；钢构企业手持订单量少等，各种因素导致 3月份需求启动放缓。 

二、四月份国内型钢市场展望 

24 年无论国内经济、还是钢材经营环境都已发生重大改变，以房地产发展为源头的道路

已经走不通，后期国家更重视科技发展之路，资金向科技领域倾斜，房地产拖累钢铁需求已是

既定现实，国家政策不在扶植地产板块，基建又在踩刹车，大形势不好的背景下，使得钢铁板

块供需矛盾逐渐凸显。3月份国内型钢市场在高预期落空，弱现实迎头一棒下，钢价出现大幅

下探，钢市重回供需逻辑面。进入 4月，国内型钢市场依旧处于供大于求状态，不过随着天气

转暖，下游企业全面开工复产，需求释放情况将好于 3 月份，尤其 3 月 31 日发布的 PMI 数据

重返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面明显扩大，因此虽然上游供应压力依旧偏大，但随着需求复苏，

预计 4月份国内型钢市场价格跌势有望放缓，阶段性反弹行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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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国内热轧板卷市场或低位震荡 

孙新萍 

3月份，热卷市场交易逻辑仍围绕基本面矛盾进行博弈。热卷市场供应量较 2月份小幅增

加，而需求虽然存在缓慢恢复，但整体增量仍表现不足，热卷社会库存降库力度不足。终端需

求方面，汽车以及挖掘机销量同比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家电产量同比小幅增加，代表终端

制造业需求仍表现低位。另外，市场价格方面，3月份热卷价格重心明显下跌，市场业者对于

后市信心不足，整体交投谨慎。 

4月份国内热卷市场或将低位震荡。整体来看，政策面短期对于市场支撑不足，而热卷基

本面矛盾仍难有缓解，叠加原燃料成本下行仍对于市场带来一定压力，预计 4月份热卷市场购

销或依然承压。 

一、三月份国内热轧卷板市场难止跌势 

3月份热卷市场前高后低，市场价格重心明显下移。受基本面偏弱，特别是终端需求恢复

不及预期影响，热卷市场整体购销承压，市场业者对于后市行情信心不足，入市采购意愿不足，

市场价格承压下挫。加之焦炭、铁矿石等原燃料下行导致成本对于成材价格支撑减弱，也在一

定程度对于热卷市场带来一定拖累。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9 日，以重点城市天津、上海、乐从市场主流价

格为例，天津市场包钢月均价为 3730 元(吨价，下同)，环比下跌 220 元；上海市场鞍钢均价

3720 元，环比下跌 200元；乐从市场桂万钢均价 3700 元，环比下跌 3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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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热轧卷板市场重点城市价格走势图 

 

二、热卷供给分析 

1、三月份热卷产能利用率有所增加 

3 月份钢厂热卷轧线产能利用率较 2 月份有所增加。据兰格钢铁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8日，国内 35家热卷企业产能利用率为 86.50%，较 2月底增加 0.50个百分点。 

 

图 2 全国 35家样本钢企热卷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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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月份热卷产量小幅增加 

3 月份钢厂热卷产量较 2 月份小幅增加。据兰格钢铁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8 日，

国内 35 家热卷企业产量为 354.65 万吨，较 2 月底增加 2.05 万吨。钢厂热卷利润向好，支撑

热卷产能利用率有所提升，热卷产量较 2月份有所增加。 

 

图 3 全国 35家样本钢企热卷产量情况 

三、热卷库存分析 

1、三月份热卷钢厂库存表现为降库 

3 月份热卷钢厂库存量有所下降。据兰格钢铁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8 日全国热卷

钢厂库存量 72.3 万吨，较 2 月底减少 7.2 万吨。随着下游需求缓慢恢复，钢厂热卷库存高位

的情况有所缓解。 

 

图 4 全国 35家样本钢企热卷库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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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月份国内热轧卷板社会库存小幅下降 

据兰格钢铁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3月 29日，国内热轧卷板社会库存量为 300.71万吨，

较 2月底小幅下降下降 5.24 万吨。重点区域库存方面，乐从地区热卷社会库存量为 89.3万吨，

较 2月底增加 44.98万吨；上海热卷社会库存量 30.36 万吨，增加 7.39万吨。 

 

图 5 全国热轧板卷社会库存 

 

图 6 乐从、上海热轧社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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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热卷下游需求分析 

1、汽车月度产销量同环比均有下降 

2 月，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150.6 万辆和 158.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7.5%和 35.1%，同比

分别下降 25.9%和 19.9%。新能源汽车方面，2 月产销分别达到 46.4 万辆和 47.7 万辆，环比

分别下降 41.1%和 34.6%，同比分别下降 16%和 9.2%，市场占有率达到 30.1%。1-2月，汽车产

销累计完成 391.9 万辆和 402.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1%和 11.1%。 

 

图 7 中国汽车月度产量 

2、挖掘机销量同比下降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掘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年 2月销售各类挖掘机 12608

台，同比下降 41.2%，其中国内 5837台，同比下降 49.2%；出口 6771台，同比下降 32%。 

2024年 1-2月，共销售挖掘机 24984台，同比下降 21.7%；其中国内 11258 台，同比下降

24.6%；出口 13726 台，同比下降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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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国挖掘机销量及增速走势图 

3、家电累计产量同比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全国空调累计产量 3763.6 万台，同比增长 18.8%；

1-2 月全国冰箱累计产量 1374.4 万台，同比增长 12.8%；1-2 月全国洗衣机累计产量 1622.5

万台，同比增长 18.5%；1-2月全国彩色电视机累计产量 2533.1万台，同比增长 4.5%。 

 

图 9 四大家电月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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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热卷成交量分析 

3 月份热卷大户成交量较 2 月增加。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9 日，全国

16 个重点城市热轧板卷大户日出货量均值为 3.47万吨，较 2月份均值增加 0.43万吨。 

 

图 10 热卷成交量与价格对比图 

六、后市展望 

4月份热卷市场仍将围绕现货基本面的矛盾进行博弈，市场价格或将低位震荡运行。供需

方面，钢厂热卷利润有所好转支撑产量仍将高位运行，而需求端或整体增量有限，市场供需矛

盾依然难有缓解。另外，热卷社会库存去库力度不足，资源消化仍需时日，叠加原燃料成本下

行对于市场带来一定压力，预计 4月份热卷价格或依然承压运行。 

整体来看，4月份热卷市场购销依然维持谨慎，贸易商倾向于出货降库为主，市场成交整

体呈现筑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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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国内冷轧板卷市场或将趋弱运行 

李艳红 

概述：3月份，钢铁人翘首待盼的“金三”证伪。自春节过后，冷轧市场大多被悲观情绪

笼罩，需求释放迟滞，库存居高不下，供给减量不足，价格不断下探，虽有阶段性抬头，但上

升动力不足，全月呈现较明显的下行趋势。接下来的“银四”能否峰回路转，笔者将做如下解

读。 

 

一、市场回顾 

1、三月冷轧价格一路下探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月 29日，全国 1.0mm冷轧市场均价为 4382元(吨价，

下同)，月环比下降 282元。主导城市上海唐钢 1.0mm 冷轧卷市场价格为 4350 元，较上月下降

310 元；乐从柳钢 1.0mm 冷轧卷 4370元，较上月下降 240元；天津唐钢 1.0mm 冷轧卷 4280元，

较上月下降 270元。 

3月份，冷轧市场并没迎来转机，全国来看价格持续下滑，其中以河南市场价格下跌最为

严重，形成冷轧价格洼地，区域内钢铁企业及时减产，月度后期价格跌幅有所收窄。月中，在

全国钢企减产力度不及预期的情况下，原料端发力，价格被阶段性拉涨，但终因需求不足，价

格上涨无持续上涨动力，价格再次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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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国内冷轧板卷价格走势 

2、冷轧库存居高不下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月 29日，全国冷轧板卷库存 152.77 万吨，环比下降

0.46%，同比上升 20.11%。其中天津冷轧库存 16.64 万吨，环比上升 14.83%，同比上升 50.86%；

上海冷轧库存 29.24 万吨，环比上升 1.35%，同比上升 5.71%；广州冷轧库存 41.17 万吨，环

比下降 5.88%，同比上升 28.65%。 

 

图 2冷轧板卷社会库存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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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冷轧板卷社会库存居高不下，降库速度缓慢。终端采购不能放量，工地开工不及往年，

需求释放远远低于市场供给。同时冷轧冬储资源价格倒挂，一系列因素叠加，市场矛盾没有得

到实质性的缓解，冷轧板卷的库存压力仍然较大。 

 

二、下游需求分析 

1、汽车行业同比产销双增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 2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0.6万辆和 158.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7.5%和 35.1%，同比分别下降 25.9%和 19.9%。1-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391.9万辆和 402.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1%和 11.1%。 

2 月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27.3 万辆和 133.3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8.9%和 37%，同

比分别下降 25.8%和 19.4%。1-2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36 万辆和 345.1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7.9%和 10.6%。 

2月，商用车国内销量 18.8万辆，环比下降 24.6%，同比下降 29.1%；商用车出口 6.2万

辆环比下降 15.7%，同比增长 7.6%。1-2月，商用车国内销量 43.9万辆，同比增长 10.8%；商

用车出口 13.6万辆，同比增长 25.9%。 

2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6.4万辆和 47.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6%和 9.2%，市

场占有率达到 30.1%。1-2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5.2 万辆和 120.7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28.2%和 29.4%，市场占有率达到 30%。 

2024 年 1-2 月，汽车行业产销量同比双增。国内市场汽车降价优惠刺激销售，国际市场

虽然欧美市场受到一些限制，但其他地区对中国汽车青睐有佳，汽车出口保持增长。但今年以

来，汽车厂商库存较高，国内汽车价格竞争激励，尤其新能源汽车领域，利润空间蚕食严重。

未来汽车行业的增速或将放缓。 

纵观近几年趋势，4月汽车产销量均处于全年较低水平，所以今年 4月汽车市场或将对冷

轧板卷的市场需求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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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汽车产量情况 

 

图 4国内汽车销量情况 

2、家电行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全国空调累计产量 3763.6 万台，同比增长 18.8%。

1-2 月全国冰箱累计产量 1374.4 万台，同比增长 12.8%。1-2 月全国洗衣机累计产量 1622.5

万台，同比增长 18.5%。1-2月全国彩色电视机累计产量 2533.1万台，同比增长 4.5%。 

http://ac.cheaa.com/
http://icebox.cheaa.com/
http://washer.cheaa.com/
http://digitalhome.chea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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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2024 年 1-2 月中国家用电器出口量 63184.7 万台，同比

增长 38.6%。上述数据显示，家电行业产销热度空前高涨，钢企直发体量维持高位，是冷轧板

卷市场需求的重要支柱。 

 

三、四月份国内冷轧市场或将弱势盘整运行 

3月份国内冷轧板卷市场需求出现分化，北方市场弱于南方市场。整体来看，冷轧市场需

求释放速度不及生产供给速度，社会库存去库缓慢。供给端减产力度偏弱，库存降速缓慢等多

方因素交织，冷轧市场竞争激烈，偶能闻到价格战味道。期货盘面对现货市场的情绪带动更加

显著，期现共振，市场整体表现较差。 

“金三”之月市场不及预期，并未消耗过剩的冷轧库存，压力传导到“银四”之月。通过

上文论述，下游汽车行业难以背负消化库存的重任，只能将期望寄于家电行业。但家电行业经

过一季度销量冲刺的热情之后，4月或将进入平静期，整体来看下游需求对冷轧板卷市场拉动

有限。所以 4月冷轧板卷市场或将趋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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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或继续下行 

孟志会 

整体来看，3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持续走低，降幅在 240-280元不等，期间虽有小幅

反弹表现，但期货盘面表现偏弱，且上一月份部分贸易商有冬储，市场资源供过于求表现明显，

部分商家降库存需求较大，3月中价格大多维持让利出售，部分区域出现竞价情况。社会库存

量持续高位，给市场带来一定恐慌心态，终端大多按需采购为主，需求释放哟西安。两会期间

利好政策较少，外加期货盘面大幅下沉，导致中厚板商家心态偏空。展望 4 月份，终端需求持

续偏弱，且个别新增产线已出产品，普碳资源将持续增加，给市场原有资源带来一定销售压力，

目前市场利空因素仍占主导。 

一、三月份国内中厚板南北价差有赠有减 

从市场价格来看，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9 日，中厚板十大重点城市均

价为 3852 元，月环比下跌 254 元左右。重点样本城市邯郸、江阴价格分别为 3740 元与 3820

元，南北价差增加至 80 元区间之内，天津、乐从价格分别为 3750 元与 3990 元，南北价差缩

小至 240元左右。 

 

图 1 国内重点城市中厚板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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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产线产品已入市 国内中厚板供应增加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月 28日，30家中厚板样本企业月度总产量约为 570.93

万吨，环比增加 7.2万吨。3月份，高炉企业部分短流程轧线恢复正常，产量增加；长流程个

别轧线短期检修，停车前库存已储备，外加新增轧线已出产品，并已到达华东市场，故月度产

量增加；华北区域月度产量环比增加 9.19万吨，华东地区月度产量环比增加 9.16万吨。 

 

图 2 国内 30家中厚板企业产量走势图 

至于库存方面，截至 3 月 28日，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30家企业厂内库存量约为

72.7 万吨，环比上月减少 7.16万吨左右。钢厂库存有所下降，大量低合金资源供应至贸易商

仓库，厂库部分向社库转移。 

 

图 3 国内 30家中厚板企业厂内库存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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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月份钢企订单情况好于上月 

截至 3 月 29 日，追踪 3 月份北方钢企长协订单量约为 104.82 万吨，环比增加约 8.04 万

吨左右，同比减少约 27.97 万吨。三月份市场整体价格持续下行，导致终端采购积极性不佳，

大多按需补货为主，中间贸易大多处于短进短出阶段，常备库存能量逐渐减少。 

 

图 4 北方中厚板钢企订单量走势图 

至于现货成交方面，截至 3月 29日，追踪国内 15座重点城市大户成交数据显示，3月份

统计 21 个工作日出货量均值为 4.37 万吨，环比增加 0.39 万吨，本月期货持续下行，对现货

价格冲击较大，中厚板价格跟进下调，市场整体需求偏弱，导致商家出货心态偏强，但买方接

单意向不足，大多维持按需采购，终端需求释放有限，成交量整体欠佳。 

 

图 5 国内中厚板 15城市大户成交数据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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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造业指数环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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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月上升 1.7个百分点。从 13个分项指数来看，同上月相比，

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积压订单指数、产成品库存指数、采购量指数、进

口指数、购进价格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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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预期指数上升，指数升幅在 0.4至 5个百分点；出厂价格指数下降，指数降幅为 0.7个百分

点。 

3月份 PMI指数大幅回升，且重回荣枯线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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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提高 1.4 个百分点，表明企业信心有所恢复，年初

以来多项稳增长、提振信心的政策效果开始显现。需注意出厂价格指数的回落，联系到反映需

求不足企业占比仍然超过 60%，可以认为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宏观经济总量供大于求的

矛盾尚未解决。当前经济全面回升正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必须鼓足干劲、攻坚

克难，全力抓好各项政策任务落实，显著提高政府投资的带动和放大效应，推动投资增速持续

回升，消费需求进一步回暖，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 

 

图 6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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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种钢需求略有增加 

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份国内手持船舶累计订单量为

14919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31.28%，累计承接新船订单量为 152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64.32%。

前 2个月，承接新船订单量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幅较大，目前来看，船舶订单量整体表现尚可，

钢厂接单量暂时可以达到预期。 

 

图 7 手持船舶订单量走势图 

 

图 8 承接新船订单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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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厚板进出口量皆有减少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中厚板进口量为 6.13万吨，环比减少 0.59 万吨，中厚板出

口量为 41.89 万吨，环比减少 9.76 万吨，从数据来看，2 月份中厚板市场整体，出口量大幅

减少，进口量有所增加。 

 

图 9 中厚板进口量走势图 

 

 

图 10 中厚板出口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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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走低 

至于后期看法，中厚板市场持续偏弱运行，3月中低合金资源过于饱和，商家销售压力明

显，价格持续走低，业者对后市有所看空，交易价格大多向下商谈，由于贸易商降库存需求较

大，同时带动普碳资源价格持续降低。钢厂方面，由于近期原料端价格有所下行，钢厂利润面

逐渐好转，目前中厚板钢企存有利润空间，生产压力不大，钢厂产量大多持稳满负荷，外加新

增轧线资源对市场持续供应普碳资源，前期普碳较少的利好因素被逐渐抵消，且终端需求释放

不足，市场利空因素较大。宏观政策面导向性不强，对中厚板价格支撑有限。综合来看，预计

4月份中厚板市场价格仍将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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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国内焊接钢管市场将低位弱反弹 

李 波 

3月宏观政策未超预期，逐利情绪包围期货及现货市场，钢市一改往年常态，呈现两次弱

势探底行情。这期间钢厂延迟增产，负反馈行情贯穿整月，现货方坯出厂价由峰值 3530 元下

探 280元，焊镀管价格跟随走跌。不过在焊镀管厂商把握进出节奏，基本面相对优于上游。进

入 4月，成本端支撑渐强，而行情反转关键仍在于要实现迎来产业链整体库存去化的拐点。 

一、三月国内焊镀管价格震荡下跌 

3月，焊镀管市场价格震荡下跌，跌幅超过上游。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月

29 日，全国 4寸(3.75)十大城市焊管均价 4124元(吨价，下同)，比上月末下跌 227元，镀锌

管均价 4758元，比上月末下跌 227元；十大城市 50*50*2.5 方管均价 4131 元，比上月末下跌

192 元；十大城市 219*6螺旋管均价 4400元，比上月末下跌 155元(见图 1)。重点样本城市唐

山、南京同一管厂资源焊管价格分别为 3980元与 3720 元，南北价差走扩至 250元左右。 

 

图 1国内焊管、镀锌管 4寸*3.75mm 价格走势图（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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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津冀区域焊镀管管厂基本面承压修复 

1、管厂综合生产利润挤压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3 月结算周期内以唐山京华 4 寸（3.75）焊管与唐山市场 355

系带钢价格为例，焊管均价 3946元，较上月跌 102 元，华北带钢结算价 355 系 3690元，较上

月跌 160元，价差走扩 58元；以唐山正金元镀锌管与天津锌锭价格为例，镀锌管均价 4557元，

较上月跌 142元，而原料锌锭均价 20926元，较上月涨 226元，核算镀锌利润收窄 137元，管

厂整体生产利润挤压。 

 

图 2 唐山焊管-带钢、镀锌管-焊管价差走势图 

2、三月国内焊接钢管产量预估 120 万吨 

3月份，重要会议召开后北方连发两周环保限产预警，部分架子管厂、镀锌管厂、镀锌加

工厂等收到停产通知，放慢产能水平提升节奏；同时月内行情一路走低，津冀区域管厂生产利

润挤压，陆续调整产能跟随出货情况灵活波动，截至 3 月 28 日在统计产线产能利用率均值

65.24%，低于去年农历同期 18个百分点，预估 3月国内焊接钢管产量 120 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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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津冀区域管厂焊管、镀锌管产能利用率走势图 

3、津冀区域焊镀管厂阶段出货翻番 

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3月份，津冀地区在统计焊镀管厂销量逐周恢复；中旬期现现

探底反弹行情，贸易商采购量加大，管厂出货量甚至快速翻番；不过短暂的反弹过后，钢市出

现二次探底，贸易商采购回归按需随出随进，管厂出货量出现缩减。这期间管厂陆续出台优惠

政策，贸易商 3 月协议量基本完成，截至 3月 29日，津冀地区在统计焊镀管厂日均出货量 3.01

万吨。 

 

图 4 津冀区域管厂日均出货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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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津冀区域焊镀管厂库存连降四周 

3月钢市一路走跌，加上中上旬部分焊镀管厂产能管控，原料额外锁货减少，消耗协议库

存为主；而需求逐周增量，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9 日，津冀地区在统计焊镀

管厂厂内库存 59.62万吨，较上月去化 18%，其中原料带钢库存 26.3万吨，仅较春节前多 1.6

万吨；成管库存 33.32万吨，已低于春节前 0.28万吨，整体结构优于去年。 

 

图 5 津冀区域管厂厂内总库存及原料带钢库存走势图 

综合来看，3月钢市走势不符预期，焊镀管厂快速调整产能提升节奏，供需较去年农历同

期同降，不过管厂厂内库存整体结构优于去年，为后期规避风险打下良好基础，更好的抓住波

段行情的利润。 

三、市场刚需支撑 

1、焊管社会库存去化 2.46% 

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9 日，全国焊管社会库存总量 92.53 万吨，较上月

末减少 2.34 万吨；月内贸易商操作出多进少，市场库存连降，目前整体库存高度已低于去年

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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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全国焊管、镀锌管社会库存走势图 

2、镀锌管样本企业出货量稳中回升 

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月内钢市低位见涨阶段，激发部分投机需求；同时月内跌价阶

段，贸易商出货仍处于上月均值水平以上，整月市场销量峰谷差值 30%左右，实质刚需稳中回

升。3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9.0%，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

面积同比下降 11.0%；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 29.7%；房屋竣工面积下降 20.2%，降幅比 23年全

年有所收窄，但地产景气仍在底部修复。据了解，今年开市新项目总量较少，主要以存量项目

开工为主，而化债压力下投资、资金谨慎等因素影响下，项目进度推进较慢。目前在统计贸易

商镀锌管出货量低于去年农历同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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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镀锌管价格及成交量走势对比图 

四、焊管出口维持同比增长态势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 1-2月我国焊管出口量达 71.38万吨，同比增长 34.41%，

在国内焊管产量中占比 10.93%，较去年抬升 3.95个百分点。 

1-2月我国焊管进口量达 1.476万吨，同比下降 42.83%。 

1-2月我国焊管净出口 61.91万吨，同比增长 35.41%。 

 

图 8 2023 年-2024 年我国焊管出口量走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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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品种来看，1-2月石油天然气道焊管出口量达 5.7万吨，同比增长 37.29%，方型、异型

焊管出口量达 11.48 万吨，同比增长 19.38%。从出口流向来看，我国焊管出口主要目的市场

构成较稳定，向亚洲出口占比 56.58%，比去年下降 1.38个百分点，其中向转口贸易区、中东

区域国家出口量环比分别增长 10.75%和 6%。 

3月我国钢铁出口报价持续下跌，价格优势尚存。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查的 3月

份钢铁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4.3%，较上月抬升 7.3个百分点，较去年高 12.2个百分点。 

而 2024 年海外钢材市场供应继续增长，其中我国焊管的出口增量区域非洲同比增长

39.47%，中东同比增长 21.91%；传统区域亚洲、欧盟则同比变化不大。同时，海外整体需求

都不太乐观，另因斋月节假期因素，一些采购商会选择在 2月份提前集中采购，3-4月市场情

绪冷清。 

综合来看，我国钢材出口有一定韧性，3月上旬出港量达到高峰，不过外需仍呈承压态势，

高炉对电炉、高炉对高炉的低成本优势并不永恒，关键还是与海外工程进展周期相关，4月后

钢材订单出口中性一般，出口下滑压力逐步增大。兰格钢铁研究中心预计后期钢材出口同比、

环比均暂呈现小幅波动态势。 

五、四月份焊镀管价格将低位弱反弹 

今年宏观未托起钢市，3月份厂商逐利情绪放大、供需矛盾表现尤为突出；不过月底焦炭

在钢厂第七轮提降的打压下跌破近 3年最低点，继续下跌的抵触情绪增大，同时唐山地区方坯

出厂价执行锁价 3250 元，4 月成本端支撑或渐强。而钢厂利润有所修复，通过减产寻求基本

面平衡的概率不大，需求在资金到位、项目落地过程中，复苏表现多不会出现大起大落，那么

库存压力下资源相互竞争将会拉长钢价低位徘徊的时间。焊镀管品种自身库存结构优化，但会

承接上游的分流压力，预计 4月份焊镀管价格将较上游偏稳，寻弱反弹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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