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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4年上半年国内建材市场价格涨跌互现。下半年来看，灾后重建工程逐渐开展，其

他高温地区因为天气转凉工程进度也会逐渐恢复，对建材库存消耗压力形成托底。基本以

综合来看，预计下半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价格或震荡偏强。 

2024年上半年国内型钢市场震荡下跌。下半年来看，房地产开工及基建表现偏弱，又

处于季节性淡季，需求短期内难有起色，不过国内宏观政策存在加码预期，海外出现经济

衰退的概率也不大，宏观层面对价格的支撑依然存在。在国内需求低位筑底的情况下，预

期与现实的博弈将是市场主导，海外需求发挥稳定器作用，同时关注产量调控政策的扰动。 

2024年上半年国内热卷市场价格加速下滑。下半年来看，国内热卷市场后期将延续供

强需弱的格局，期间在利好消息的提振下，不排除有阶段性向上反弹的情况。但就 7 月份

而言，最终仍将受限于相对偏弱的需求环境，因此预计 7 月份国内热卷市场价格重心仍有

小幅下行的空间。 

2024年上半年国内冷轧板卷市场 “跌跌不休”。下半年来看，在钢铁行业边际利润递

减和“双碳”背景下，钢铁产量压减或更频繁的被提及，但从目前钢企的品种布局来看，

板材类减量不会太大。所以下半年冷轧供给仍是高位的，需求则会延续上半年的情况，甚

至有更糟的局面要去面对。所以下半年冷轧市场供需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剧，市场大概率还

是偏弱的运行趋势。 

2024年上半年国内中厚板价格重心明显下移。下半年来看，整体需求释放不及预期，

市场心态偏空为主，虽然市场有不定时的政策性扰动，但仍属于情绪影响大于实质，加之

当前市场正处于北方持续高温、南方连续降雨的弱现实格局，就算短期内市场在政策性助

推下，期现价格有所反复，因此后期市场或受限于基本面，形成价格逐渐筑底的态势，有

鉴于此，预计 7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或呈现弱势盘整格局。 

2024年上半年焊镀管市场价格重心下移。下半年来看，焊镀管市场价格重心有望上移，

但受制于原料端拖累，空间相对谨慎，而焊镀管品种难以走出单边行情，且上下承压的情

况下，价格振幅将偏窄，趋势上先抑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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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下半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或震荡偏强 

李 聪 

整体来看，上半年全国建材市场价格涨跌互现；年初现货价格在临近春节影响下小幅回落，

节后因资金到位较慢，工地复工率不高，现货价格持续回落。在全国建材库存在 3月初累库达

到最高点后，开始良好降库趋势；供应端压力下降，市场贸易商们信心得以支撑，钢厂挺价意

愿较强，现货价格 4月达到最低点后初止跌反弹；同时随着宏观利好消息的释放，原材料期货

强势上涨带动了期螺跟涨，市场整体成交情绪好转，终端需求逐步释放，成交量有明显增加，

但现货价格上涨趋势到 6月进入淡季后开始下行，华北地区因较低的库存和较低的到货量，降

价幅度较全国其他地区较缓，市场有部分“南材北上”的现象。不过临近月末，期货震荡偏弱，

华北地区因供需双弱的局面，现货价格回落速度增快，逐渐贴近其他地区现货价格；北方高温

南方雨季再加上淡季的影响，需求不及预期，全国成交量月均值也在逐渐减少。 

一、上半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价格震荡下行 

据兰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6月 28日，全国建筑钢材综合价格为 3894元(吨

价，下同)，月同比下降 4.32%，比去年同期下降 4.76%。高线综合价格为 3825 元，比去年同

期下降 5.93%；螺纹钢综合价格为 3637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7%(详见图 1)。 

 

图 1 国内建筑钢材均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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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有所回升 

 

图 2 国内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走势图 

高炉开工率：6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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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家钢厂共计 122座高炉停产，停产高炉总容积为 126410立方米，较上月减少

4240 立方米，按容积计算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为 75.37%，较上月上升了 0.39%。铁水日

均产量为 221.25 万吨，总体月环比增加 1.28万吨；从数据来看，目前全国钢企铁水日产量较

上个月增加，主要原因是华南及西南区域前期检修高炉部分恢复生产，铁水日产量小幅上升。

但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全国建材现货价格持续下滑，利润不高，钢厂生产其他钢材为主，维持

了全国建材产量逐渐减少趋势。 

三、国内建筑钢材产量同比下降 

 

图 3 国内建筑钢材产量月度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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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4年 5月份，我国钢筋产量 1798.6万吨，同比下降 8.9%；1-5

月，我国钢筋产量 8398万吨，同比下降 12.6%。2024 年 5月份，我国线材（盘条）产量 1214.4

万吨，同比上升 8.1%；1-5月，我国线材（盘条）产量 5506.8万吨，同比下降 4.1%。相对来

说，建材高价出货乏力，钢厂生产其他钢材为主，全国建材产量与库存逐渐减少。 

四、国内建材钢厂和社会库存较去年同期均有增加 

 

图

4 全国建材社会库存走势图 

 

图 5 国内 81家样本钢材建材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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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钢材社会库存和钢厂建材库存较去年同期均有增加。据兰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数据显

示：6月 28日，全国建筑建筑钢材厂内库存 450.00万吨，较上月上升 0.96%；较上年上升 12.87%。

全国重点城市建材社会库存量 613.99万吨，较上月上升 3.09%；较上年上升 7.47%。 

五、下游需求整齐仍减弱趋势 短期难有大的起色 

 

基础设施建设：1-5月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1.5%。

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8.5%，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下降 5.5%，道路运输业投资下降 0.9%，

铁路运输业投资增加 21.6%。基建数据依然维持相对较好水平，实现平稳增长。除水利管理业

投资和铁路运输业投资外其他均有减少，短期内对建材需求难以形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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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1-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40632.35亿元，同比下降 10.1%；其中，住

宅投资 30824.13亿元，下降 10.6%。 

1-5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88895.6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1.6%。其中，

住宅施工面积 481557.10万平方米，下降 1%。房屋新开工面积 30089.53万平方米，下降 24.2%。

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21759.93 万平方米，下降 25%。房屋竣工面积 22245.03 万平方米，下

降 20.1%。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16199.37万平方米，下降 19.8%。 

 1-5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36642.0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0.3%，其中住宅销售面

积下降 23.6%。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35665亿元，下降 27.9%，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30.5%。 

 1-5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42571亿元，同比下降 24.3%。其中，国内贷款 6810

亿元，下降 6.2%；利用外资 11亿元，下降 20.3%；自筹资金 14816亿元，下降 9.8%；定金及

预收款 12584亿元，下降 36.7%；个人按揭贷款 6191 亿元，下降 40.2%。 

近期房地产整体数据仍然较差。不管是施工面积、新开面积还是竣工面积都有大幅下降趋

势；从市场和数据反映资金方面仍是最大的问题，近几月资金持续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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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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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市预测 

展望 7月份，从供应来看，建材现货价格持续下行，建材利润减少，全国钢厂对建材增产

意愿不强，每周产量逐渐减少。从市场来看，进入淡季后，北方高温、南方暴雨，再加上市场

普遍反应工地资金到位较差，对市场终端需求释放有一定影响，终端采购较谨慎，社会库存消

化压力增加。目前无宏观利好消息，期货市场持续下行，叠加钢厂供应减少，市场成交心态较

差，贸易商心态较悲观多以降价出货为主，供需双弱的局面不利于现货价格反弹，预计 7月份

国内建筑钢材市场震荡下跌。 

下半年从宏观政策来看，国家积极推动房地产相关政策落地，近期的四大一线城市楼市新

政全部落地，释放出积极信号，有助于增加购房者的市场信心，市场预期有望得到修复，从而

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而且从近期发债提速上可以看出下半年资金面的情况有望迎来阶段性的

好转，有利于在建项目回款及后续新建开工。从库存来看，整体建材库存自 3月以来大幅减少，

各地贸易商库存较去年同期明显减少，贸易商基本是低库存维持日常出货，贸易商压力减少。

且前段时间南方部分地区因强降雨形成了洪灾，对建筑损毁比较严重，预计下半年灾后重建工

程逐渐开展，其他高温地区因为天气转凉工程进度也会逐渐恢复，对建材库存消耗压力形成托

底。基本以综合来看，预计下半年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价格或震荡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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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下半年国内型材市场弱势调整 

刘 健 

回首 2024 年上半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型钢价格先扬后抑，1-4 月份随着春

节期间需求收缩等影响型钢价格一路下滑，随后国内政策开始发力，增发国债，各地项目开始

落地，楼市刺激政策出现，多头资金加快进场，型钢价格迎来反弹。6月份开始由于淡季需求

不足开始再次下跌，整体价格较年初重心下移。 

从主要品种全国均价来看，截止 6 月 28 日，兰格钢铁工字钢指数 3948 元，较年初下跌

292 元；槽钢指数 3884，较年初下跌 370元，角钢指数 3860，较年初下跌 388元，H型钢指数

目前 3840，较年初下跌 220 元。 

 

图 1、兰格钢铁型钢价格指数 

一、代表城市：唐山 2024 上半年型材价格走势回顾 

2024上半年唐山型钢价格先抑后扬，1月中下旬市场高处不胜寒，现货贸易商和终端红恐

高心理，出货逐渐困难，另外市场缺乏新的政策刺激面以及炒作点，所以价格呈现下跌。2月

份不少钢贸企业进入春节放假状态，场内商户部分停止报价，其他企业也在需求表现疲软的情

况下主流持谨慎观望态度，现货市场资源流通几近停滞，终端仅有零星采购，现货市场成交疲

软造成价格继续一路下跌。3月份随着节日氛围的消退，现货市场弱需求仍然未有改变，同时

焦炭多次提降落地，成本端支撑率先下行，钢坯价格宽幅下跌，型材在多重利空因素影响下呈

现出单边下行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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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月份随着天气转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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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价格迎来触底反弹。6月份钢价再度开启下跌通

道，且跌势明显加速，短短一个月，价格跌穿年内新低，需求环比持续下滑，市场悲观氛围弥

漫。 

二、2024 上半年唐山调坯型钢厂开工走势 

生产方面，2024上半年唐山地区型钢厂开工率波动幅度较为明显， 首先 1-2 月份开工率

有明显下移，其中检修轧线以华北地区居多，如晋南钢铁、津西钢铁、河北兴华等均在春节期

间存在扎线检修的情况，华东市场如莱芜钢铁、日照钢铁也在 2月份不同阶段存在轧线检修情

况。轧钢企业受春节休市影响更为显著，唐山调坯轧钢企业在春节前降至低点，节后随着市场

复工才有所回升。随后四五月份钢价上涨，钢厂利润有所恢复，无论长短流程钢厂开工率双双

回升，钢厂开工保持高位。 

 

图 2、长流程型材钢厂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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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4 上半年唐山型材成交量走势 

由走势图中可以明显看出，2024 上半年唐山型材成交量日平均成交额为 48000 吨，期间

有个别几天创出了超过 100000 吨的成交量，但是大多数都是保持成交平稳首先 1-2 月份的成

交整体偏低，一方面是春节前贸易企业放假和终端停工的影响，且前年多地区迎来降雪，现货

市场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成交非常清淡。另一方面，期货市场的不断走低打压市场情绪，型钢

贸易企业与下游用钢商户大多持谨慎观望态度，采购趋于谨慎，出货阶段性释放为主，总体表

现平平。随后的月份随着天气转暖，叠加房地产政策利好，期货市场上涨等刺激，国内型材出

货有明显改善，在 5月 16 日创出了 181100吨的天量。 

 

图 3、唐山型钢钢厂日出货量 

 

四、2024 上半年调坯型钢厂内钢坯库存走势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库存呈现先降后升格局，整体库存依然维持较高数值区

域，主要还是需求复苏缓慢，地方债发放偏慢，新开工项目很少，回款资金到账慢，型钢厂利

润空间受到挤压、倒挂，资金压力渐显，叠加淡季以及期货市场比较疲软等因素，型钢厂内成

品库存累计所处高位，型钢厂消化厂内库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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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唐山型材钢厂库存 

五、2024 年下半年行情展望 

整体来看，当前市场方面有降息以及钢厂减产预期，但市场并没有反应，当前影响更大的

还是下游需求，当前房地产开工及基建表现偏弱，又处于季节性淡季，需求短期内难有起色，

不过国内宏观政策存在加码预期，海外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也不大，宏观层面对价格的支撑依

然存在。在国内需求低位筑底的情况下，预期与现实的博弈将是市场主导，海外需求发挥稳定

器作用，同时需关注产量调控政策的扰动。 

 

https://weibo.cn/sinaurl?u=https://www.ssdsteel.com/bconfig/ma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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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下半年国内热卷市场弱势下行 

李冕辰 

综合来看，6 月份国内热卷市场整体呈现加速下滑态势，结合宏观因素，6 月份虽然也有

相应利好政策释放，但弱现实的因素持续发酵，尤其是天气因素对市场影响极大，目前上下游

市场心态普遍偏空为主。虽然期间不定期有利好消息带动，市场短期呈现止跌探涨格局，但在

市场整体呈现“高供应、低需求”的大环境下，价格走势呈现加速下滑趋势。 

一、上半年国内热卷市场价格加速下滑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8 日，追踪国内热卷市场价格 6 月份均价为 3791

元（吨价，下同），环比 5 月份均价大幅下跌 116 元，相比年内峰值大幅下跌 368 元，目前市

场均价处于年内谷值。2024 年上半年价格，除 4、5月份价格在利好政策的支撑下，有所反弹

外，普遍呈现趋弱格局，尤其在市场进入 6月份之后，由于消息面对市场支撑力度减弱，加之

北方市场普遍高温，而南方市场梅雨、内涝，市场刚需环境受限，短期内难有明显起色。 

 

图 1 国内热轧卷板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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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热卷市场供需压力仍存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6月 28日，国内 37家样本钢厂 6月份总产量约为 1439.7

万吨，环比 5月份总产量基本持平，追踪 1-6月份总产量约为 8520.5万吨，与 2023年同期相

比，总产量大幅增加约 1060.5 万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1-5 月份粗钢产量 43503 万吨来测

算，热卷产品占比约为 19.58%。从图 2 中可见，热卷产量逐年呈现断崖式增长，主要是因近

两年原燃料价格起伏不定，热卷产品利润相较其他钢材品种处于相对高位，各地钢厂新增产能

以热卷产品为主，加之近两年国际市场对于国内热卷产品依赖性有所加强，在出口订单的加持

下，热卷总产量有增无减。 

 

图 2 国内热轧卷板钢厂产量走势图 

追踪 2024 年度国内热卷钢厂开工率来看，1-6 月份开工整体保持较高水准，半年度开工

率平均数为 86.55%，与 2023 年同期相比开工率均值增加 11.02个百分点。从数据能看到，虽

然市场在 5、6 月份需求环境处于相对弱势，但各地热卷钢厂并未如市场预期那般大规模减少

资源投放，主要是因国际局势深刻演变，地缘冲突不断，且仍有继续发酵的趋势，因此国际市

场对于热卷产品需求量有明显增长，样本企业中主营出口钢厂长协订单已排至两个月之后，由

此可见，国际需求缺口对国内供需压力有着较强的缓解作用。 



钢铁市场研究月报 

第13页 

 

图 3 国内热轧卷板钢厂开工率走势图 

至于样本企业厂内库存情况，截至 6月 28日最新一期数据显示，37家样本钢厂厂内库存

量为 84.5万吨，环比 5月份同期增加 10.3万吨，与历年同期数据相比，并未出现明显增长。

至于 2024 年度，从图 4 中可见，在宏观利好政策密集发布的 4 月份，厂内库存量出现明显降

库，但随着市场发展，进入 6月份之后，市场再次形成强预期、弱现实的格局，库存水平增速

较快。 

 

图 4 国内热轧卷板钢厂库存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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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4 年上半年热卷出口总量保持较高水平 

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数据显示， 5月份热卷产品出口量为 131.02万吨，环比 4月份减

少 95.48 万吨，同比 2023 年减少 56.75 万吨。1-5 月份出口总量为 1097.29 万吨，相比 2023

年同期大幅增加约 361.42 万吨，增幅为 49.11%。 

 

图 5 热轧卷板出口量走势图 

而在进口方面，热卷产品 5 月份进口量为 2.42 万吨，环比 4 月份进口量明显减少 5.41

万吨，同比 2023 年进口量小幅减少 2.62 万吨左右。从数据来看，因 2024 年度国内热卷资源

投放量持续增长，供求矛盾加剧，自 2月份开始热卷进口量持续下降。至于出口方面，随着 5

月份热卷产品出口数据不及往年同期，但受限于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市场对于国内热卷产

品的依赖性仍存在一定缺口，在市场饱和的前提下，后期热卷出口量或保持相对高位。 

 

图 6 热轧卷板进口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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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终端需求尚可 集装箱等产品需求保持增量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 5 月份，挖掘机主要制造企业销售各类

挖掘机 17824 台，同比增长 6.04%，其中国内 8518 台，同比增长 29.2%；出口 9306 台，同比

下降 8.92%。1-5 月，共销售挖掘机 86610 台，同比下降 6.92%；其中国内 45746 台，同比增

长 1.81%；出口 40864台，同比下降 15.1%。 

 

图 7 挖掘机销量走势图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 5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7.2万辆和 241.7

万辆，产量环比下降 1.4%，销量环比增长 2.5%，同比分别增长 1.7%和 1.5%。1-5月，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1138.4 万辆和 1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5%和 8.3%，产销增速较 1-4 月分别

收窄 1.3个和 2个百分点。 

 

图 8 汽车销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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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 5 月份金属集装箱产量为 2738.7 万立方米，环比 4

月份增加 787.8 万立方米，产量增幅 40.38%，同比增加 2038.8 万立方米，增幅 291.3%。1-5

月金属集装箱产量为 8689.5 万立方米，同比增加 5609万立方米。 

 

图 9 金属集装箱产量走势图 

五、2024 年下半年国内热卷市场弱势下行 

后期来看，国内热卷市场价格重心仍有下移的可能，究其根本，主要是因近期国内市场虽

然有利好政策释放，但受限于终端行业利润空间普遍维持低位，加之“南涝北旱”的季节性因

素影响，直接导致终端行业整体观望情绪释放，市场活跃度偏低，虽然也有出口预期、房地产

政策提振等消息托底，但在供求矛盾越发突出的格局下，现货价格仍有下探的空间。 

至于资源情况，前文中提到大部分热卷钢厂已结束设备检修期，随着原燃料价格波动，热

卷品种利润修复，虽然仍属于微薄利润，但在出口订单加持下，热卷钢厂排产意愿释放，目前

普遍保持满产、增产趋势，虽有外部需求支撑，有效缓解国内市场供求矛盾，但从长远来看，

仍然未从根本解决问题。至于宏观层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5 月份粗钢日均产量

达到了 299.5万吨，创下了近一年以来的新高水平。结合多部门发布 2024-2025年压减产能政

策来看，整体减产任务仍存在较大压力，从上半年产存数据也能看到，虽然部分企业受限于下

游需求跟进不足，主动减少资源投放，但相比往年同期产存数据，产量维持正常水平，但库存

水平大幅增长，当前市场仍然存在去库压力。 

至于下半年整体市场来看，结合上述因素，国内热卷市场后期将延续供强需弱的格局，期

间在利好消息的提振下，不排除有阶段性向上反弹的情况。但就 7月份而言，最终仍将受限于

相对偏弱的需求环境，因此预计 7月份国内热卷市场价格重心仍有小幅下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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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下半年国内冷轧市场或偏弱运行 

李艳红 

前言：2024年已过半，回顾半年来冷轧板卷市场可谓是“跌跌不休”，以 1.0mm冷轧卷价

格来看，国内均价从年初的 4761 元/吨，一路跌至当前的 4166 元/吨，累计跌幅 595 元/吨，

达到近四年最低水平附近。且打破了往年的市场规律，往年上半年市场为上行走势，而今年则

是一路下滑，使很多钢贸商误判了方向，投资失利。那么上半年主导市场的主要因素是如何变

化的，下半年市场又将去往何方，详见笔者分析如下： 

一、上半年市场回顾 

1、国内冷轧价格走势回顾 

 

2024 年上半年国内冷轧价格走势呈现“一路下跌”的趋势，前期原料端表现出较强的韧

性，冷轧价格相对坚挺，但也多有暗降操作，价格并未有向上突破。随后，铁矿和双焦等原料

下滑，冷轧价格快速跟降。期间，国家宏观政策时有公布，对市场情绪阶段性提振，但冷轧市

场则提涨乏力，遇涨不涨，遇降则降，市场活力严重不足。 

纵观上半年，冷轧价格年内最高点出现在（2024 年 1月 3日），广州、天津、上海高点价

格分别为 4790元（吨价，下同）、4640元、4780 元；年内低点在（2024年 6月 28日），广州、

天津、上海低点价格分别为 4140元、4090元、4110 元，上半年最大波动幅度达 65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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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 6月 28日，国内十大主导城市 1.0mm冷卷均价

4166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近 300元。其中上海 1.0mm 冷轧板卷价格 4110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320 元；广州 1.0mm 冷轧板卷价格 4140 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360 元；天津 1.0mm 冷轧板卷价

格 4090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270元。 

2、冷轧供给总量同比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 1-5月份，我国冷轧薄板产量 1898.4 万吨，同比累计增

长 22.1%；兰格钢铁网监测冷轧板卷生产企业开工率情况，上半年冷轧产线开工率全年保持在

较高的水平，在房地产用钢减量后，板材产能负荷一直处于饱和状态，导致冷轧供需错配，半

年来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且目前钢企暂无减产计划，未来供给端仍会处于一个偏高的水

平。 

 

 

3、库存高位 降库缓慢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6月 28日，全国冷轧板卷库存 143.02 万吨，年同比上

升 22.87%。其中天津冷轧库存 12.09万吨，年同比上升 10.71%；上海冷轧库存 31.29万吨，

年同比上升 22.17%；广州冷轧库存 44.69万吨，年同比上升 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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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板卷社会库存春节期间快速攀升，但节后需求疲软，库存水平居高不下，上半年库存

一直在 140万吨以上，与往年形成鲜明的对比。高库存之下，钢贸商以价换量操作频现，导致

冷轧价格一直处于下行趋势之中，最终导致冷轧市场遇涨不涨，遇跌跟跌的窘境。 

 

4、下游需求分析 

（1）汽车产销增速放缓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4年 5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7.2万辆和 241.7万辆，

产量环比下降 1.4%，销量环比增长 2.5%，同比分别增长 1.7%和 1.5%。1-5月，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1138.4万辆和 1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5%和 8.3%。 

2024 年 5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4 万辆和 95.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1.9%

和 33.3%。1-5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92.6万辆和 38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0.7%

和 32.5%。 

2024 年 5 月，汽车出口 48.1 万辆，环比下降 4.4%，同比增长 23.9%。1-5 月，汽车

出口 230.8万辆，同比增长 31.3%。 

我国汽车行业产销同比总体保持增长之势，新能源汽车产销和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

态势。但汽车行业也面临国内厂商价格相互绞杀，国外反倾销制裁等诸多问题，汽车厂商

库存压力增大，汽车行业订单呈现出下滑的趋势。下半年，汽车行业用钢需求或将有所萎

缩。 



钢铁市场研究月报 

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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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电产量同比保持增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5 月全国空调产量 2905.0 万台，同比增长 12.9%；1-5 月

累计产量 12880.7万台，同比增长 16.7%。 

5 月全国冰箱产量 893.2 万台，同比增长 5.2%；1-5 月累计产量 4179.1 万台，同比增长

12.1%。 

5 月全国冷柜产量 200.0 万台，同比增长 4.2%；1-5 月累计产量 1143.1 万台，同比增长

22.8%。 

5 月全国洗衣机产量 927.4 万台，同比增长 4.2%；1-5 月累计产量 4495.4 万台，同比增

长 9.4%。 

5 月全国彩色电视机产量 1695.7 万台，同比持平；1-5 月累计产量 7758.8 万台，同比下

降 0.1%。 

随着家电产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产品迭代加速，消费升级，家电市场消费规模

增速较快。家电行业用钢是冷轧板卷的主要消费领域之一，家电产品迭代升级仍在继续，各品

牌方也在不断创新，整体市场保持增量运行。今年国外极端高温天气，加速冰箱和空调等制冷

类家电需求快速增长。支撑了冷轧板卷的用钢体量。但是家电类产品季节性特征明显，下半年

家电行业的用钢总量或出现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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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冷轧出口总量呈双位数增长 

2024 年 5 月份我国冷轧出口总量为 76.5 万吨，月环比增长 11.00%，同比增长 14.55%。

1-5月冷轧累计出口 283.59 万吨。其中： 

5 月我国冷轧薄板出口量为 27.02 万吨，月环比减少 8.78%；1-5 月冷轧薄板出口量为

123.95 万吨。5 月我国冷轧薄宽带出口量为 44.06 万吨，月环比增加 28.98%；1-5月冷轧薄宽

带出口量为 139.06 万吨。5 月我国冷轧窄钢带出口量为 4.52 万吨，月环比增加 4.39%；1-5

月冷轧窄钢带出口量为 20.58 万吨。 

对比近三年的冷轧出口总量，2024年冷轧出口提前发力，2-3月份出口总量快速攀升，后

增速放缓。但总体呈上升趋势，5月出口总量创年内新高，也接近近三年的峰值。分析来看，

2024 年国内需求表现疲软，钢企和贸易商纷纷将内销转向外销，扩大出口份额。在国内高供

给的背景下，有效起到了降库的效果，方使得冷轧供需维持在弱平衡的格局。在出口高增长之

际，国际上部分国家对我国钢材品种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使得我国冷轧出口遇阻，出口

总量增速放缓，后期冷轧出口或将面临更多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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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半年冷轧市场总结和预测 

2024 年上半年国内冷轧价格一路下探，跌幅超六百元，较去年同期跌超三百元，市场悲

观情绪弥漫。基本面数据来看，冷轧市场供需错配，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下游需求疲软，

库存水平长期处于历史高位，降库速度极其缓慢。 

市场下游需求行业表现不一：汽车行业国内外市场增速放缓，价格竞争和国际制裁之下，

短期内增量不足；家电行业表现平稳，国内外市场相互补充；房地产市场处于去库周期内，商

品房住宅库存仍处于较高水平，房地产投资并无太多利好消息传出，处于软着陆阶段，用钢需

求减量较多；冷轧出口方面前期内销转外销，出口总量快速增长，后受到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影响，出口数量有所减少。 

综上所述，上半年钢企冷轧产线开工负荷较高，需求端表现好坏参半，整体上维持了我国

冷轧市场一个供需弱平衡的格局。 

7月，国内重大会议召开，宏观利好预期或对市场有阶段性提振，价格触底反弹，但是受

限于产业面较弱，价格上行空间有限。 

2024 年下半年，在钢铁行业边际利润递减和“双碳”背景下，钢铁产量压减或更频繁的

被提及，但从目前钢企的品种布局来看，板材类减量不会太大。所以下半年冷轧供给仍是高位

的，需求则会延续上半年的情况，甚至有更糟的局面要去面对。所以下半年冷轧市场供需矛盾

或将进一步加剧，市场大概率还是偏弱的运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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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下半年国内中厚板市场弱势盘整 

李冕辰 

综合来看，上半年国内中厚板价格重心明显下移，从近期各方面因素来看，传统消费旺季

“金三、银四”并未如市场预期那般形成需求大规模释放，反而因为供求矛盾加剧，5-6月份

制造业指数、社会融资、大秦线货物运输量等宏观数据均处于同比下降的趋势。另外根据国家

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5 月份国内粗钢产量 9286 万吨，同比增长 2.7%，以当前国内市场

的需求环境来说，现货价格仍然承压。 

一、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明显走弱 

整体来看，国内中厚板价格处于稳步下行格局，从数据来看，2024 年 1 月国内中厚板市

场价格均价为 4243 元，截至 6 月 28 日，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均价为 3886 元，环比下跌 357

元，分月份来看，2-5月份均价分别为 4238元、4009 元、4026元、4025元，价格重心逐月下

降。 

 

图 1 国内中厚板品种价格走势图 

至于重点城市方面，以邯郸、江阴为例，邯郸市场价格 1 月份至 6 月份均价分别为 4000

元、3990 元、3740 元、3800 元、3800 元、3590 元，江阴市场价格 1 月份至 6 月份均价分别

为 4080元、4030元、3820 元、3860元、3840元、3720元，两地价差维持在 40-130元之间，

从下图中可见，4、5 月份受宏观利好政策带动，市场价格止跌趋强，国内需求短期释放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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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但随着消息面多空交织，期现市场再次呈现加速下滑走势。 

 

图 2 中厚板重点城市价格走势图 

二、国内中厚板市场供求矛盾加剧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止 6月 28日，国内 30家生产企业 6月份总产量为 619.19

万吨，环比 5 月份同期增加 16.31 万吨。与 2024 年 1-5 月份同期数据相比，总产量处于相对

高位，从下图中可见，国内中厚板产量从 4月份开始明显增长，主要是因新增轧线投产，以及

在房地产政策的支撑下，各地钢厂排产意愿较强，其中，品种材生产占比较前期有所增长。另

外，从市场反馈情况来看，近期各地样本企业除个别轧线例行检修外，整体产量保持增长，在

期现大环境偏弱的格局下，中厚板品种成本居高不下，相比其他钢材品种，抗跌性相对稳定，

且对于品种板材来说，下游需求仍有释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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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中厚板钢厂产量走势图 

从样本企业开工率也能侧面看到，虽然 6月份国内市场处于相对淡季，但结合利润因素，

以及品种板材的需求环境，各地企业整体开工率保持高位，截至 6月 28日，30家企业月度开

工率均值为 86.21%，环比 5 月份均值增加 2.04 个百分点，1-6 月份月度开工均值处于稳步上

升态势。 

 

图 4 国内中厚板钢厂开工率走势图 

至于库存方面，截止 6月 28日最新数据显示，国内 30家样本企业厂内库存量为 85万吨，

环比 5 月份同期明显增加 9.3 万余吨。分月份来看，1-6 月份 30 家企业厂内库存量处于上升

通道，且随着现货市场淡季效应加强，刚需环境偏弱势，库存量仍有上升的空间，从近期市场

交投活跃度来看，北方高温、南方多雨，对于室外施工作业形成较大影响，室内加工行业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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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限，叠加各地资源投放量持续增长的因素，供求矛盾有所加剧，短期内市场将维持高供应

低需求的格局。 

 

图 5 国内中厚板钢厂库存量走势图 

三、制造业指数同比小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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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为 49.5%，与上月持平。从 13 个分项指数来看，同上月相比，产成品库存

指数、进口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上升，指数升幅在 0.1至 1.8个百分点之间；新出口

订单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持平；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积压订单指数、采购量指数、购进价

格指数、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下降，指数降幅在 0.1至 5.2

个百分点之间。 

6月份 PMI指数与上月持平，但仍处荣枯线之下；表明经济仍处蓄积回升力量的阶段，面

对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今年以来多项稳增长、促回升的政策靠前发力，其成效的不断显现，

逐步增强了经济回升力量；同时要特别注意需求收缩问题仍然突出。6月份 PMI指数中的新订

单指数在荣枯线下又回落 0.1个百分点，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占比进一步提高到 62.37%。

受需求收缩影响，PMI中的生产采购等指数均呈回落态势，表明需求收缩引起的经济下行压力

仍然较大。综上，当前正处推动经济全面回升逆水行舟的关键阶段，必须充分认识市场引导的

需求收缩及其自我加速机制的严重性，必须显著加大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显著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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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对企业订单的拉动作用，带动企业生产投资不断活跃，就业形势不断好转，加快使需

求收缩转向需求扩大。 

 

图 6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四、品种板材需求持续向好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 1-3月，全国造船完工量 1235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 34.7%；新接订单量 2414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9.0%；截至 3 月底，手持订单量

15404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34.5%。1-3 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

重吨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53.8%、69.6%和 56.7%。 

 

图 7 造船完工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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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厚板进出口量保持在良好区间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5 月份中厚板进口量为 12.36 万吨，环比 4 月份减少 1.83 万吨，

2024 年前 5 个月中厚板进口总量为 52.83 万吨，同比 2023 年进口量下降 12.61 万吨。从 1-5

月份进口数据来看，1、2 两个月国内市场临近新春佳节，下游行业普遍休市，需求量明显下

降，因此整体进口需求极其清淡，随着节后市场开市，加之宏观利好政策托底，需求环境有所

好转，3-5月份中厚板进口量保持在正常水平，与历年同期相比变化不大。 

 

图 8 中厚板进口量走势图 

至于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中厚板出口量为 90.18万吨，环比 4月份增

加约 12.67 万吨，2024 年前 5 个月中厚板出口总量为 348.04 万吨，同比 2023 年减少 15.22

万吨。前文中提到，近期国内供需压力较大，但国际市场对于国内钢材产品依赖性较前期有所

加重，从 3月份开始，中厚板品种出口量维持较高水平，对于缓解国内供需压力起到一定作用，

虽不及往年同期，但当前市场仍有出口预期释放，后期若无其他因素影响，出口将长期保持较

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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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厚板出口量走势图 

七、下半年国内中厚板市场弱势盘整 

整体来看，2024年上半年已收官，现货价格整体呈现宽幅下行走势，截至 6月 28日国内

中厚板现货价格均价为 3881 元，相比年内峰值下跌 370 元左右，从前文中图 1 可见，现货价

格从 3月份上旬开始走弱，期间虽然有相应利好政策释放，价格也有阶段性止跌反弹的趋势，

但最终整体走势仍偏空为主。综合来看，在 2024 年上半年，由多部门联合公布房地产、

2024-2025年限制产能、灵活运用货币工具等利好政策，黑色系期货多空交织，虽然在政策发

酵后的一至两周内，上下游市场看涨预期释放，但结合原燃料价格起伏不定等因素，钢厂生产

成本居高不下，对于本就相对微薄的利润空间形成压制，最终导致铁水流向高附加值产品，现

货市场资源分配不均衡，价格上涨空间不足，加之国际地缘局势紧张，大宗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结合上述等因素，国内市场 2024 年上半年整体需求释放不及预期，市场心态偏空为主，

虽然市场有不定时的政策性扰动，但仍属于情绪影响大于实质，加之当前市场正处于北方持续

高温、南方连续降雨的弱现实格局，就算短期内市场在政策性助推下，期现价格有所反复，但

最终还是要回到预期与现实的博弈中，因此后期市场或受限于基本面，形成价格逐渐筑底的态

势，有鉴于此，预计 7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或呈现弱势盘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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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下半年国内焊接钢管市场将先抑后扬 

李 波 

2024 年上半年外围美联储降息预期一再落空，外部地缘局势更是愈发动荡，而出口表现

超出预期；国内市场由年初 12 省项目停建消息开局，到年中的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实施再到央

行“三支箭”，都证实了今年是政策市的基调，其运行的核心逻辑则是预期现实博弈，因此钢

价走势上由期货引领，现货跟进幅度上由钢厂决定，这其中原料起到的作用是助涨、助跌。 

在此背景下焊镀管品种供应端自主调节的能力继续提高，管厂生产把控更加灵活，贸易商

在经过搬迁、缩减场地后，库存基本已回归基本水平，但区域间需求分化，库销比仍维持高位，

区别于往年的是库存销量出现同增同减，中间贸易商的作用会放大行情的“好与不好”，因此

上半年焊镀管价格深受成本和需求牵制，价格整体呈“V”型走势。 

一、上半年国内焊镀管价格跌后弱反弹 

2024 年上半年焊镀管市场价格重心下移，均值较 2023 年同期下移 250-360 元(吨价，下

同)，降幅大过上游。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焊镀管价格前三个月震荡下行，跌幅 200-350

元，其中镀锌管跌幅较大，且与上游带钢跌幅接近，谷值出现在 4月 1日；后两个月震荡上行，

但涨幅不及上游，而 6 月份这种局面仍未扭转。截至 6 月 28 日，全国 4 寸(3.75)十大城市焊

管均价 4036 元，较上年 12 月末跌 295 元，其中 6 月份跌 134 元；镀锌管均价 4660 元，较上

年 12 月末跌 326 元，其中 6 月份跌 155 元；十大城市 50*50*2.5 方管均价 4056 元，较上年

12 月末跌 268元，其中 6 月份跌 99元；219*6螺旋管均价 4396元，较上年 12月末跌 251元，

其中 6月份跌 90元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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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国内焊管、镀锌管 4寸*3.75mm 价格走势图（单位：元/吨） 

区域间价差偏窄局面持续。以唐山与南京焊管 4 寸（3.75）为例，上半年两地价差均价

201 元，较去年略有改善，但仍远低于两地 200-250 元的运费，价差走势图显示保持 200元以

上价差的天数增多，但多是跌价阶段，持续性不强。 

 

图 2 南京、唐山焊管 4寸*3.75mm 价格差走势图（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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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焊镀管基本面承压修复 

1、上半年国内焊接钢管产量预估 2860万吨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 1-5月份，我国焊接钢管产量 2303.1 万吨，同比下降

3.1%（详见图 1)，2月份过后增减幅度变动不大。且 6月，政策的影响比重虽然加大，但地产

数据显示前期救市效果明显没有达到预期，多空因素牵制下，管厂产能水平的调整仍将倾向小

幅、灵活，预估上半年国内焊接钢管产量 2860万吨，同比去年保持下降。 

 

图 3 国内焊接钢管统计产量柱状图（单位：万吨） 

2、上半年国内焊接钢管进出口量同增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5月我国焊管出口量达 50.96万吨，环比增长 7.66%，同比增长

28.92%；1-5月累计出口量达 215.19万吨，同比增长 24.83%。 

5 月我国焊管进口量达 1.11 万吨，环比下降 1.33%，同比增长 73.1%；1-5 月累计进口量

达 4.415万吨，同比增长 25.81%。 

5 月我国焊管净出口量达 49.85 万吨，环比增长 7.88%，同比增长 28.19%；1-5 月累计净

出口量达 210.78万吨，同比增长 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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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钢铁研究中心预计 6月份我国钢材出口仍有望维持近千万吨水平。那么预估上半年我

国焊管累计出口量达 265 万吨，累计进口量达 5.5 万吨。根据供需平衡表测算，2024 年上半

年表观需求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11%。 

表 1 国内焊管表观需求量测算表 

 

三、局部范围内焊镀管品种供需压力增大 

1、津冀区域主要焊接钢管管厂产量预估 765万吨 

津冀区域焊镀管厂产能趋势稳定性及灵活性提高。2024 年除年初行情未能如期上涨，管

厂快速调整放慢生产节奏外，年内多跟随出货情况进入灵活控制中。即使继 4月起行情触底反

弹，清明节、五一放假期间仍有放假检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上半年津冀区域焊接钢

管管厂产量预估 765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 3.26%，但在国内总产量中占比 26.74%，较去年同

期略提升 1.49个百分点。 

 

图 4 津冀区域管厂焊管、镀锌管产能利用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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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津冀区域焊镀管厂日均出货量同比下滑 9% 

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8 日，上半年津冀地区在统计焊镀管厂日均出货量

2.64 万吨，比去年减少 0.27 万吨。其中仅在 4月份和 5月份，钢市整体行情由跌转涨，及管

厂出台优惠政策刺激下略好于去年。 

 

图 5 津冀区域管厂日均出货量走势图 

3、津冀区域焊镀管厂库存略低于去年 

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6月 28日，在统计津冀地区焊镀管厂厂内总库存量 56.88

万吨，比去年减少 1.78 万吨；其中原料库存相差不大。主要缘于春节后钢厂延迟增产，焊镀

管厂被动承接压力低于往年；而上半年先跌后涨行情下，亦导致管厂快速调整生产节奏，力求

规避风险；但 6月份进入淡季，钢厂产量不降反增，焊镀管作为近终端产品，成管的产能自身

可控，而来自于上游的压力逐渐增大，因此管厂表现厂内成管库存量略低于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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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津冀区域管厂厂内总库存及原料带钢库存走势图 

4、焊管社会库存高于去年同期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8 日，全国焊管社会库存总量 91.44 万吨，较上月

末下降 0.22 万吨，但自 4 月份起整体逐渐高于去年同期；其中华南、华北区域增幅较大，同

比分别增长 12%和 10%。 

 

图 7 全国焊管、镀锌管社会库存走势图 

 



钢铁市场研究月报 

第37页 

5、镀锌管样本企业出货量较去年下滑 20%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6月 28日，6月份全国在统计焊镀管市场日均出货量 1.58

万吨，较上月末下滑 15%；尽管 4月份近 2万吨的日销量水平在上半年中算不错表现，但各月

表现均不及去年同期。 

 

图 8 镀锌管价格及成交量走势对比图 

综合来看，2024 年上半年焊接钢管品种表观需求量下降，外需强于内需，且在内需压力

下呈现产量下降但局部范围内供需压力增大的特点。从基本面来看，焊镀管厂商销量同降，库

存有增有减，同时上游钢厂带钢产量同比去年同期基本相当，可见焊镀管品种需承受上游供应

及下游需求两方压力，且较去年加剧。 

四、综合效益继续下降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上半年焊管企业盈利一直由焊管、镀锌管两品种相互补充。以

唐山京华 4寸（3.75）焊管与唐山市场 355系带钢价格为例，监测焊管与原料带钢间价差、镀

锌管与焊管间价差走势处于反向走势；1-6 月焊管与带钢价差均值 169 元，高于去年 51 元，

而镀锌管与焊管价差均值 632 元，低于去年 98 元，在镀锌管原料锌锭均价 22053 元与去年相

差不大的情况下，核算管厂综合生产效益较去年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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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唐山焊管-带钢、镀锌管-焊管价差走势图 

五、下半年国内焊接钢管振幅将偏窄 

5-6月多个权威国际组织和机构均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全年增长预期为 4.6%-5%，普遍高于

预估的全球经济增速。 

1、海外需求仍是重要支撑 

上半年钢材出口表现显著，但增量依然是在存量市场中，不同的是欧美补库周期可能来临，

刺激转口及代加工贸易，需求高涨态势表现韧性；另外海外央行或深入降息周期，一定程度上

亦支撑出口强势延续发力。 

从焊接钢管出口区域来看，近年我国钢管出口国家逐渐集中在亚洲地区，占比超过 60%。

上半年国际权威组织将 2024 年亚洲经济增速预期暂定在 4.5%-4.9%，且当前亚洲地区经济体

制造业 PMI多处于扩展区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对亚洲地区钢材出口的韧性。 

从焊接钢管出口品种来看，石油天然气管道用管增量较大但不稳定。从油气企业开发投资

项目来看，多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成，巴西等南美洲虽然是重要开发区域，但用

管量还未有突出表现；而海外局势动荡不安背景下，我国焊管出口传统国家菲律宾和增量较多

的中亚、中东国家均牵扯其中。且近月焊管进口增速亦有所增加，因此下半年我国焊管实际的

出口增速或难及上半年的出口水平，转为小幅增长，全年出口量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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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端减产预期有待落地 

5月底国务院发布了《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有望调控成材产量过度释放，

从福建、山东等先行的省份具体执行政策来看，不同省份调控要求不一，但 1-5月我国粗钢产

量同比下降 1.4%，且若节点放到 2025年底前，那么整体压减压力是比较小的。另一方面，2024

年热卷产能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投放，若供应收缩仍然交还给市场调节为主，即亏损倒逼钢厂减

产，那么行情将走出另一个方向。因此下半年政策面如何落地较为关键。 

3、地产周期仍处于弱复苏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估算目前房地产行业所消耗的钢材约占国内粗钢产量约 20%。同时，地

产在焊接钢管的下游需求分类中同样占比 20%-25%。 

从相关政策的演变中探知，目前地产行业的重点是“去库存”，尽管有三大工程与房企白

名单项目在推进，但政策中 36个月以上高库存城市暂停新增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以及“以购

代建”的保障房类项目，将导致新开工维持相对低位，从而影响产业链投资的修复。 

综合来看，下半年不管是宏观面还是产业端都将有影响钢市走向的政策扰动，但预期终将

照进现实。在上述背景下，出口利好效应趋弱，预计难进一步贡献需求增量；国内 7-8月份不

再发生 2023年同期的台风洪涝灾害，当前的销量水平多不会继续下降；而供应端不管是维持

当前水平还是延后出现下降趋势，都将主导下半年基本面格局较上半年进一步改善。因此下半

年钢材价格重心有望上移，但受制于原料端拖累，空间相对谨慎，而焊镀管品种难以走出单边

行情，且上下承压的情况下，价格振幅将偏窄，趋势上先抑后扬。 

其中 7月份仍是需求淡季，中下游高位跟进乏力，同时按往年季节惯例来推高频成交量有

继续偏弱的概率，亦有受政策带动的阶段回升，可见焊镀管基本面仍难成为助推行情的关键，

方向依旧掌握在上游钢厂手中。从带钢产量上来看，现阶段北方区域供应处于近三年高位，而

从钢厂生产利润出发延续当前产量水平为大概率事件，即使出现库存压力，也有一定牺牲利润

的空间。因此对于焊镀管品种来说，成本支撑与供应压力同样存在，因此预计焊镀管价格有阶

段回暖机会，但空间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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