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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概要 

➢ 2024 年上半年，在稳增长政策出台落地下，受到国内钢铁需求仍有不足、成本支撑偏弱

等因素影响，国内钢材市场呈现震荡下行局面。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底，兰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3893 元，较 2023 年底下跌 384 元，跌幅为 8.9%。从

半年度均值来看，也呈现下移趋势，2024 年上半年钢材价格均值为 4095 元，较 2023 年

全年均值下跌 145 元，跌幅为 3.4%；与 2023 年上半年均值相比下跌 232 元，同比下跌

5.4%。 

➢ 2024 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继续回升向好，投资增速将延续增长态势，基建投资、制造业投

资有望保持增长，但增速或有所放缓；房地产投资下降态势难以扭转；出口边际效益可

能减弱，消费需求在国家消费品刺激政策下有望保持增长。 

➢ 从钢铁行业供给侧来看，节能降碳、粗钢产量继续调控下，预计 2024 年下半年粗钢产量

维持低位运行态势；从需求侧来看，地产投资拖累用钢需求仍将延续，但大规模设备更

新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促进，制造业用钢需求仍将呈现韧性；从原料端来看，原

料供应有增量，而需求预期走弱，铁矿石、焦炭等原料价格将窄幅波动，保持相对合理

水平。 

➢ 综合来看，2024 年下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复杂多变，国内钢铁市场供需有望保持

动态平衡，预计 2024 年下半年国内钢材市场将延续窄幅震荡的行情，目前钢价处于年内

低点，下半年在供需动态变化下，钢材价格有望呈现阶段性反弹趋势，反弹幅度依赖于

控产力度及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而从均价水平来看，与 2024 年上半年均价相比，下半

年变化幅度有限，全年均价与 2023年全年相比依然有小幅回落。 

➢ 7 月份来看，钢铁生产仍维持相对高位水平，但下游需求处于季节性淡季，市场供需关系

将继续转差；但目前钢价已跌至年内低点，成本底部支撑将逐步显现，预计在外部降息

潮扰动、国内宏观政策预期仍存、钢厂供给仍偏稳释放、淡季效应不断深入、成本支撑

韧性较强的影响下，预计 7 月份国内钢材市场或将呈现先抑后扬的行情，钢材均价仍呈

现下跌趋势。 

 

 风险因素提示： 

 供应端：钢铁库存继续回升，供给压力加大； 

 需求端：气候条件转差，需求释放明显收缩； 

 成本端：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成本支撑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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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全球经济有望继续复苏 

2024 年上半年，全球制造业 PMI 运行态势波动回升，显示全球经济呈现恢复态势。据摩

根大通数据显示，2024 年 1-5 月份，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持续在临界点及以上运行，

均值为 50.4%，与 2023 年持续在收缩区间运行且均值为 49.2%相比，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5

月份，该指数升至 50.9%，创下 2022 年 8 月以来的新高；且产出指数、新订单指数在扩张区

间再次回升，其中，产出指数较上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至 52.6%；新订单指数较上月回升

0.6个百分点，至 51.0%（详见图 1）。 

1-5 月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全球制造业 PMI 均值为 49.7%，较上年全年均值

48.5%回升 1.2个百分点，显示全球制造业整体呈现一定恢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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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上半年，全球通胀压力获得一定缓解，部分国家央行下调利率，全球降息周期已

在进行中，其他央行行动已与美联储脱钩，旨在稳定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上半年，先后有瑞典、瑞士、巴西、丹麦、

秘鲁、阿根廷、加拿大、欧洲、智利、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央行陆续推出降息举措。 

美国方面，尽管 5 月份美国 CPI 数据低于预期，但从美联储 6 月利率决议来看，将利率

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5.50%不变，备受关注的点阵图预计今年仅降息一次。 

从年度形势来看，上半年全球经济恢复势头趋好，机构继续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6

月 18 日，评级机构惠誉发布报告，对 2024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进行了上调。报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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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预计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但 2024 年的增长前景受到欧洲经济复苏、中国出口

行业复苏以及中国以外新兴市场内需增长的积极影响，将 2024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 3 月发

布的《2024年全球经济展望》中的 2.4%上调至 2.6%。 

1.2 下半年国内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持续推动国民经济回升向好。统计数据显

示，在我国宏观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下，外需有所改善，服务业、消费和进出口都有所回升，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就业物价形势稳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

势，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增速较上年全年回升 1.6 个百分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1-5 月，社零

消费累计同比增长 4.1%，增速较上年全年回落 3.1 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增长态势；出口总额

累计同比增长 2.7%，由上年全年的下降转为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幅为 4.0%，增速较上

年全年回升 1.0个百分点（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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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国家在经济稳增长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重点加强超长期特别国债、

大规模设备更新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房地产销售刺激等方面落地，带动经济逐步回升向好。

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政策松绑和投资领域的开放政策，释放了中国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强

烈信号。此外，国家也在不断加强结构性转型，《2024-2025 年节能减碳行动方案》出台，明

确钢铁、石化、有色、建材等四大行业减碳目标，相关行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或将提速，

将推动制造业投资保持较高韧性。 

6 月 7 日国常会再次部署房地产工作，提出继续研究储备新的去库存、稳市场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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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去解决存量房产、土地的消化、盘活等工作。7 月中旬，重

要会议即将召开，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2024年下半年，在国家一系列政策落地实施下，我国经济仍有望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二、钢铁市场供应情况分析 

2.1 下半年粗钢产量将低位运行 

2024 年上半年，在行业需求不足、市场震荡下行、企业盈利不佳的形势下，钢企生产积

极性有所抑制，钢铁产量略有回落。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5 月份，全国生铁产量

36113 万吨，同比下降 3.7%；全国粗钢产量 43861.4万吨，同比下降 1.4%（详见图 3）。 

就粗钢日产水平来看，2024 年 1-5 月粗钢日产呈现逐月上升趋势，5 月份创下年内新高，

为 299.5 万吨。预计短期内国内钢铁产量仍有上冲动力，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估算，6 月份全

国粗钢日产或将维持在 300 万吨左右的水平。 

图 3 全国粗钢产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钢材产量方面，则呈现累计产量同比上升的局面。1-5 月，钢材产量 57405.0 万吨，同比

增长 2.9%。分品种来看，由于建筑钢材需求恢复不足，钢筋产量仍呈现同比明显下降态势，、

线材、焊接钢管产量小幅下降，而冷轧薄板、中厚宽钢带产量同比仍呈增长态势（详见表 1）。 

表 1 2024年 1-5月份钢铁行业产品产量及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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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钢铁行业的产量调控延续。5 月底，国务院印发《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

案》，以及 6 月 7 日发改委等印发《钢铁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均提出 2024 年继续

实施粗钢产量调控。1-5 月测算粗钢产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622.8 万吨；目前粗钢产量调控整

体目标尚未明朗，如果按照往年平控来操作，则 6-12 月，粗钢产量有小幅增量空间。但从

《钢铁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的目标可以看出，到 2025 年底，钢铁行业高炉、转炉

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分别比 2023 年降低 1%以上，电弧炉冶炼单位产品能耗比 2023 年降低 2%

以上，吨钢综合能耗比 2023 年降低 2%以上。2024-2025 年，通过实施钢铁行业节能降碳改

造和用能设备更新形成节能量约 20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5300 万吨。兰格钢铁

研究中心根据文件导向测算数据显示，2024-2025 年，则减少约等于 3500-4000 万吨粗钢的

等值能耗，按一年来算，则减少 1750-2000 万吨粗钢；由于今年 1-5 月份已有部分减量，因

而对于下半年的粗钢压减来说，压力有限；但由于 2023 年下半年低基数原因，2024 年下半

年粗钢产量将延续低位运行态势。 

 

2.2 下半年钢材社会库存将呈“N”型走势 

2024 年上半年，钢材社会库存动态变化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社会库存峰值时间晚于

上年，且最高库存高于 2023 年峰值。2024 年由于春节较晚，以及市场恢复速度慢，钢材社

会库存于 3 月 8 日达到年内高点后开启去库周期。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2024 年 3 月 8

日，钢材社会库存到达年内高点，为 1710.2 万吨，较上年高点增加 85.2 万吨，增幅 2.5%。

二是整体去库存速度低于上年。2024 年上半年钢材社会库存最高点到最低点降速为 32.4%，

较上年（36.8%）放慢 4.4 个百分点；其中建材库存降速为 45.6%，较上年（46.1%）放慢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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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板材库存降速为 47.4%，较上年（51.5%）放慢 4.1 个百分点。三是 6 月底库存高

于上年同期。截至 2024 年 6 月 28 日，钢材社会库存为 1170.5 万吨，同比上升 13.0%。其中，

建材社会库存为 614.0 万吨，同比上升 7.5%；板材社会库存为 556.5 万吨，同比上升 19.8%

（详见图 4）。 

图 4 钢材社会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当前市场进入需求淡季，钢材社会库存连续两周回升，预计 7、8 月钢材社会库存将进

一步回升，8 月中下旬随着需求逐步恢复，将进一步进入降库阶段；11、12 月随着冬季淡季

来临，钢材社会库存再度回升，整体呈现“N”型走势。 

 

2.3 下半年钢材出口或有所承压 

2024 年上半年，在海外制造业不断恢复、我国钢材出口价格优势明显、以及订单有所增

长带动下，我国钢材出口继续呈现大幅增长态势。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5 月，我国累计出

口钢材 4465.5 万吨，同比增长 24.7%；我国累计进口钢材 304.3 万吨，同比下降 2.7%；同期

累计净出口钢材 4162.0万吨，同比增长 25.2%（详见图 5）。 

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5 月份，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地区产量为 7220 万吨，

同比增长 1.0%，增速虽较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增长态势；从累计产量来看，1-

5 月，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地区产量为 35460 万吨，同比增长 3.9%；全球钢铁产量的恢复将对

我国钢材海外需求形成一定制约|（详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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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月度钢材进出口走势（万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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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钢材出口价格优势仍存，但幅度有收窄之势；海外钢材市场供应同比仍呈增

长态势，但增速放缓，全球制造业指数改善动力不足，我国制造业出口订单指数仍在收缩区

间运行，外需景气度有所下降。兰格钢铁研究中心预计 2024 年下半年我国钢材出口将有所承

压，或弱于上半年，但在上半年出口状况良好的带动下，全年有望冲击 1 亿吨出口水平，全

年增速有望保持在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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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半年粗钢表观消费同比继续回落 

2024 年 1-5 月，我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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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国内粗

钢表观消费量为 39520.6 万吨，同比下降 3.6%（详见表 2）。下半年随着粗钢产量调控，以及

出口虽有承压，但仍保持相对高位，预计下半年国内粗钢表观消费将延续同比回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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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44,484.2  3,324.0  -38.0 40,983.7  

2024年 1-5月 43,861.4  4,162.0  -5.4 39,520.6  

同比增减 -622.8  838.0  32.6  -1,463.0  

变化幅度（%） -1.4% 25.2% -85.9% -3.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三、下半年钢铁需求将平稳释放 

2024 年国家“稳增长”调控政策不断释放，带动我国经济显示回升向好态势。国家统计

局发布数据显示，1-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增速较上年全年回升 1.6

个百分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1-5 月，社零消费累计同比增长 4.1%，增速较

上年全年回落 3.1 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增长态势；出口总额累计同比增长 2.7%，由上年全年

的下降转为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幅为 4.0%，增速较上年全年回升 1.0 个百分点。 

图 7 三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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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投资领域来看，受到专项债加快下达、万亿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生效，

基建投资持续保持增长水平，1-5 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长 5.7%，增速较

2023 年全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而受到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制造业投资同比呈现

高位运行局面，1-5 月，我国制造业累计同比增速 9.6%，较 2023 年全年 6.5%的增速提升了

3.1 个百分点；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累计同比增速 13.5%，增速较上年提升 8.7 个百分点；

而专用设备制造业累计同比增速 12.7%，增速较上年提升 2.3 个百分点。房地产方面，虽国

家持续在购房政策放宽、地产企业金融支持等方面做文章，但地产投资方面仍无改善迹象，

1-5 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 10.1%，降速较 2023 年全年扩大 0.5 个百分点，地产投资

下滑仍对上半年用钢需求形成拖累（详见图 7）。 

上半年来看，钢铁下游行业表现有所分化，因而使得用钢需求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总

量需求中，外需明显强于内需，钢材出口保持增长，而国内粗钢表观消费下降；二是内需结

构中，生产用钢材需求明显好于建筑钢材需求，板材产量同比增长而建筑钢材产量同比下滑；

三是建筑用钢材需求结构中，大基建需求明显强于房地产投资需求。 

下半年来看，国家在稳增长政策方面的力度将进一步落地生效，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

节能降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工作推进显效下，将为下半年乃至明年的用

钢需求形成强大的新动能、新引擎、新领域，进而产生出更广阔的增长空间，从而支持下半

年乃至明年生产用钢材需求继续保持稳定释放。 

 

四、成本及利润情况分析 

4.1 下半年原料价格将窄幅震荡 

上半年我国钢铁产量小幅下滑，虽对原料需求有所抑制，但在原料结构性需求变化下，

走势有所分化，铁矿石均价同比有所上行，而焦炭和废钢均价有所下行。据兰格钢铁网监测

数据显示，2024 年 1-6 月，日照港 61.5%澳粉均价为 895 元/吨，同比上涨 4.6%；唐山地区

65-66%铁精粉均价为 1085 元/吨，同比上涨 6.5%（详见图 8）。 

上半年铁矿石需求呈现增长态势，从产量及进口数据可以看到这一趋势；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24 年 1-5 月，我国铁矿石原矿产量 45735.2 万吨，同比增长 13.4%；海关统计数

据显示，2024 年 1-5 月，我国进口累计铁矿石 51374.6 万吨，同比增长 7.0%；同期，我国进

口铁矿石累计均价为 121.1 美元/吨，较上年同期 115.2 美元/吨上涨 5.1%，从而带动我国上

半年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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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铁矿石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2024年上半年，在国家对原料保供稳价措施下，以及钢企盈利不佳，钢企和焦企之间频

繁博弈加剧，焦炭价格波动走弱，整体均价较 2023 年同期有所下移。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

显示，2024年上半年，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价格均值 1971元，较上年同期下跌 323元，跌

幅 14.1%（详见图 9）。 

图 9 焦炭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2024 年上半年废钢价格呈现震荡下行的行情，均价有所下移。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

示，2024 年 1-6 月，废钢价格（唐山重废）均值为 2631 元，较上年同期下跌 54 元，同比跌

幅 2.0%（详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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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废钢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在原料均价涨跌互现变化下，钢铁企业吨钢生产成本有所下降。兰格钢铁研究中心测算

数据显示，2024 年上半年，兰格钢铁生铁成本指数均值在 125.2，同比下降 7.6%；普碳方坯

不含税年均吨钢生产成本为 3005元，较上年同期均值减少 203元，同比下降 6.3%。 

2024 年下半年在粗钢产量调控背景下，以及受到上年同期基数偏低的影响，中国钢铁产

量释放将呈现低位运行态势，对钢铁原料需求将起到一定抑制作用。而从铁矿石供应来看，

相关数据显示，2024 年下半年全球铁矿产量预计同比增加 3000 万吨（其中主流国家共计新

增 1100 万吨、非主流国家共计新增 1900 万吨）。此外，国产铁精粉产量的提升也将增加铁矿

石整体供应量。因而 2024 年下半年铁矿石市场供需相对宽松。兰格钢铁研究中心预测 2024

年下半年进口铁矿石价格窄幅波动均值在 90-120美元/吨。 

2024 年下半年受政策推动电炉钢产能进一步投放及释放，叠加粗钢产量调控，将制约高

炉生产释放，焦炭需求受到抑制，但同时也要看到各地焦企由于利润薄弱，与钢企的博弈加

剧；此外，下半年高温季及取暖季集中，动力煤价格坚挺将对焦炭价格形成支撑，兰格钢铁

研究中心预计 2024年唐山二级冶金焦波动区间在 1800-2300元/吨之间运行。 

4.2 下半年钢铁行业逐步减亏 

2024 年上半年，在钢价震荡下行，成本绝对降幅低于钢价降幅的形势下，钢铁行业经营

业绩不佳。统计局数据显示，1-5 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32891.2 亿

元，同比下降 3.3%；营业成本 31915.2 亿元，同比下降 2.9%；亏损 127.2 亿元，上年同期则

亏损 21 亿元，亏损幅度同比有所扩大。就单月来看，5 月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盈

利 95.0亿元，实现今年年内单月首次盈利，有效减少上半年亏损幅度（详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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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月度钢铁行业盈利（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12 主要钢材品种毛利（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6 月份，按两周库存周期测算的钢材品种呈现继续回落态势，监测两大品种整体处于小

幅亏损状态。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6 月份三级螺纹钢平均亏损 21 元/吨，由盈

转亏；热卷亏损 73 元/吨，亏损幅度较上月扩大 58 元/吨（详见图 12）。预计 6 月份钢铁行

业统计发布利润数据状况弱于 5 月份，但有望保持盈利，进一步减少上半年亏损幅度。下半

年，随着行业供需关系阶段性改善，行业亏损局面有望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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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钢材市场价格走势及预测 

5.1 上半年国内钢铁市场均价继续下移 

2024 年上半年，在稳增长政策出台落地下，受到国内钢铁需求仍有不足、成本支撑偏弱

等因素影响，国内钢材市场仍呈现震荡下行局面。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兰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3893 元，较上年底下跌 384 元，跌幅为 8.9%。其中，

建材价格为 3692 元，较上年底下跌 10.2%；板材价格为 3997 元，较上年底下跌 8.8%；型材

价格为 3881 元，较上年底下跌 7.8%；管材价格为 4399 元，较上年底下跌 4.4%（详见图 13）。 

从半年度均值来看，也呈现下移趋势，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2024 年上半年兰格

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均值为 4095 元，较 2023 年全年均值下跌 145 元，跌幅为 3.4%；与

2023 年上半年均值（4327 元）相比下跌 232元，同比下跌 5.4%。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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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钢材品种十大城市均价显示，2024 年上半年，兰格

钢铁云商平台监测的 8 大钢材品种均价与上年同期相比均有所下跌，其中中厚板跌幅最大，

为 7.7%；冷轧卷跌幅最小，为 2.8%；其他品种跌幅在 3.5-7.4%之间（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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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十大城市 8大钢材品种价格涨跌情况表（元/吨，%） 

钢材品种 2024年上半年均价 2023年上半年均价 涨跌额 涨跌幅度（%） 

Φ6.5mm高线 4231 4477 -246 -5.5% 

Φ25mm三级螺纹钢 3808 4029 -221 -5.5% 

5.5mm热轧卷板 3894 4106 -212 -5.2% 

1mm冷轧卷板 4473 4600 -127 -2.8% 

20mm中厚板 3954 4283 -329 -7.7% 

200*200H型钢 3888 4029 -141 -3.5% 

4寸焊管 4216 4440 -224 -5.0% 

108*4.5无缝管 4904 5298 -394 -7.4%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5.2 下半年国内市场展望：钢材价格阶段性反弹，均价小幅波动 

2024 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继续回升向好，投资增速将延续增长态势，基建投资、制造业投

资有望保持增长，但增速或有所放缓；房地产投资下降态势难以扭转；出口边际效益可能减

弱，消费需求在国家消费品刺激政策下有望保持增长。 

从钢铁行业供给侧来看，节能降碳、粗钢产量继续调控下，预计 2024 年下半年粗钢产量

维持低位运行态势；从需求侧来看，地产投资拖累用钢需求仍将延续，但大规模设备更新以

及消费品依旧换新等政策促进，制造业用钢需求仍将呈现韧性；从原料端来看，原料端供应

有增量，而需求预期走弱，铁矿石、焦炭等原料价格将窄幅波动，保持相对合理水平。 

综合来看，2024 年下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复杂多变，国内钢铁市场供需有望保持

动态平衡，预计 2024 年下半年国内钢材市场将延续窄幅震荡的行情，目前钢价处于年内低点，

下半年在供需动态变化下，钢材价格有望呈现阶段性反弹趋势，反弹幅度依赖于控产力度及

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而从均价水平来看，与 2024 年上半年均价相比，下半年变化幅度有限，

全年均价与 2023年全年相比依然有小幅回落。 

 

5.3 七月份市场趋势展望：钢材价格先抑后扬，均价继续下跌 

从 6 月份市场来看，在国内政策落地预期仍存、淡季效应逐渐显现、市场成交全面下滑

和成本维持韧性支撑等因素影响下，国内钢材市场呈现了震荡下跌的行情。据兰格钢铁网监

测数据显示，截至 6 月底，兰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3900 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171 元/

吨，环比跌幅为 4.2%，年同比下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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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来看，钢铁生产仍维持相对高位水平，但下游需求处于季节性淡季，市场供需关

系将继续转差；但目前钢价已跌至年内低点，成本底部支撑将逐步显现，预计在外部降息潮

扰动、国内宏观政策预期仍存、钢厂供给仍偏稳释放、淡季效应不断深入、成本支撑韧性较

强的影响下，预计 7 月份国内钢材市场或将呈现先抑后扬的行情，钢材均价仍呈现下跌趋势。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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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库存回升加快，供给压力加大； 

需求端：气候条件转差，需求释放明显收缩； 

成本端：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成本支撑转弱； 

经济环境变化风险：国外制造业景气度继续下行，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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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