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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概要 

➢ 从国外环境来看，全球制造业 PMI 承压运行态势继续延续，中物联指数连续四个月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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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趋弱，且下

行压力有所增加，将削弱全球制造业需求。当前各国降息周期陆续启动，全球货币政策

趋于宽松，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 

➢ 从国内环境来看，国务院、各部委不断出台规划方案、落实举措、稳投资、促销费、稳

增长等政策措施不断落实。随着各项政策的不断落地生效，将带动后期国内经济延续向

好回升态势。 

➢ 从供给端来看，钢铁企业明显亏损，预计 8 月份国内钢铁产量将呈现环比小幅回落的态

势。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估算，8 月份全国粗钢日产或将回落至 260 万吨左右的水平。9

月份随着上年同期基数的明显回落，钢铁产量释放承压态势继续显现，粗钢日产或仍保

持低位。 

➢ 从需求端来看，9 月份专项债券发行节奏将会明显加快。钢材市场由淡季向旺季切换，随

着“金九”气候条件改善，重点项目施工进度将加快推进，建筑钢材需求释放或将回升。

制造业方面，景气度继续在收缩区间回落，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均

在收缩区间运行，制造业用钢需求继续承压。 

➢ 从成本端来看，原料均价均有下跌，钢铁月均生产成本环比继续下移，对钢价支撑转弱。 

➢ 综合来看，目前宏观政策方面仍在不断加强落地，“两重”、“两新”、等措施落地生效，

随着 9 月份天气条件改善，下游需求释放有望回升，钢铁产量将维持低位，市场供需关

系有所改善，兰格钢铁大数据 AI 辅助决策系统预测，预计 2024 年 9 月份国内钢铁市场

将呈现震荡反弹运行态势。 

 

 风险因素提示： 

 供应端：钢铁产量回落有限，供给压力仍大； 

 需求端：需求释放不及预期，改善幅度有限； 

 成本端：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成本支撑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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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复苏态势继续承压 

当前，全球制造业 PMI 承压运行态势继续延续，显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仍存在阻力。据

摩根大通数据显示，2024 年 7 月份，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为 49.7%，较上月回落

1.1 个百分点，首次落入收缩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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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个百分点，至 50.2%；新订单指数较上月回落 1.9 个百分点，至 48.8%。同期，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7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为 48.9%（详见图 1），较上月

回落 0.6 个百分点，连续 4 个月环比下降且在 50%以下。全球制造业 PMI 的进一步回落，意

味着全球经济复苏动力继续趋弱，且下行压力有所增加，将削弱全球制造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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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美国通胀数据继续降温，但欧洲通胀水平有所回升。美国 7 月

份 CPI 为 2.9%，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从美国核心 CPI 来看，亦呈现下降态势，7 月份

美国核心 CPI 为 3.2%，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欧元区 7 月份 CPI 同比增长 2.6%，较上月

上升 0.1 个百分点。欧洲其他区域来看，英国 7 月份 CPI 为 2.2%，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

土耳其 7月份 CPI为 61.8%，较上月回落 9.8个百分点。 

随着美国通胀水平回落，美联储降息预期增强，对于贵金属及国际定价大宗商品价格来

说将形成一定支撑。据 CME“美联储观察”：美联储 9 月降息 25 个基点的概率为 67%，降息

50 个基点的概率为 33%。美联储到 11 月累计降息 50 个基点的概率为 45.2%，累计降息 75 个

基点的概率为 44.1%，累计降息 100 个基点的概率为 10.8%。其他区域也处于降息通道中，8

月份先后有哥伦比亚、英国、新西兰、菲律宾、瑞典等国家央行陆续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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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当前全球经济恢复仍存下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近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

并未提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维持 2024 年全球经济 3.2%的增速预判，与 4 月份的预测

结果持平。全球经济压力增加或将促使世界各国加快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或改变原来的货币政

策方向。各国降息周期的陆续启动，将使得全球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 

1.2 国内经济延续回升向好 

2024 年 7 月份，我国加强宏观调控，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生产需求继续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1-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驱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中，社零消费累计同比增长 3.5%，增速较 1-6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出口总额

累计同比增长 4.0%，增速较 1-6 月回升 0.4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幅为 3.6%，增速

较 1-6 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详见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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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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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底以来，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定调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深化创新驱动发展，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

信心，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指出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要加强逆周期调

节，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全面落实已确定的政策举措，及早储备

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要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

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

换新。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金融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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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的基本稳定。要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形成各方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合力。要继续发挥好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会议强调，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

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

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支持文旅、养老、育幼、家

政等消费。要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扩大有效投资。 

国务院、各部委不断出台规划方案、稳投资、促销费、稳增长等政策措施不断落实。国

务院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发布《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海关总

署指出要全力落实稳外贸政策措施，适时研究出台海关新的落实举措。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方

面，下半年交通运输部重点推动交通运输设备更新，发改委、能源局发布《能源重点领域大

规模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国家发改委把促消费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促进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商务部等 7 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汽车以旧换新工作

的通知》。随着各项政策的不断落实生效，将带动后期国内经济延续向好回升态势。 

二、钢铁市场供应情况分析 

2.1 粗钢产量同比大幅下降 

2024 年 7 月份，随着钢价持续下行，钢厂亏损幅度加大，钢铁产能的释放力度明显收缩，

环比、同比均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 月份，全国生铁产量

7140 万吨，同比下降 8.0%，同比降幅较上月扩大 4.7 个百分点；全国粗钢产量 8294 万吨，

同比下降 9.0%，同比由升转降（详见图 3）。 

图 3 全国粗钢产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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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累计产量来看，1-7 月，我国生铁产量 50968 万吨，同比下降 3.7%；我国粗钢产量

61372 万吨，同比下降 2.2%。 

从粗钢日产来看，7 月份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 267.5 万吨，环比下降 12.4%，环比由升转

降，7月份粗钢日产创下年内新低。 

钢材产量方面，则呈现单月产量同比下降而累计产量仍同比上升的局面。7 月份钢材产量

11436 万吨，同比下降 4.0%，同比由升转降；1-7 月，钢材产量 81341 万吨，同比增长 1.3%。

分品种来看，由于建筑钢材需求收缩，钢筋产量仍呈现单月及累计同比明显下降态势，焊接

钢管产量继续下降，而冷轧薄板、中厚宽钢带产量均呈现单月同比下降、累计仍有增长态势

（详见表 1）。 

表 1 2024年 1-7月份钢铁行业产品产量及增长情况 

 

图 4 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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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以来，钢企生产释放力度有所减弱。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8 月份全国百

家中小钢企高炉开工率的均值为 74.3％，较上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详见图 4）；全国 201 家

生产企业铁水日均产量为 215.3万吨，较上月同期减少 5.6万吨。 

8 月份，随着钢价的持续下滑，钢企盈利继续收缩，大中型钢铁生产企业的产能释放继

续承压。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 8 月上中旬，重点钢企生铁日均产量

183.3 万吨，环比下降 4.8%，同比下降 7.8%；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199.8 万吨，环比下降

7.1%，同比下降 8.5%；重点钢企钢材日均产量 185.9 万吨，环比下降 7.4%，同比下降 11.5%。 

当前，钢铁企业明显亏损，预计 8 月份国内钢铁产量将呈现环比小幅回落的态势。据兰

格钢铁研究中心估算，8 月份全国粗钢日产或将回落至 260 万吨左右的水平。9 月份随着上年

同期基数的明显回落，钢铁产量释放承压态势继续显现，粗钢日产或仍保持低位。 

2.2 钢材社会库存下降，后期将延续下降态势 

2024 年 8 月份，钢材社会库存呈现逐步下降态势。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兰格钢铁网统计的 29 个重点城市钢材社会库存为 1081.2 万吨，月环比下降 7.4%，年

同比下降 2.7%。其中，建材社会库存为 493.0 万吨，月环比下降 14.8%，年同比下降 20.5%；

板材社会库存为 588.2万吨，月环比下降 0.1%，年同比上升 19.8%（详见图 5）。 

图 5 钢材社会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当前市场逐步由淡季向旺季转换，且在新旧国标转换中，建材库存加速去化，钢材社会

库存总量低于去年同期；且从库存变化来看，结构性分化仍然明显，建材社会库存月比、年

比均明显下降，而板材社会库存月比小幅波动，年比仍呈现上升特征。9 月份来说，随着需

求的逐步恢复，钢材社会库存将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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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点钢企厂内库存来看，8 月份重点钢企产成品库存较上月同期增加，但同比仍有所

下降。中钢协统计数据显示，8 月中旬，重点钢企钢材库存 1645.4 万吨，较上月中旬增加

15.2万吨，月环比下降 0.9%；较去年同期下降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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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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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建筑钢材厂内库存持续回落，反映新旧国标转换过程

中去库加速。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8 月底，全国主要区域建筑钢材厂内库存为 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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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详见图 7），较上月底减少 85.9 万吨，月环比下降 20.3%，年同比下降 12.5%。相关板

材钢厂库存数据显示，目前中厚板、热轧卷板钢厂库存压力仍然偏大。 

2.3 后期钢材出口或面临同比下滑压力 

7 月份，我国钢材国际贸易仍呈现出口量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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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我国出口钢材 782.7 万吨，同比增长 7.1%；

1-7 月，我国出口钢材 6122.7 万吨，同比增长 21.8%。进口方面，7 月份，我国进口钢材

50.5 万吨，同比下降 25.5%；1-7 月，我国进口钢材 412.2 万吨，同比下降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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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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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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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钢铁协会监测数据显示，2024 年 7 月全球 71 个纳入世界钢铁协会统计国家的粗钢

产量为 1.528 亿吨，同比下降 4.7%。从中国以外粗钢产量来看，仍呈现同比增长态势，且增

速有所扩大，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24 年 7 月份，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地区产量

为 6990万吨，同比增长 3.2%，增速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详见图 9）。 

2024 年 8 月份以来，海外及我国热卷出口价格呈现下降态势，钢材出口报价优势有所收

缩。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印度、土耳其、独联体热轧卷板出口报

价（FOB）分别为 562 美元/吨、565 美元/吨和 480 美元/吨，中国热轧卷板出口报价（FOB）

为 472 美元/吨（详见图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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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美元/吨、93美元/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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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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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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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订单来看，我国钢铁行业出口订单指数在收缩区间继续回落；中物联钢铁物流专

业委员会调查的 2024 年 8 月份钢铁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1.3%，较上月回落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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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较上月回

落 2.3 个百分点。钢铁行业出口订单指数均在收缩区间进一步回落，将对后期我国钢材出口

形成制约。 

当前，我国钢材出口价格优势空间收窄；海外钢材市场供应同比回升态势加强；同时，

全球制造业指数继续回落，外需景气度继续下降；我国钢铁行业出口订单指数均在收缩区间

回落，钢材出口动力显现不足；叠加人民币升值以及多国对我国钢材产品贸易救济调查，或

对我国钢材出口形成制约。展望 8、9 月份，兰格钢铁研究中心预计 8、9 月份我国钢材出口

环比或继续回落，因上年同期基数分别为 828 万吨、806 万吨，预计 8、9 月份钢材出口同比

或面临下滑风险。 

2.4 粗钢表观消费同比仍呈回落态势 

2024 年 1-7 月，我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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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月，国内粗

钢表观消费量为 55387万吨，同比下降 4.3%，降速较上月扩大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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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月 62,752.9  4,647.0  -57.6 57,854.8  

2024 年 1-7月 61,372.4  5,711.0  -36.5 55,387.0  

同比增减 -1,380.6  1,064.0  21.1  -2,467.8  

变化幅度（%） -2.2% 22.9% -36.6% -4.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三、钢铁需求将承压释放 

3.1 建筑钢材需求释放有望企稳回升 

2024 年 1-7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有所回落，较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至 3.6%。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包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长 8.1%，增速较上月回升 0.4 百分点；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3%，增速较上月回落 0.2 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继续回落，同比

下降 10.2%，降速较上月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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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三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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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投资中，基建投资同比增速有望回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仍维持高位水平；而房地产投

资同比降速或小幅收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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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随着各地极端天气仍多，叠加钢价继续下行，建材需求继续收缩，建材成交较

上月进一步下降。兰格钢铁网统计的 8 月份 20 个重点城市建筑钢材日均成交量为 12.6 万吨

（详见图 13），较上月减少 1.0万吨，环比下降 7.1%，同比下降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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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两重”“两新”等重大举措正在加快推进，未来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

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及 2023 年政府增发国债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加快形成实物工作

量，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将持续释放。同时，企业效益的逐步改善也有利于民间投资意愿

和能力的不断恢复。专项债券信息网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2024 年我国地方政府新增专项

债的发行规模已达到 24268.0 亿元，占全部发行额的 62.2%，较 7 月底提升 17.7 个百分点，

可见目前专项债发行加快。从发债进度来看，9 月份专项债券发行节奏将会明显加快。目前

钢材市场逐步向旺季转换，工程施工有所加快，加之钢价反弹使得部分终端补库情绪上升，

市场成交有所好转。9 月份来看，随着“金九”气候条件改善，重点项目施工进度将加快推

进，建筑钢材需求释放或将回升。 

3.2 制造业用钢需求保持韧性 

7 月份制造业方面表现相对韧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速为 5.1%，增速较上月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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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增速较上月回落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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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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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同比呈现增长的产品有 8 项，较上月

减少 3项；1-7月，累计产量保持增长的产品有 12 项，较上月增加 1项（详见表 3）。 

表 3  2024年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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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板材产品月度出货量稳中回落。兰格钢铁网统计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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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万吨（详见图 15），较上月减少 0.2 万吨，环比下

降 5.9%，同比下降 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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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万吨，较上月减少 0.2万吨，环比下降 4.0%，同比下降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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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景气度继续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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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1%，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

在收缩区间在荣枯线下继续回落，表明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详见图 16）。从分项指标来

看，生产指数回落 0.3 个百分点，为 49.8%；新订单指数回落 0.4 个百分点，为 48.9%；新出

口订单指数回升 0.2 个百分点，为 48.7%，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收缩区间，反

映后期制造业需求不足，目前生产指数回落至收缩区间，则将对钢铁需求产生明显影响。预

计 9月份制造业用钢需求仍有所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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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均价均有下跌，月均成本继续下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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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底，唐山地区 66%品位干基铁精粉价格为 1005 元/吨，较上月底下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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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元/吨，较上月底下跌 15 元/吨（详见图

17）。 

从均值来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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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元/吨，较上月下跌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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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

元/吨，较上月下跌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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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炭方面，8 月份以来，焦炭价格经历六轮提降落地。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价格为 1550 元/吨，较上月底下跌 300 元/吨（详见图 18）。从

均值来看，8 月份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均价为 1709 元/吨，较上月下跌 185 元/吨，跌幅 9.8%。 

废钢方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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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底，

唐山地区重废价格为 2190 元/吨，较上月底下跌 180元/吨（详见图 19）。从均值来看，8月

份唐山地区重废均价为 2226 元/吨，较上月下跌 208 元/吨。 

图 18 焦炭价格变化趋势（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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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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料均价下行带动下，月均成本水平继续下移，成本支撑进一步走弱。兰格钢铁研究

中心成本监测数据显示，使用 8 月份购买的原燃料生产测算的兰格生铁成本指数为 111.0，

较上月同期下降 6.5%；普碳方坯不含税平均成本较上月同期减少 194 元/吨，环比下降 6.7%。 

4.2 钢铁行业亏损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1-7 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46263.7 亿元，同比下降 3.3%；营业成本 44701.3 亿元，同比下降 3.0%；亏损 27.6 亿元，

同比下降 158.1%。就单月来看，7 月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亏损 24.5 亿元，由盈转

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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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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主要钢材品种毛利（元/吨）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研究中心 

8 月份，按两周库存周期测算的钢材品种呈现先将后升态势，到月末三级螺纹钢、热卷

均呈现明显减亏状态，但月均亏损仍然扩大。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8 月份三级

螺纹钢月均亏损 203 元/吨，较上月增亏 79 元/吨；热卷亏损 332 元/吨，较上月增亏 170 元/

吨（详见图 21）。预计 8月份钢铁行业统计发布利润数据状况有所恶化。 

 

五、钢材市场价格走势及预测 

5.1 八月份国内钢铁市场震荡下行 

2024 年 8 月份，受到高温多雨、极端天气影响，下游需求明显不足，供需矛盾仍然偏大，

原料价格下行幅度加大，成本负反馈效应增强等因素影响，国内钢材市场呈现了继续震荡下

行的态势。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兰格钢铁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3532 元/吨，

较上月末下跌 141 元/吨，环比跌幅为 3.8%，年同比下跌 13.6%。其中，长材价格为 3423 元/

吨，较上月末下跌 30 元/吨，环比跌幅 0.9%，年同比下跌 10.7%；板材价格为 3536 元/吨，

较上月末下跌 224 元/吨，环比跌幅 6.0%，年同比下跌 16.8%；型材价格指数为 3540 元/吨，

较上月末下跌 202 元/吨，环比跌幅为 5.4%，年同比下跌 12.9%；管材价格为 4077 元/吨，较

上月末下跌 219元/吨，环比跌幅为 5.1%，年同比下跌 11.2%（详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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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度均值来看，较上月继续下移。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8月份，兰格钢铁全国

钢材综合价格均值为 3551 元/吨，较上月下跌 275 元/吨，跌幅为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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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底，各品种价格均有所下跌；其中 H 型钢跌幅最大，较上月末下跌 7.1%；高线、三级螺纹钢

跌幅最小，较上月末下跌 1.0%-1.1%；其他品种跌幅居中，较上月末下跌 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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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末均价 7 月末均价 涨跌额 涨跌幅度 

Φ6.0mm 高线 3730 3771 -41 -1.1% 

Φ25mm 三级螺纹钢 3313 3347 -34 -1.0% 

5.5mm 热轧卷 3232 3456 -224 -6.5% 

1.0mm 冷轧卷 3728 3927 -199 -5.1% 

20mm 中厚板 3274 3501 -227 -6.5% 

200*200H 型钢 3325 3581 -256 -7.1% 

4 寸焊管 3639 3886 -247 -6.4% 

108*4.5 无缝管 4568 4774 -206 -4.3% 

数据来源：兰格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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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 

从国内环境来看，国务院、各部委不断出台规划方案、稳投资、促销费、稳增长等政策

措施不断落实。随着各项政策的不断落地生效，将带动后期国内经济延续向好回升态势。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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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供给端来看，钢铁企业明显亏损，预计 8 月份国内钢铁产量将呈现环比小幅回落的态

势。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估算，8 月份全国粗钢日产或将回落至 260 万吨左右的水平。9 月份

随着上年同期基数的明显回落，钢铁产量释放承压态势继续显现，粗钢日产或仍保持低位。 

从需求端来看，9 月份专项债券发行节奏将会明显加快。钢材市场由淡季向旺季切换，

随着“金九”气候条件改善，重点项目施工进度将加快推进，建筑钢材需求释放或将回升。

制造业方面，景气度继续在收缩区间回落，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收

缩区间运行，制造业用钢需求继续承压。 

从成本端来看，原料均价均有下跌，钢铁月均生产成本环比继续下移，对钢价支撑转弱。 

综合来看，目前宏观政策方面仍在不断加强落地，“两重”、“两新”、等措施落地生效，

随着 9 月份天气条件改善，下游需求释放有望回升，钢铁产量将维持低位，市场供需关系有

所改善，兰格钢铁大数据 AI 辅助决策系统预测（详见图 23），预计 2024 年 9 月份国内钢铁

市场将呈现震荡反弹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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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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产量回落有限，供给压力仍大； 

需求端：需求释放不及预期，改善幅度有限； 

成本端：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成本支撑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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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