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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缓慢抬升。2月份来看，海外发运大概率难以出现显著回升，相

应地，随着发运量的走弱，到港压力也会随之减小。钢厂铁矿石节后补库预期较强，不过，

终端需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重点留意节后需求复苏情况。港口库存在此次发运量

收窄的背景下，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综上所述，预计 2 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将宽幅

震荡。 

1月份国内焦炭市场仍处下行通道。2月份来看，春节假期结束后，产区煤矿陆续复工

复产，焦煤产量逐步回升，加之目前矿点库存高位，供应将延续宽松格局；在利润尚存的

背景下，焦企降继续维持相对高稳的开工状态，焦炭供应过剩局面难以改变；而节后钢厂

高炉复产需要一定时间，此间仍以消耗自身库存为主，焦炭刚需提升具有滞后性。综合来

看，黑色系总体预期并不高，但随着市场交投恢复，焦炭市场或先跌后稳。 

1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呈现“V”型走势。2 月份来看，春节假期结束后，部分钢厂陆续

开收废钢，因春节期间钢厂以消耗库存为主，节后存在补库需求，钢厂为吸引货源多有上

调举措，而且随着独立电炉厂陆续复工复产，对废钢需求将有明显提升，利好废钢价格。

但需注意的是，当前钢厂利润水平整体偏低，而且终端需求释放需要一定时间，不排除钢

厂在到货好转后打压废钢价格的可能，预计 2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或先涨后跌。 

1月份国内生铁市场承压挺价。2月份来看，生铁供需矛盾仍在加剧。首先是在产铁厂

产量减少不明显，出货不畅的情况下，库存增加；其次是高炉开工率持续下滑，炼钢生铁

需求同步减少；第三是铸造企业陆续停产离市，铸造生铁仅有小量成交。预计 2 月份生铁

市场或先稳后扬。 

1月份国内钢坯市场呈现先跌后涨运行趋势。2月份来看，宏观面暂无明显利好政策释

放，加之淡季需求跟进乏力，原料端焦炭第七轮提降落地实施，成本端支撑减弱，但考虑

临近年节，市场商贸对于政策端预期仍然较强，综合预计 2月份钢坯价格或主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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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宽幅震荡 

齐 欣 

2025 年 1 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缓慢抬升，月初因主流矿山年底冲量作业结束，海外发

运量急剧下滑，供应端逐渐收紧；成材市场季节性疲软，钢厂不断出台高炉检修计划，铁矿石

需求减弱的态势愈发显著。月中，主流矿石受季节性影响更为突出，澳巴发运量均有不同程度

减少，不过，非主流矿发运量的增加，使海外发货量实现小幅增长；临近春节假期，钢材需求

整体季节性下滑，钢厂相应减产，高炉开工率不断降低，对铁矿石需求释放产生一定影响，不

过钢厂仍在进行节前补库，使铁矿石需求形成支撑。临近月底，受热带气旋的冲击，澳大利亚

发运量大幅跳水，巴西的发运量也因季节性因素持续减少，供应端收缩迹象明显；市场基本进

入休市状态，假期氛围浓厚。钢厂节前补库基本完成，铁矿石补库需求的驱动力较为有限。 

展望 2 月的国内铁矿石市场，预计其走势为宽幅震荡。海外发运大概率难以出现显著回

升，相应地，随着发运量的走弱，到港压力也会随之减小。钢厂铁矿石节后补库预期较强，不

过，终端需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重点留意节后需求复苏情况。港口库存在此次发运量

收窄的背景下，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综上所述，预计 2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将宽幅震荡。 

 

一、市场回顾：一月份铁矿石价格缓慢抬升 

1 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整体表现为缓慢抬升。1 月初，受诸多利空因素的干扰，市场情

绪承压，黑色系整体表现较为疲软，贸易商的活跃度明显减弱，交易多为一单一议。月中市场

交易氛围在短期内迅速回暖，市场情绪得到显著提振，黑色系盘面呈现出飘红拉涨的积极态势。

贸易商的交投情绪较为良好，出货为主。临近月底，市场几乎完全进入休市状态，贸易商基本

没有了投机情绪，个别贸易商清理库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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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港口铁矿石价格/铁精粉价格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1 月 22 日，进口铁矿石（日照港 PB 粉）现货

价格 790 元/吨，较上月末涨 15 元/吨（详见图 1）。唐山铁精粉现货价格 965 元/吨，较上月

末涨 5元/吨（详见图 1）。 

二、供应端：预计铁矿石整体可供应资源或将减少 

1、国内产量：12月份国产矿小幅增加 

12 月国产矿产量环比呈小幅增加模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全国铁矿石

产量 8485.6 万吨(详见图 2)，环比增加 4.56%，同比减少 1.4%; 1-10 月全国铁矿石产量 

102610 万吨，同比增加 3.74%。 

 

图 2 国内铁矿石原矿产量 

2、进口量：12 月份进口铁矿石大幅增加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 12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11248.6 万吨（详见

图 3），环比增加 10.43%，同比增加 11.5%；1-12月，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123815.3万吨，

同比增长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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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铁矿石进口量 

3、发运量：预计 2月份全球铁矿石发运继续减少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月份全球铁矿石发运量环比呈现出显著回落态势。主要因

为 12 月份主流矿山年底冲量，发运量偏高，叠加 1 月份澳洲和巴西天气影响凸显，使得发运

量季节性回落。展望 2月份，流矿山的发运情况依然会受到季节因素的制约，增量可能不大，

但非主流矿近期发运维持高位，对整体发运量起到一定支撑。整体而言，预计 2月份全球铁矿

石发运量将延续减少的趋势，但减少的幅度不会很大。 

 

图 4 全球铁矿石发运总量 

4、到港量：预计 2月份铁矿石到港量小幅减少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 月份全国 48 港铁矿石到港量较 12 月出现小幅减少。主

要原因 12月发运量本就低于市场预期，且进入 1月份，澳巴受极端天气影响发运量急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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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整体到港量相较于 12 月份有所减少。就当前情况而言，发运季节性影响愈发显著，后续

发运减少可能性偏大，随之影响全国到港量相应减少。综上所述，可以预计 2月份运往中国的

铁矿石到港量整体上会呈现小幅减少的趋势。 

 

图 5 全国 48港铁矿石到港量 

 

三、库存端：预计港口库存小幅降库 钢厂库存减少 

1月份铁矿石港口库存小幅去库。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1月 22日，

全国 34港铁矿石港口库存为 14396万吨（详见图 6），环比上月增加 152万吨，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 2162万吨。 

铁矿石港口库存呈现累库状态，主要是因为月初全国到港量超预期增加，而钢厂冬季补库

在 12 月份已完成大部分，尽管 1 月补库仍在持续，但采购量较之前明显减少，使得到港的铁

矿石未及时被钢厂提走，逐渐在港口堆积。当前钢厂利润水平尚可，虽处季节性淡季，但铁水

产量基本企稳，支撑铁矿石现实需求。因此，预计 2月份铁矿石港口库存将会下降。 

 

图 6 铁矿石港口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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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钢厂进口铁矿石库存明显增加。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 月 17

日，全国 205 家钢铁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8519.71 万吨(详见图 7)，环比上月增加 575.20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7.29万吨。 

 

图 7 钢厂进口矿存量 

四、需求端：预计铁矿石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较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份，全国生铁产量 6670 万吨(详见图 8)，同比增

长 9.4%。12月份生铁日均产量 215.2万吨，环比下降 4.3%；1-12月，我国生铁产量 85174万

吨，同比下降 2.3%。生铁产量增加，显示铁矿石需求尚可。 

 

图 8 国内生铁产量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的全国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数据显示，截至 2025年 1月 22日，全国主

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为 75.26%，较上月末减少 0.26 个百分点。 

全国主要钢企的高炉开工率呈现出小幅回落态势。进入 1 月份，全国主要钢铁企业高炉

开工率持续走低，主要因为现处季节性淡季，又临近春节假期，成材需求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

使得钢厂的生产积极性受挫，高炉开工率小幅回落。目前来看，节后需求情况尚不明确，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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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也需要一定时间的缓冲与过渡，据此预计，2月份全国主要钢铁企业的高炉开工率相对平

稳。 

 
图 9 全国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 

 

 

图 10 国内主要铁矿石招标钢企铁矿石公开招标数量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月份国内主要铁矿石招标钢企的铁矿石公开招标数量较上

月环比呈现下降态势。这表明铁矿石需求较上月略有降低。主要原因是部分钢厂在 12 月份提

前进行补库，使得 12 月招标较多，而 1 月补库已经处于收尾状态，采购较上月明显减少。就

目前情况而言，由于宏观经济环境、下游产业复苏进度等诸多因素仍存在变数，预计 2月份铁

矿石需求不确定性较强。 

 

五、市场展望：十一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宽幅震荡 

展望 2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其走势预计宽幅震荡。从供应层面来看，澳洲发运受气旋影

响大幅回落，虽已消散但恢复强度暂不确定，短期内澳洲发运难以迅速回升至正常水平。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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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影响更为持久，2月份处于暴雨等极端天气频发阶段，其铁矿石发运必定会受到一定影

响，因此 2月全球铁矿石供应端大概率延续偏紧格局。从需求端来看，春节长假期间，市场基

本处于休市状态，铁矿石需求随之陷入阶段性谷底，然而放假期间钢厂的日常生产会消耗厂内

库存，使钢厂节后补库预期较强，不过节后终端需求复苏强度存在不确定性，铁矿石需求也会

随之变化。从库存端来看，近期发运降幅较大，预计后期到港压力较小，港口库存情况或将得

到改善。综合来看，铁矿石供应端收缩给予价格一定支撑，而需求的不确定性限制价格的上行

空间，一旦节后需求复苏不及预期，供大于求的局面可能再度出现。预计 2 月上旬，受长假因

素影响，市场价格相对平稳，而到了中下旬，随着需求方向逐渐明晰，价格波动幅度或将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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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国内焦炭市场或先跌后稳 

张徐颖 

1月份国内焦炭市场仍处下行通道。焦煤市场活跃度不高，矿点库存压力较大，煤价跌跌

不休；原料煤持续让利，给予焦企一定利润空间，开工相对积极，焦炭供应充足；岁末年初，

钢厂高炉进入季节性检修周期，加之今年冬储补库缺口较小，钢厂对焦炭多存在控制进场行为。

焦炭的成本与需求两端均无法为其提供有力支撑，焦价再次下调两轮，累积跌幅 100-110 元/

吨。 

2月份春节假期结束后，产区煤矿陆续复工复产，焦煤产量逐步回升，加之目前矿点库存

高位，供应将延续宽松格局；在利润尚存的背景下，焦企降继续维持相对高稳的开工状态，焦

炭供应过剩局面难以改变；而节后钢厂高炉复产需要一定时间，此间仍以消耗自身库存为主，

焦炭刚需提升具有滞后性。综合来看，黑色系总体预期并不高，但随着市场交投恢复，焦炭市

场或先跌后稳。 

一、一月份焦炭价格继续下调 

1月份，焦炭价格重心继续下移。煤矿资源流通性不佳，煤价逐渐跌破市场预期，焦价底

部支撑力度一再降低；而钢厂高炉按计划执行检修，铁水产量日渐下滑，焦炭刚需偏弱，加之

淡季终端成交疲软，钢厂盈利能力受限，打压原料意愿不减。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唐山地区准一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在 1510

元（吨价，下同），较上月末下跌 100元；山西临汾地区准一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在 1450元，

较上月末下跌 100 元；山东临沂地区准一级冶金焦含税出厂价在 1820 元，较上月末下跌 100

元（详见图 1）。 

 

图 1 国内焦炭主产地市场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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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应量：2024 年十二月份焦炭产量同比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 12 月份，全国焦炭产量 4148.1万吨，同比增长 0.2%（详

见图 2）。 

 

图 2 国内焦炭产量示意图 

三、出口量：十月份焦炭出口量同比下降 

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份，我国焦炭及半焦炭出口数量为 56 万吨，同

比下降 28.9%；1-12月，我国焦炭出口量为 832万吨，同比减少 47万吨，降幅 5.3%（详见图

3）。 

 

图 3 焦炭月出口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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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料端：一月份焦煤价格再创新低 厂内焦煤库存压力不减 

1、一月份焦煤价格再创新低 

1月份，临近年关，主产区民营煤矿陆续放假，炼焦煤供应小幅收紧，但焦炭市场下行打

击市场信心，市场参与者多持谨慎采购策略，坑口出货难度较大，线上竞拍流拍资源屡见不鲜，

成交价格跌多涨少，市场情绪延续悲观，矿方更倾向以价换量，现货价格持续补跌。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2 日，吕梁地区低硫主焦煤 1484 元/吨，较上月

末下跌 104元/吨；长治地区低硫主焦煤 1600元/吨，与上月末持平；临汾地区低硫主焦煤 1600

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100 元/吨；太原地区低硫主焦煤 1476 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177 元/吨

（详见图 4）。 

 

图 4 山西地区低硫主焦煤价格走势图 

 

2、一月份焦煤成交乏力 厂内焦煤库存压力不减 

1月份，春节将至，主产地煤矿以保安全生产为主，叠加部分煤矿着手安排放假事宜，焦

煤产量略有下滑，焦企考虑到节前供应与运输条件均有不便预期存在小幅补库动作，但受制于

刚需不佳采购量有限，而中间环节多开始清库回笼资金，矿点出货受阻，厂内焦煤库存压力难

以缓解。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月份，50家洗煤厂平均开工率为 67.08%，较上月降低 2.21

个百分点；1月末，洗煤厂原煤库存 172.07万吨，较上月末增加 24.12万吨（详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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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洗煤厂开工率及库存 

五、生产端：一月份焦炉开工波动较小 焦炭库存小幅堆积 

1月份，原料煤价格始终先于焦炭下跌，多数焦企尚能维持微利经营，减产动作不明显，

小部分陷入亏损的焦企开工小幅缓降，但整体看焦炉开工依然维持稳定，不过下游钢厂采购情

绪偏弱，不少钢厂控制焦炭采购节奏，焦企出货困难，厂内焦炭库存逐步增加。据兰格钢铁网

监测数据显示，1月份，全国 100家焦化样本企业焦炉平均开工率为 73.41%，较上月增长 0.22

个百分点；1月末，焦企库存 36.46万吨，较上月末增加 8.59万吨（详见图 6）。 

 

图 6 焦企焦炭库存及焦炉利用率 

六、需求端：一月份焦炭刚需走弱 投机需求几无 

1月份，寒冷天气限制终端开工，建筑钢材成交季节性偏弱，钢厂设备检修较为集中，焦

https://coal.mysteel.com/market/p-302-----05020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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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刚需下滑，加之焦企积极出货使钢厂原料库存被动增高，钢厂冬储补库力度不如往年，进一

步抑制焦炭消费；而贸易商多看空后市，降低入场频率，港口交投氛围冷清。据兰格钢铁网监

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末，全国 100家钢企样本企业焦炭库存 308.13万吨，较上月增加 19.44

万吨；港口焦炭库存 184.62 万吨，较上月末增加 15.94 万吨（详见图 7）。 

 

图 7 钢厂焦炭库存及港口焦炭库存 

七、二月份国内焦炭市场展望 

目前，房地产市场新开工维持负增长，基建投资增长有限，将直接影响钢材需求，进而焦

炭刚需也难以提升，若出台刺激政策或下游行业出现回暖迹象，钢材产量可能增加，对焦炭需

求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成本方面：春节假期过后煤矿企业逐步复产，根据往年节后产能释放恢复速度快来看，供

应偏紧时间较短，影响也相对较小，但下游补库力度相对节前较弱，难以带动库存的消耗以及

市场的流通，焦煤高库存压力或将延续，价格上涨也存在较大阻力。 

供应方面：入炉煤的不断让利，让焦企保有一定盈利空间，焦化自身减产动力不足，目前

不管是从焦炉开工情况，还是焦企厂内焦炭库存来看，焦炭供应过剩已经成为市场共识。 

需求方面：下游行业需求疲软短期难改，铁水复产稳步推进，加之当前钢厂焦炭库存水平

较高，节后对焦炭的即时需求可能会减少，贸易商也不会迅速投入市场，多持观望态度，等待

市场进一步明朗。 

综合来看：目前无论是对于政策效应评估还是对于下游需求改善程度，焦炭供需宽松局面

均难以改善，焦价仍下行风险；但本轮下跌周期压力更多来源于成材的负反馈，随着各地工地

在新一年重新开工，钢材基本面边际转好，焦炭市场支撑也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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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或先涨后跌 

王 蕾 

1月份国内废钢市场呈现“V”型走势，市场价格先抑后扬。上半月钢材期现货走势震荡

偏弱，钢厂多顺势打压废钢采购价格。废钢基地多积极出货，钢厂到货量大幅增加。多数钢厂

废钢冬储已经基本完成，对废钢需求有所减弱，对废钢价格支撑不足，废钢价格弱势下行。下

半月在宏观利好消息的刺激下，市场情绪有所好转，黑色系期现同步反弹，钢厂盈利情况有所

好转，尤其是电弧炉开工积极性较往年同期表现较好，废钢需求下降相对缓慢，叠加废钢加工

基地收货情况不佳，基地放假数量增多，导致钢厂上货难度加大，对于当前废钢价格形成支撑，

废钢价格窄幅上行。随着年关将至，部分废钢基地计划提前放假，出货节奏放缓，市场流通资

源偏紧，加之部分钢厂冬储缺口仍在，采购废钢积极性仍在，废钢止跌反弹，钢厂多根据自身

情况小幅调整废钢采购价格。 

2月份春节假期结束后，部分钢厂陆续开收废钢，因春节期间钢厂以消耗库存为主，节后

存在补库需求，钢厂为吸引货源多有上调举措，而且随着独立电炉厂陆续复工复产，对废钢需

求将有明显提升，利好废钢价格。但需注意的是，当前钢厂利润水平整体偏低，而且终端需求

释放需要一定时间，不排除钢厂在到货好转后打压废钢价格的可能，预计 2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

价格或先涨后跌。 

一、市场回顾：一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先抑后扬 

1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先抑后扬，废钢市场呈“V”型走势。月初成品材价格持续走低，

钢厂利润空间继续收窄，钢厂为控制成本打压原料价格意愿仍然较强，个别高炉开启停产检修，

叠加电弧炉开工率持续下行，进一步抑制废钢需求，导致废钢价格支撑弱势。市场总体需求偏

低，采购积极性一般，心态较为悲观，基地、贸易商多保持低库存运行，快进快出为主，落袋

为安。天气逐渐变冷，部分基地货场反馈废钢收货不佳，废钢市场资源仍然处于偏低水平。随

着中下旬黑色系期货飘红上涨，成品材及钢坯价格小幅上行，带动废钢价格随之止跌反弹，整

体来看，1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先抑后扬。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兰格钢铁网废钢流通基准价格指数为 2153月环

比涨 15：其中重废品种综合基准价格指数为 2131月环比涨 15，破碎料品种综合基准价格指数

为 2175月环比涨 14。分区域来看，以重废 6个厚为例（同下），唐山地区市场价格 2400元，

较上月末上涨 70 元；张家港地区市场价格 2160 元，较上月末上涨 10 元（详见图 1）。从数

据上来看，1 月份国内废钢市场呈“V”型走势，市场价格先抑后扬，价格重心窄幅上行。月

内成品材走势震荡，钢厂利润空间收窄，降本增效意愿仍然较强，钢厂多按需调整废钢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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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废钢市场价格走势图 

二、消耗及库存：钢厂废钢库存总量月环比窄幅上升 

1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先抑后扬，钢厂废钢库存呈现增长态势，临近春节假期，钢厂多

有冬储计划，积极备库为主。受高炉停产检修以及电弧炉开工率下降影响，钢厂废钢日耗量整

体呈现下降趋势，不过考虑到随着天气变冷，上游废钢产出量减少，废钢市场资源流通持续偏

紧，基地收货情况不乐观，多维持低库存运转，支撑废钢价格。 

表 1 250家钢企废钢库存及日耗情况 

类型 12月 27 日 1 月 17日 差值 

废钢库存总量（万吨） 526.8 593.3 66.5 

日消耗总量（万吨） 43.4 38.3 -5.1 

库存周转天数（天） 9.7 10.5 0.8 

 

三、价格对比：废钢经济性较铁水逐渐凸显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2 日，江苏地区钢厂铁水与废钢价差相比，铁水比

废钢价格高 37元/吨（注：已考虑到废钢入炉造成的损耗等问题，此数据仅为当天即时成本理

论值）。 

废钢价格先抑后扬，整体价格重心小幅下移，从图 2可以看出，铁废价差由负转正，且价

差逐渐扩大，废钢经济性较铁水逐渐凸显，钢厂用废积极性有所提高，叠加春节假期前，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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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冬储补库需求，采废积极性较高。随着年关将近，产废企业供应偏弱，放假的基地货场逐

渐增多，废钢资源愈加紧张，一定程度支撑废钢价格。 

 

图 2 华东地区铁废价差 

四、流程对比：长流程钢企盈利空间窄幅波动，短流程钢企逐渐扭亏为盈 

结合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详见图 3），长流程钢企一直处于盈利状态，受黑色系期货波动

影响，钢材价格小幅波动，钢厂利润也随之窄幅波动调整。短流程钢企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

亏损幅度逐渐减小，月内受反向开票政策的影响，废钢市场整体看空情绪增长，且临近年关电

弧炉开工率逐步降低，废钢需求整体趋弱，钢厂开始下调废钢价格，电弧炉钢厂成本下降；叠

加中下旬相关宏观利好政策刺激，钢厂利润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2月份春节假期过后，短期

钢厂存在补库需求，长期来看主要还是需要关注终端需求及钢厂利润情况。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全国 201家生产企业中有 81家钢厂共计 122

座高炉检修停产，总容积为 128320立方米，按容积计算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为 75.26%，

全国 76家电弧炉企业平均开工率为 11.76%。 

https://feigang.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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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华东地区长短流程用废利润变化 

五、市场展望：二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或先涨后跌 

从钢厂端来看，春节将至，电弧炉钢厂和废钢加工基地陆续放假休息，废钢市场活跃度逐

渐下降，近期废钢市场基本处于有价无市状态，将以平稳运行。春节期间，独立电弧炉钢厂多

放假休息，对废钢需求降低。但高炉厂多正常生产，但因废钢市场休市，钢厂将以消耗库存为

主，节后存在补库需求，钢厂为吸引货源多有上调举措。但考虑到终端需求释放需要一定时间，

钢厂持续拉涨可能性不大，不排除钢厂补库完成后有打压废钢价格的举措。市场方面，工地陆

续放假，上游废钢产出量减少，废钢市场流通资源持续处于偏紧状态。目前废钢加工基地陆续

进入年底收尾阶段，收货意愿逐渐下降，多在清空库存为放假做准备。节后伴随钢厂逐步复工

复产，废钢需求会有所增加，利好废钢价格，但随着供求关系逐步稳定平衡，受制于市场对成

品材需求的恢复需要一定时间，整体上行幅度有限。综合因素分析，节后废钢市场有阶段性拉

涨的可能，预计 2月份国内废钢市场价格或先涨后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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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国内生铁市场或先稳后扬 

熊艾靓 

1月份国内生铁市场承压挺价。月初，宏观刺激趋于平淡，下游刚需采购，生铁流通性一

般，叠加年末贸易商资金链紧张，投机者多观望。月中，市场无明显利好支撑，终端需求淡季

特征明显，市场仍以弱现实逻辑为主，且随着下游需求持续走弱，工厂生产积极性持续减弱。

月下旬，受国际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国内财政政策消息影响，市场情绪有所改

善，但终端需求始终较弱，无法提供持续支撑，生铁市场价格向上驱动空间有限。 

整体来看，进入元月以后，生铁企业新订单开发不畅，生产积极性有所下滑，但下游采购

有限，生铁供需矛盾仍在加剧。首先是在产铁厂产量减少不明显，出货不畅的情况下，库存增

加；其次是高炉开工率持续下滑，炼钢生铁需求同步减少；第三是铸造企业陆续停产离市，铸

造生铁仅有小量成交。预计 2月份生铁市场或先稳后扬。 

 

一、一月份原料市场表现弱势  生铁企业小幅让利后企稳 

焦炭方面：月初，原料煤价格再度下滑，使焦化行业保有一定盈利空间，多数焦企保持正

常的生产节奏，但因下游存在控制原料进场的行为，焦炭出货阻力较大，焦企厂内焦炭库存逐

渐堆积。需求方面：季节性淡季多家钢厂集中公布检修计划，焦炭刚需下降预期增强，加之焦

炭供应充足，钢厂到货几无压力，采购焦炭多以按需为主。因此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中，贸易商

多退市观望，港口报盘价小幅下移。月中，供应方面：焦价执行第六轮提降后，焦化利润进一

步收窄，部分陷入亏损的焦企开始减产，但下游钢厂采购情绪偏弱，不少钢厂有控制到货行为，

焦化厂出货困难，厂内焦炭库存逐步增加。需求方面，淡季效应影响持续，钢材成交不佳，钢

厂盈利能力受限，陆续开展传统检修计划，铁水产量持续下滑，焦炭刚需随之走弱，市场下行

过程中贸易商询价意愿同样较低。月下旬，虽然煤矿下跌节奏有所收敛，但建材成交表现平平，

高炉仍在检修阶段，铁水日均产量未见增长，加之 1月雪天较少，运输畅通，钢厂冬储补库力

度不如往年，焦炭缺乏强有力需求，市场表现弱势。预计 2月份国内焦炭市场盘整运行。 

铁矿石方面：月初在供应方面，澳大利亚的影响因素消除后，发运量大幅增长，同时到港

量也略有上升，需求方面，终端市场季节性淡季特征愈发凸显，尤其是建材需求下滑更为显著，

一定程度上影响钢厂的增产意愿，然而，钢厂利润尚可，且冬储需求支撑，铁水产量仍在增加，

对铁矿石价格形成支撑。月中，受主流矿山年底冲量结束影响，海外发运量大幅回落，加之海

外逐渐步入天气扰动高发期，铁矿石发运量下降，供应端趋于收紧。需求方面，终端市场呈现

季节性疲软态势，钢厂持续发布高炉检修计划，且原料冬储已接近尾声，铁矿石需求减弱的迹

象愈发明显。月下旬在供应方面，主流矿石季节性影响仍在，澳巴发运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供应端压力有明显减小趋势。需求方面，年关将至，假日氛围增强，钢材需求整体季节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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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随之减产，高炉开工率持续走低，对铁矿石需求释放产生一定影响，不过钢厂仍在进行节

前补库，短期内铁矿石需求形成支撑。预计 2月份铁矿石市场可波动空间有限。 

二、一月份国内生铁价格承压挺价 

炼钢生铁：1月份炼钢生铁价格承压挺价。上半月，市场对年底冬储行情发展抱有一定积

极预期，在产铁厂维持正常生产状态，供应偏宽松。不过随着需求淡季逐步深入，加之经济持

续回升基础仍待巩固，市场信心提升有限，生铁工厂端为回笼资金，多数企业积极接单，但下

游仍以刚需为主，市场实际成交冷清。下半月，生铁企业停产检修增多，厂内库存进一步紧缩，

市场供应压力不大，持货观望心态进一步加重。且受冬季交通运输、季节性淡季、春节假期临

近等诸多因素影响，生铁市场交投氛围低迷，出货多以交付订单为主。需求端，铁水产量继续

回落，钢厂控制生铁到货量，采购以刚需为主。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炼钢生铁天津地区报价 2720元（吨价，下

同），较上月末上调 50元；唐山地区报价 2750元，较上月末上调 50元；翼城地区报价 2810

元，较上月末下调 50元；临沂地区报价 2820元，较上月末上调 20元（详见图 1）。 

 

图 1 国内炼钢生铁市场价格行情（元/吨） 

 

铸造生铁：1月份铸造生铁市场震荡运行。月初，生铁企业新订单开发不畅，以交付前期

订单为主，生产积极性逐步下滑，库存控制在相对低位。需求端，铸造厂开工率及产能利用率

明显下滑，铸造生铁成交多集中于小批量刚需资源。临近月末，铸造厂照往年提前放假离市，

市场成交基本停滞，但生铁市场受黑色系盘面走强影响，报价试探性上调，市场处于有价无市

状态。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铸造生铁天津地区报价 3130元，较上月

末上调 30元；武安地区报价 3230元，较上月末上调 30元；上海地区报价 3250元，与上月末

持平；临沂地区报价 3020 元，较上月末上调 20元（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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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铸造生铁市场价格行情（元/吨） 

 

三、国内生铁日产连续 2个月环比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 12 月份，我国生铁产量 6670万吨，同比增长 9.4%；12

月份生铁日均产量 215.2万吨，环比下降 4.3%；1-12月，我国生铁产量 85174 万吨，同比下

降 2.3%（详见图 3）。1月份受元旦及农历新年双重影响，生铁企业陆续停产，生产积极性下

滑明显，库存降至低位甚至是负库存状态，市场出货以交付前期订单为主。需求端，钢厂检修

减产规模不断增加，对于生铁采购多维持压价心态；铸造企业年底和年前的备货基本结束，市

场需求基本停滞。 

 

 

图 3 国内生铁产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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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铁进口量同比下滑 

据海关统计，2024年 12月份，我国生铁进口量 0.33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0.17万吨，

同比下降 33.68%。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 12 月份，我国粗钢产量 7597 万吨，同比增

长 11.8%；12月份全国粗钢日均产量 245.1万吨，环比下降 6.2%；1-12月，我国粗钢产量 100509

万吨，同比下降 1.7%。1月份以来，受需求淡季效应深入、冬储操作逐渐落地等多重因素影响，

钢厂的产能释放意愿增强。从目前生铁开工率变化来看，钢铁企业需求释放力度呈现先增后减

态势（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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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 

2025年中国经济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

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

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从央行的角度来看，2025年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防范

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扩大内需、稳定预期、

激发活力，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择机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稳

定增长，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要科学

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工具体系，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

促进消费的金融支持力度；要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要完善

和加强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用好用足支持资本市场的两

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探索常态化的制度安排，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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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月份生铁市场展望 

总的来看，临近春节，生铁流动性减弱，交投规模持续下降，商家也陆续放假离市，行情

以期螺盘面波动调整来带动生铁市场的节奏为主。从成本方面来看，目前焦炭第七轮提降落地，

供需结构延续宽松，市场仍然承压；外矿压港压力仍在，铁矿石在盘面支撑下主稳个调，底部

支撑乏力，生铁市场难言上涨。从供应方面来看，首先节后生铁企业多在正月十五以后恢复正

常生产；其次当前厂内库存处于低位甚至负库存状态；第三，假期期间基本停产但仍有订单交

付，导致库存消耗。这也意味着企业后续生产压力较大，市场报价将相对坚挺。从需求方面来

看，一方面春节期间，长流程钢企维持正常生产节奏，节后钢企将释放出补库需求；另一方面

节后铸造厂将陆续开启返工模式，市场询盘活跃度有提升预期，市场交投也将愈发频繁。预计

2月国内生铁市场价格或先稳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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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国内钢坯市场或主稳运行 

尹思雨 

1月份国内钢坯市场价格呈现先跌后涨运行趋势，月初伊始，受消费淡季效应及期盘走势

持续弱势影响，加之工地陆续停工情况增多，市场需求缩减情况较为明显，成交大多以低价资

源为主，市场整体交投表现清淡，市场价格同步快速下跌运行。加之月前期厂家亏损逐渐增加，

下游及终端商贸采购操作趋向谨慎，库存量持续累积，成品材市场商贸冬储意愿较低，观望情

绪浓厚，钢坯市场基本面表现较为弱势。后半月受国内股市强势反弹作用，带动期盘走势上移，

现货资源价格跟涨为主，现货市场交易氛围得到小幅好转，终端及下游商贸备货操作增多。然

目前市场宏观面暂无明显利好政策释放，加之淡季需求跟进乏力，原料端焦炭第七轮提降落地

实施，成本端支撑减弱，但考虑临近年节，市场商贸对于政策端预期仍然较强，综合预计 2月

份钢坯价格或主稳运行。 

一、一月份钢坯市场形势回顾 

1 月全国范围内钢坯价格呈现先跌后涨的运行趋势，以唐山市场为例，截至 1 月 22 日，

唐山迁安主导钢厂钢坯出厂价格为 3070 元（含税吨价，下同），较 12 月末涨 30 元，环比涨

幅 0.9%。1 月份期现价格整体均呈现“V”型走势，需求端反馈表现持续乏力，钢坯仓储库存

环比增幅 18.59%，月内库存量呈现持续增加态势。 

1、一月份国内钢坯市场价格降后回升   

 

图 1 唐山迁安主导钢厂钢坯出厂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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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国内钢坯均价（迁安主导钢厂钢坯出厂价格）为 3014元，月环比下降 68元，月内最

高价 3080元（1月 22日），最低价 2930元（月 10 日）。 

2、唐山地区样本长流程钢厂产能利用率下降 

据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唐山地区样本长流程钢厂，高炉产能利用

率为 87.34%，月环比下降 4.09个百分点。厂家亏损小幅增加，部分高炉年终新增检修停产。 

 

图 2 唐山高炉产能利用率走势图 

3、唐山市场钢坯投放量小幅减少 

截至 1月 22日，唐山钢坯日均外卖量（含外省流入资源）约在 3.15万吨左右，钢坯投放

量月环比减少 0.38 万吨，年同比减少 1.2 万吨。目前市场商贸采购需求较为清淡，主导地区

唐山钢坯仓储库存量月内呈现持续增加运行趋势。 

 

图 3 唐山钢坯外卖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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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山钢坯社会库存持续增加 

1月份唐山钢坯社会库存量增加，截至 1月 17 日，唐山钢坯社库（含港口库存）93.59万

吨，较 12月同期增库 12.49 万吨。 

1 月份唐山钢坯社库（含港口库存）均值为 89.14 万吨，较 12 月的 88.28 万吨的库存水

平，小幅增加了 0.97%。月初受市场消费淡季及期盘走弱影响，商贸采购力度减弱，临近年节，

工地施工项目逐渐减少，下游及终端需求减弱。采购需求减少的同时，市场资源到货量未减，

部分现货资源被动入库，使得社会库存量小幅增加，港口方面疏港力度有所减弱，到港资源累

积，库存增量。部分检修停产设备计划年后恢复生产，届时市场资源供给或将进一步增加，然

年后开市资源需求存复苏预期，后期钢坯社库累库速度或有放缓趋势。 

 

图 4唐山钢坯社会库存走势示意图 

5、长流程钢厂利润呈现逐步回升趋势 

1月份期螺先降后涨运行趋势为主，钢坯及下游成品材价格跟随调整，原料价格调整幅度

小于成材。月内焦炭第七轮提降正式落地实施，市场商贸对于传统冬储操作较少，市场备货力

度减弱，成品材商贸皆维持低库存经营模式。 

截至 1月 22日，唐山地区样本长流程钢厂，铁水累计成本不含税在 2256-2275元区间，

均值为 2265元；钢坯含税累计成本（不含三费）在 2961-3060元区间，均值为 3015元，较上

期减少 9元。 

按照目前迁安地区主导钢厂，普碳方坯出厂执行 3070元的价格计算，钢坯利润 55元，较

上期增加 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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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唐山长流程钢厂钢坯（累计）成本—利润示意 

6、下游型材产能利用率小幅下降 

1月份唐山地区样本轧钢企业，月均产能利用率在 41.57%，较 12月均值下降 7.41个百分

点，较去年同期的 50.15%下降 8.58个百分点。受亏损逐渐增加影响，下游轧材企业轧线检修

停产情况增多，产能利用率呈现持续下降运行趋势。 

 

图 6 唐山型材产能利用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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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国 201 家生产企业开工率窄幅下降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月全国 201家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月均值为 75.28%，

较 12月的 75.54%下降 0.26 个百分点；铁水日均产量为 229.22万吨，月环比增加 9.72万吨，

开工率整体呈现窄幅下降趋势。 

 

图 7 全国 201家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 

二、二月国内钢坯市场以稳为主 

1月份钢坯价格先跌后涨运行趋势为主，国内成材价格较 12月末调整幅度在 30-60元之

间。从市场需求方面来看，主导地区唐山仓储库存环比增幅 18.59%，月内市场采购需求逐步

减少，厂家资源供应未有明显减量操作。月后期市场总体表现平稳运行为主，市场商贸陆续进

入休假模式，市场价格暂无太大的变动趋势，下游工地基本进入停工状态，成交量逐步减少，

部分地区资源年底陆续到货，库存逐渐增加。而期货盘面仍在窄幅调整运行当中，然随传统节

日春节的临近，市场商贸休假增多，有效交易日逐渐减少，据最新调研数据显示，近期厂家生

产情况均较节后差距不大，因此市场资源新增供给压力或将有限，综合预计 2月份钢坯价格以

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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