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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先跌后涨走势。2月份来看，建筑钢材市场可能开局低迷，但

随着时间推移，有望在宏观利好出台、供需关系改善，市场情绪回暖等多重带动下走出低

谷，实现一定程度的复苏。预计 2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价格走势或为先跌后涨。 

1月份国内型钢市场先抑后扬。2月份来看，国内型材市场风险不大，基本面无压力，

政策预期仍存，出口数据偏强，开年国内型材有望迎来“开门红”行情，价格震荡偏强运

行。 

1 月份国内热轧板卷市场呈现“V”字走势。2 月份来看，国际市场充满变数，业者对

节后市场及 3 月重要会议怀有一定期待，心态谨慎偏乐观，综合判断 2 月初国内热卷市场

或维持高位整理格局。 

1月份国内冷轧板卷市场先抑后扬。2月份来看，市场整体库存偏低，价格或有上涨支

撑，但市场需求难快速提振，随着供给的增加，价格或有回落风险。所以，2 月份冷轧板

卷市场或先扬后抑运行。 

1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先跌后涨。2月份来看，宏观方面仍然对于中厚板市场带来底部

支撑，业者对于后期的政策预期对于市场也将带来一定稳固支撑。另外，2 月份中厚板市

场基本面表现稳健，后期随着制造业企业逐渐复工，市场供需矛盾也将逐渐缓解，不过市

场在缺乏实质性利好带动下，上行空间或将有限。综合分析，预计 2 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

大概率处于高位震荡的走势。 

1月份国内焊镀管市场跌后整理运行。2月份来看，政策继续托底和基本面的矛盾不及

往年在预期之内，不确定的是行情爆发的节点，也将决定届时价格继涨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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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或将先跌后涨 

李 聪 

1月份，全国建材市场价格整体呈现供需双弱态势，价格先跌后涨走势。月初宏观政策暂

处空窗期，市场对政策的预期随之降低。与此同时，市场反映出的弱现实占据主导，使得市场

观望情绪浓重。北方地区终端需求逐渐走弱，而钢厂复产又进一步加大了供应压力，在此情形

下，全国建材库存开始呈现累积态势，现货价格因而面临下行压力。加上市场信心不足，对后

市预期较为悲观，贸易商为降低风险，仍在主动削减库存。受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上半月现货

市场价格震荡下跌。到了月中，部分宏观利好消息带动期货价格持续攀升。与此同时，生产企

业检修减产现象增多，高炉开工率下降，整体产量有所减少，加上库存累库程度较去年同期大

幅减少，供应端的减量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价格上行。但贸易商心态谨慎，对节后市场走势充

满不确定性，普遍采取快进快出的操作策略。临近春节，市场交易活跃度显著降低，交投氛围

清淡，缺乏推动价格上涨的动力。今年大部分贸易商冬储意愿不强，各方操作更为谨慎，大规

模囤货和抢购现象难以出现，使得价格难以大幅上涨，节前价格以窄幅震荡运行为主。 

一、一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价格先跌后涨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全国钢材综合价格为 3686 元（吨价，下同），

月同比下降 0.6%，比去年同期下降 13.3%。高线综合价格为 3636元，月同比下降 0.4%，比去

年同期下降 14.2%；螺纹钢综合价格为 3472元，月同比下降 0.3%，比去年同期下降 13.4% （详

见图 1）。 

 

图 1 国内螺纹钢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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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较上月小幅减少 

图 2 国内主要钢企高炉开工率走势图 

高炉开工率：1 月 22 日，兰格钢铁网发布全国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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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月增

加 3456 立方米，按容积计算主要钢铁企业高炉开工率为 75.26%，较上月下降 0.26%。铁水日

均产量为 229.22 万吨，总体月环比上涨 9.72％。从数据来看，目前全国钢企高炉开工率较上

个月小幅降低，主要是华北、华东、西南地区高炉检修。铁水日产量与上月相比小幅增加，其

中华北区域、华东区域及西南区域前期部分检修停产高炉恢复生产使得域内铁水总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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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份，我国钢筋产量 1614.0万吨，同比下降 8.8%；1-12

月，我国钢筋产量 19505.8 万吨，同比下降 13.6%。2024 年 12 月份，我国线材（盘条）产量

1119.4 万吨，同比上涨 2.8%；1-12月，我国线材（盘条）产量 13496.8万吨，同比下降 2.3%。 

四、全国建材总库存较上月小幅增加 

 

图

4 全国建材社会库存走势图 

表 1  国内 81家样本钢材建材库存 

 

据兰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全国建材总库存 609.96万吨，较上

月上升 19.43%。全国建筑钢材厂内库存 264.1 万吨，较上月上升 14.53%；较上年下降同期

32.37%。全国重点城市建材社会库存量 345.86 万吨，较上月上升 23.47%；较上年同期下降

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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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建需求有所好转  房地产需求仍呈减弱趋势  

 

基础设施建设：2024 年全年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同比增长 4.4%。其中，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41.7%，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20.7%，铁路

运输业投资增长 13.5%。 

这种增长态势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幅小幅回升，进而在上半年对建材需求起到了一定

支撑作用，反映出基础设施建设在稳定建材市场需求、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功效，

为整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房地产市场：2024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00280 亿元，比上年下降 10.6%；其中，住

宅投资 76040亿元，下降 10.5%。 

2024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733247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2.7%。其中，住

宅施工面积 513330 万平方米，下降 13.1%。房屋新开工面积 73893万平方米，下降 23.0%。其

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53660 万平方米，下降 23.0%。房屋竣工面积 73743万平方米，下降 27.7%。

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53741 万平方米，下降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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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97385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2.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

降 14.1%。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96750亿元，下降 17.1%，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17.6%。 

2024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107661亿元，比上年下降 17.0%。其中，国内贷款 15217

亿元，下降 6.1%；利用外资 32 亿元，下降 26.7%；自筹资金 37746 亿元，下降 11.6%；定金

及预收款 33571 亿元，下降 23.0%；个人按揭贷款 15661亿元，下降 27.9%。 

整体来看，2024 年房地产市场面临着投资、建设、销售及资金等多方面的挑战，但从四

季度表现来看，在利好政策作用下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如第四季度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

售额降幅持续收窄，为市场后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信心。 

六、后市预测 

展望 2月份市场，月初因春节假期需求停滞，价格大概率持稳。元宵节过后，随着天气逐

渐转暖，各地工地将陆续复工，市场需求开始逐步回升。若供应端增长态势较为缓慢，建筑钢

材价格有望止跌企稳、甚至小幅上涨，但鉴于整体市场环境，上涨空间有限。供应端方面，春

节假期的影响仍在持续，钢厂开工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建筑钢材整体产量或保持稳定或延续下

降趋势。进入下旬，部分钢厂虽有复产计划，但考虑到利润空间有限以及库存压力，复产节奏

可能较为缓慢，市场供应不会迅速大幅增加。需求端在假期期间近乎冻结，对市场的拉动作用

微乎其微。节后，随着气温的稳步回升，南方地区工地复工速度较快，北方地区也将紧随其后。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开工，将逐步带动建筑钢材需求的有序释放。市场情绪层面，鉴于

宏观政策持续发力以及市场对需求复苏的预期，市场情绪有望从谨慎观望逐渐转向谨慎乐观。

在此背景下，贸易商可能会根据自身情况适度增加春储。成交情况预计将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

假期期间，市场成交清淡；复工之后，成交活跃度将逐步提升。若需求释放过程顺利，成交将

显著增长，进一步提升市场活跃度。综合来说，2月建筑钢材市场可能开局低迷，但随着时间

推移，有望在宏观利好出台、供需关系改善，市场情绪回暖等多重带动下走出低谷，实现一定

程度的复苏。预计 2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价格走势或为先跌后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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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国内型钢价格有望迎来“开门红” 

王晓雪 

前言：1 月多重利好刺激，国内型钢市场出现久违的“艳阳天”，量价齐涨，市场心态转

好，备货积极，供需矛盾缓解，为开年奠定良好基础，2月份市场风险不大，基本面无压力，

政策预期仍存，出口数据偏强，节后国内型材有望迎来“开门红”行情，价格呈现震荡偏强走

势。 

一、一月份国内型钢价格走势回顾 

1月份国内型钢价格先抑后扬，价格重心窄幅上移 14-22元，主导城市呈现北强南弱局面，

中下旬受利好消息提振，市场各方积极补货，成交出现短暂回暖。上旬钢市出现矿钢焦联袂下

跌的局面，传统淡季叠加政策空窗期，市场被悲观情绪以及资金上的空头压制左右，价格出现

明显下跌，累计跌幅近百元，淡季效应凸显。 

中下旬市场环境有所改变，国内外消息面逐渐改善，外围特朗普可能缓慢提高关税，美元

指数高位下跌，非美货币上涨，另外央行和外汇管理局连续发声释放重磅信号，稳汇率态度坚

决，也有一定的利多作用，国际原油、天然气的上涨，在全球范围内能源、有色的价格都有所

提振。国内公布 12 月份各项经济数据回升，市场悲观情绪转好，多重利好刺激，黑色系强势

反弹，钢市开启原料领涨，钢坯、钢厂端轮番拉涨的火热现象，受此影响，北方地区价格率先

开启 5连涨，以日均 20-30 元幅度向上调整，相比南方涨幅缓慢，市场呈现北强南弱局面。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2 日，以 5#角钢为例，均价在 3613 元，比上月

底涨 14 元，比年内峰值 4294 元（24.01.03）下跌 685 元，比年内谷值 3432 元（24.09.09）

上涨 181 元；H 型钢均价在 3493 元，比上月底涨 22 元，比年内峰值 4094 元（24.02.19）下

跌 602元，比谷值 3307元（24.09.11）上涨 186元。 

 

图 1 全国角钢、H型钢均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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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月份国内型钢市场所处供需环境 

1、节前型钢市场供应继续收缩 

从长流程钢厂来看，据兰格钢铁网调研统计全国 21 家长流程型钢生产企业，1 月份开工

率均值在 75%，环比下降 6%；产能利用率均值 60%，环比下降 5.5%，节前长流程钢厂供应继续

收缩，且随着春节临近，短流程钢厂进入集中停产状态，另外，据悉鞍山宝得 2月末开始检修

40 天，河北天柱节后一座高炉检修近一个月，型钢产量影响近半，日照小线节后减量生产，

2-3月份是长流程钢厂集中检修期，节后上游供应增量有限。 

 

 
图 2 长流程型钢厂开工率&产能利用率 

 

2、1 月型材市场需求先抑后扬 

1）、市场反馈的声音 

据市场反馈，1月上旬整体成交不佳，商家备货意愿差，钢厂库存出现快速累积，但中旬

随着一波利好刺激，中间商开始补货，厂库迅速向现货市场转移，部分节后刚需提前释放，成

交情况出现阶段性好转。 

2）、代表城市唐山型材出货量数据观测 

监测唐山 24 家型材钢厂 1 月份日均出货量在 40221 吨，与上月基本持平，侧面印证 1 月

份市场需求尚可，没有想象的那么淡，尤其中旬涨价刺激，钢厂出货明显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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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唐山地区型材钢厂日出货量 

总体来看，1月份我国型钢上游供应继续收缩，需求未出现大幅下滑，节前市场供需处于

弱平衡状态，为节后市场奠定良好基石。 

三、我国型钢进出口情况 

出口：11月份我国大型型钢出口 40.4万吨，环比减少 12.4万吨，同比增加 12万吨；中

小型钢出口 7万吨，环比持平，同比增加 2.1 万吨；11月大型钢出口虽较 10 月有所下滑，但

整体仍处于偏高水平。 

 

图 4 大型型钢、中小型钢出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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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11月份我国大型型钢进口 0.8万吨，环比增加 0.1万吨；中小型钢进口 0.1万吨，

环比持平，型钢进口情况波动不大。 

 

图 5 大型型钢、中小型钢进口统计 

当前，型钢出口仍是缓解国内供应的主要途径，2024年 12月，国内型钢价格再度跌出一

波低点，底部价格大幅下移，利于出口，预计 12月份型钢出口数据依旧不错。 

 

三、二月份国内型钢市场预测： 

节前供需平衡为 2月份市场奠定良好开端，节后部分长流程钢厂开启检修、减产操作，短

流程钢厂进入 1月中旬后普遍停产，供给压力并没有过于凸显。2月份现货面临累库，但对应

去年同期水平，仍然难以超越，整体库存水平依旧不高，基本面无太大压力，会为节后市场提

供相对宽松环境。 

节后尤其元宵节后，需求预期并不很悲观，首先国内政策依旧起到托底作用，财政、货币

政策更宽松，尤其 3月份人大会议，市场仍存在预期，同时考虑国内型钢价格仍处偏低水平，

上半年出口相对乐观。 

综合来看，2月份国内型材市场风险不大，基本面无压力，政策预期仍存，出口数据偏强，

开年国内型材有望迎来“开门红”行情，价格震荡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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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国内热轧卷板市场价格或高位整理 

冯 珍 

一、综述 

    2025 年 1 月，国内热卷市场在预期与基本面共同影响下价格短暂回涨，但整体价格重心

较上月同期仍进一步下移。整体来看，季节性淡季以及国际市场不确定因素共同影响下，市场

交易热情在短暂升温后逐步归于理性。相较往年同期，2025 年 1 月国内热卷市场供应减量慢

于需求减少，主要市场热卷库存呈现累库，但库存累积水平明显低于去年同期。展望 2月，国

际市场充满变数，业者对节后市场及 3月重要会议怀有一定期待，心态谨慎偏乐观，综合判断

2月初国内热卷市场或维持高位整理格局。 

二、一月份国内热卷市场价格重心下移 区域价差收窄 

1月份热卷市场价格先抑后扬、呈现“V”字走势。具体来看，1月份热卷市场交易逻辑仍

呈现政策预期为主导，基本面影响为辅的表现。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

国内热卷价格指数均值为 3503 元，较上月均值 3595 元，价格重心下移 92 元，全月价格最高

3548 元，最低 3437元。其中唐山、上海、乐从月度均价为 3356元（12月 3465元）、3399元

（12月 3470元）及 3410元（12月 3553元），区域价差收窄，资源跨区域流动明显减少。 

 

图 1 国内热卷重点城市价格走势图 

三、一月份热卷供应减量慢于需求萎缩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月份国内 35家样本企业热卷产量周度均值 340.44万吨，

环比减少 14.02万吨，同比减少 1.59万吨。整体来看，1月上旬部分钢厂热卷轧线陆续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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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减量较为明显。1月下旬，南方建筑工地陆续停工，螺纹需求减少，价格回落，利润收缩，

部分铁水转移至热卷，热卷产量回升。整体上 2025 年 1 月全国范围内热卷产需均有减量，整

体上供应减量略慢于需求萎缩。 

 

图 2 35家样本企业产量走势图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 月份国内 35 家样本企业热卷轧线利用率均值 83.03%，环

比下降 3.42个百分点。 

 

图 3 35家样本企业产能利用率走势图 

至于库存情况，追踪 35 家样本企业厂内库存量最新数据为 95.04 万吨，较 12 月底增加

0.61 万吨，同比增加 31.02 万吨。其中华北 20 家钢企热卷厂库 40.34 万吨，较 12 月底增加

1.38 万吨；华东 6 家钢企厂库 26.1 万吨，较 12 月底增加 2.8 万吨。2025 年 1 月，样本钢企

热卷厂库均值为 90.28 万吨，同比降库 0.53 万吨。1 月份钢厂热卷库存先降库后累库，整体

库存水平月同比略降，原因在于，上半月部分厂库向社库转移，下半月热卷产量增加，市场需

求逐步转弱，整体上 2025 年 1月国内热卷钢厂库存月环比呈现小幅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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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5家样本企业库存量走势图 

另外，追踪 1月底国内热卷社会库存量数据为 225.1万吨，较 12月底累库 23.2万吨。与

历史数据相比，2024年同期热卷社会库存量为 298.4 万吨，2025年 1月份库存大幅降库 73.3

万吨。1月份贸易商对于后市整体谨慎观望，多控制自身库存在相对低位。叠加钢厂热卷产量

小幅下降，下游以及终端刚性需求韧性仍存，共同作用下，1月份热卷社会库存虽有累库，但

库存水平明显低于去年同期。 

 

图 5 国内热轧卷板社会库存量走势图 

四、国内下游用钢企业需求不乏亮点 

2024年 1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36.6万辆和 348.9万辆，产量环比下降 2%，销量

环比增长 5.2%，同比分别增长 9.3%和 10.5%。 

2024年 1-1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128.2 万辆和 3143.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7%

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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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国内汽车销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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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销售各类挖掘机

19369 台，同比增长 16%。其中国内销量 9312 台，同比增长 22.1%;出口量 10057 台，同

比增长 10.8%。2024年全年，我国挖掘机累计产量 299338台，同比增长 26.4%。2024年，

挖掘机共销售 201131 台，同比增长 3.13%。其中，国内销量为 100543台，同比增长 11.7%。

作为工程机械行业的“晴雨表”，挖掘机销量在 2024年实现止跌回升，结束了连续下滑态

势，释放出积极信号。 

 

图 7 国内挖掘机销量走势图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装载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2024年 12月，装载机主要制造企

业销售各类装载机 9410台，同比下降 0.08%。其中国内销量：12月份国内销量为 4501台，同

比下降 19.6%。出口方面：12 月份出口量为 4909 台，同比增长 28.5%。2024 年装载机的总体

销量为 108,209台，同比增长 4.14%。其中，国内销量为 54,326台，同比下降 3.94%；出口量

为 53,883台，同比增长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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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国内装载机销量走势图 

五、二月份国内热卷价格或高位整理 

综合来看，2月份国内热卷市场价格或维持高位整理格局。展望 2月，国际市场充满变数，

业者对节后市场及 3月重要会议怀有一定期待，心态谨慎偏乐观，综合判断 2月份国内热卷市

场或维持高位整理格局。供应方面，尽管目前供应呈现增加态势，预计春节市场到货将增加，

但今年热卷厂库、社库累积均较去年同期缓慢很多，大大降低了节后市场去库压力。需求方面,

由于节前商家与终端均保持较低库存水平，节后季节性需求与非季节性需求，将共同助推补库

需求的增加。另外目前看出口预期保持高位，有利于缓解国内热卷供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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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国内冷轧板卷市场或先扬后抑 

李艳红 

概述：1 月份，黑色期货呈现“深 V”的走势，但冷轧板卷市场走势相对温和，月度累降

24 元。2025 年新年伊始，美元指数强势上涨，打压全球股市及大宗产品价格下跌，黑色市场

进入下行通道，冷轧全国均价单日跌幅在 10元/吨左右。后随着中央工作会议释放“稳”字当

头的施政信号，叠加出口数据超预期，市场情绪被提振，价格开始超跌反弹。但随着春节的临

近，市场需求逐渐转淡，冷轧价格反弹力度偏小。全月来看，冷轧板卷市场价格环比呈下降趋

势。2月份市场有近半个月的时间处于假期状态，市场休眠，价格被封冻。开工后，市场整体

库存偏低，价格或有上涨支撑，但市场需求难快速提振，随着供给的增加，价格或有回落风险。

所以，2月份冷轧板卷市场或先扬后抑运行。 

一、市场回顾 

1、一月冷轧价格先抑后扬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全国 1.0mm冷轧市场均价为 4182元(吨价，

下同)，月环比下降 22元。主导城市上海唐钢 1.0mm 冷轧卷市场价格为 4140 元，较上月持平；

乐从柳钢 1.0mm冷轧卷 4140 元，较上月下降 160元；天津唐钢 1.0mm冷轧卷 4060元，较上月

下降 10元。 

 

图 1国内冷轧板卷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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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冷轧社库有所增加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全国冷轧板卷库 92万吨，环比上涨 2.78%，

同比下降 22.59%。其中天津冷轧库存 6.40万吨，环比下降 4.48%，同比下降 48.43%；上海冷

轧库存 20.10万吨，环比下降 4.29%，同比下降 16.25%；广州冷轧库存 20.00 万吨，环比上涨

9.89%，同比下降 13.5%。 

 

图 2冷轧板卷社会库存变动情况 

1月北方正值寒冬，下游需求骤减，贸易商维持较低库存，库存水平持续下降。同时一部

分资源北材南下，华南地区资源聚集，库存增涨幅度较大，价格也快速走弱。随着春节的临近，

市场需求停滞，2月份节后归来，资源陆续到货，冷轧社会库存或将继续上涨。 

3、冷轧供给相对高位 

 

图 3 冷轧产量-开工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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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调研：截至 1 月 22 日，我网对全国 19 家钢厂样本进行统计。其中冷轧生产线共 42

条，停产或检修 3 条，开工率为 93%。样本数据日均冷轧卷总产量 9.98 万吨。冷轧开工维持

在较高水平，随着春节的临近，钢企铁水产量缩减，冷轧产量有所下降，但产线基本维持开工

状态。春节期间，冷轧产线多延续生产状态，市场供给充足。 

二、下游需求分析 

1、汽车行业用钢需求稳中向好 

2024年 1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36.6万辆和 348.9万辆，产量环比下降 2%，销量环比

增长 5.2%，同比分别增长 9.3%和 10.5%。2024 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128.2 万辆和 3143.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7%和 4.5%。2024 年 12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00.6 万辆和 312 万

辆，产量环比下降 3.3%，销量环比增长 3.9%，同比分别增长 10.8%和 11.7%。2024 年，乘用

车产销分别完成 2747.7 万辆和 2756.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2%和 5.8%。2024 年 12 月，商

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6.1万辆和 36.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0.2%和 17.1%，产量同比下降 1.5%，

销量同比增长 1.2%。2024 年，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80.5 万辆和 387.3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8%和 3.9%。2024 年 12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3万辆和 15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0.5%和 34%。2024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88.8 万辆和 1286.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4.4%和 35.5%。 

 

图 4 国内汽车产量情况 

我国汽车产销总量连续 16年稳居全球第一。2024 年，虽然国内消费信心依然不足，国际

贸易保护主义形势更加严峻，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但由于一系列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各地补

贴政策的有效落实、企业促销活动热度不减，多措并举共同激发车市终端消费活力，促进汽车

市场稳中向好，产销量继续保持在 3000万辆以上规模。2024年的国家报废更新和各地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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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为主的以旧换新工作基本实现了不断档不熄火的延续做法，但消费者仍有一定的观望

态度，等待加力扩围的报废更新和以旧换新政策能带来更多的实惠，年初政策延续期的购车热

情不高。同时临近农历春节，生产厂商陆续停工放假，汽车行业用钢需求随之减弱。 

 

图 5国内汽车销量情况 

2、家电行业用钢需求表现较好 

 

图 6 四大家电产量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 12月全国空调产量 2369.5万台，同比增长 12.9%;1-12月

累计产量 26598.4万台，同比增长 9.7%。12月全国冰箱产量 899.1万台，同比增长 10.3%;1-12

月累计产量 10395.7万台，同比增长 8.3%。12月全国冷柜产量 272.9万台，同比增长 4.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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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累计产量 2761.5 万台，同比增长 13.3%。12 月全国洗衣机产量 1226.5 万台，同比增长

27.9%;1-12 月累计产量 11736.5 万台，同比增长 8.8%。12 月全国彩色电视机产量 1967.1 万

台，同比增长 13.4%;1-12 月累计产量 20745.4万台，同比增长 4.6%。 

家电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正积极推进品种多样化、品质提升和品牌创新的“三

品”战略。随着各地家电更新计划的顺利实施，绿色、智能、健康的家电新品不断涌现，进一

步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我国家电产业的稳健发展态势。由于家电行业产业集群大，用钢

需求维持相对稳定。但春节期间，全国停工放假市场休市，用钢需求同步减弱。 

三、二月份国内冷轧市场或先扬后抑 

1、钢企调价政策均平盘 

宝钢 2025 年 2 月份价格政策：普冷基价不变；热镀锌基价不变；镀铝锌基价不变；彩涂

基价上调 100元。 

鞍钢股份 2025 年 2 月份产品价格政策：冷轧板卷平盘，冷硬卷平盘，镀锌板平盘，彩涂

平盘。 

本钢集团 2025 年 2 月份产品价格政策，冷轧板卷基价平盘，冷硬基价平盘，镀锌板基价

平盘，电镀锌基价平盘。 

首钢 2025年 2份冷轧板卷基价不变；热镀锌板基价不变；彩涂板基价不变。 

以上四家钢厂 12 月份冷系品种调价政策均平盘，钢企对年末的用钢需求保持谨慎，一定

程度上稳住了冷轧市场价格的基本盘。 

2、冷轧市场总结预测 

1 月正直农历春节前夕，又是 2025 开启之初，新旧交替之中，冷轧市场需求逐步减弱，

市场价格受宏观因素主导。经历了从美元走强，市场承压下行到“稳”政策提振，中美关系缓

和，市场触底反弹的过程。 

2月份正直春节小长假，市场需求冰冻。同时，节前冷轧社会库存水平偏低，规格短缺现

象较多。节后开工伊始，需求逐步复苏，若冷轧到货迟缓，冷轧市场价格有进一步上涨空间。

但随着到货增多，需求释放不佳，供需错配，冷轧市场或有回落风险。预计 2月冷轧板卷市场

或先扬后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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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或高位震荡 

孙新萍 

1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先跌后涨，市场成交重心较 12月份小幅下移。1 月上旬消息面以及

特朗普关税激进的政策对于中厚板市场带来一定扰动，叠加原燃料下行对于成材带来负反馈，

期货盘面震荡下行，带动中厚板现货价格承压走弱。下游以及终端业者入市采购谨慎，市场成

交受阻。中旬市场利空因素逐步出尽，另外国内政策预期增加中厚板市场触底反弹，下游以及

终端业者存在节前补货的情况，市场购销气氛随之好转。不过后期受春节因素影响，贸易商以

及下游业者停工歇业的情况增加，市场成交明显转弱。 

2月份宏观方面仍然对于中厚板市场带来底部支撑，业者对于后期的政策预期对于市场也

将带来一定稳固支撑。另外，2月份中厚板市场基本面表现稳健，后期随着制造业企业逐渐复

工，市场供需矛盾也将逐渐缓解，不过市场在缺乏实质性利好带动下，上行空间或将有限。综

合分析，预计 2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大概率处于高位震荡的走势。 

一、十一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价格区间震荡 

1月份中厚板价格先跌后涨，市场价格呈现“V”字型走势。截止 1月 22 日，国内中厚板

品种均价为 3642元，较 12 月底下跌 38元，同比 2023 年同期价格重心大幅下移 610元左右。

从下图中可见，1 月份中厚板均价峰值为 3676 元，谷值为 3590 元，两者价差 86 元，较去年

12 月份波动幅度有所增加。 

 

图 1 国内中厚板品种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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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点城市邯郸、江阴为例，根据最新价格显示，邯郸、江阴主流资源价格分别为 3370

元及 3520 元，两地价差从本月最高 240 元收窄至 150 元。从两地市场价格走势来看，1 月份

中上旬的部分时段，邯郸-江阴两地价差维持在 180-240 元，市场资源流通窗口打开，部分华

北中厚板资源发运至江苏北部区域，主要原因在于期间邯郸中厚板价格受出货压力影响市场成

交跌势加剧，而此时华东区域受市场资源供应偏紧支撑，市场成交存在一定韧性，华东区域中

厚板成交价格抗跌性增加，导致两地价差明显增加。而 1月中下旬，随着市场利空出尽，中厚

板市场迎来反弹行情，邯郸地区中厚板价格触底反弹，且市场成交涨幅明显快于华东区域，两

地价差逐渐收窄。 

 

图 2 重点城市价格走势图 

二、国内中厚板市场供应维持高位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国内 35家中厚板样本钢厂周度产量均值为

147.20 万吨，较 12 月份微降 0.45 万吨，同比增加 5.16 万吨。整体来看，1 月份国内中厚板

产量仍处于相对高位，但受部分短流程钢厂中下旬检修停工因素影响，1月份中厚板产量小幅

下降。 

 

图 3 国内中厚板钢厂产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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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库存方面，截至 1 月 22日，35家样本钢厂厂内库存量为 100.11万吨，环比下降 1.6

万吨，同比 2023 年同期大幅增加 35.61万吨。从库存数据来看，钢厂中厚板库存总量较 12月

份小幅下降，但依然处于百万吨关口以上。1月份钢厂中厚板需求仍然存在一定韧性，特别是

中下旬部分业者存在节前补货的情况，不过整体来看，市场购销依然谨慎，钢厂库存降库的幅

度有限。 

 

图 4 国内中厚板钢厂库存走势图 

三、国内中厚板市场需求韧性仍存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 月份国内 15 个重点城市 104 家中厚板贸易企业成交量日

度均值为 5.04万吨，较 12 月份增加约为 0.36万吨，同比增加 0.48万吨。1月份中厚板市场

需求仍然存在一定韧性，特别是华东以及华南区域需求仍存在一定刚需支撑。另外，1月上旬

中厚板市场成交跌至相对低位，后期随着期货反弹带动，业者购销心态有所好转，市场存在逢

低补货的情况，带动中厚板市场成交量有所增加。 

 

图 5 国内中厚板重点城市成交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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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厚板终端需求仍存在支撑 

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 1—12月，全国造船完工量 4818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 13.8%；新接订单量 1130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8.8%；截至 12 月底，手持订单

量 20872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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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74.1%和 63.1%，以修正总吨计分别占 50.3%、68.2%和

55.4%。 

 

图 6 国内承接新船订单量走势图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销售各类挖掘机 1.94 万台，同比

增长 16%。其中国内销量 9312 台，同比增长 22.1%；出口量约 1万台，同比增长 10.8%。2024

年全年，主要制造企业共销售挖掘机 20.11万台，同比增长 3.13%，结束了两年连降的趋势。

其中，国内销量 10.05万台，同比增长 11.7%；出口 10.06万台，同比下降 4.24%。 

 

 

图 7 国内挖掘机销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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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数据来看，目前国内终端行业需求对于市场仍存在一定支撑，特别是造船三大指标

全面增长，而机械板块从挖掘机数据来看，2024 年全年结束两年连降趋势同比增长转正。从

数据来看，部分品种钢需求存在一定增长空间，钢厂也加大了对于品种钢的生产份额，品种钢

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五、后期展望 

2月份中厚板市场供需矛盾维持宽松，市场暂时没有出现明显的利空。供应方面，据兰格

钢铁网调研，2月份长流程钢厂中厚板轧线仍然存在检修的计划，不过随着短流程钢厂中厚板

轧线逐渐复工，中厚板产量存在增加的预期，但产量增幅或将较 1月份表现有限。另外，制造

业企业将在元宵节后陆续复工，中厚板终端需求也将明显回升。 

社会库存方面来看，节前贸易商库存维持在偏低水平，社会库存虽然表现为累库，但累库

相对缓慢，且社会库存明显低于去年同期。叠加钢厂普遍加大了品种钢的产量占比，对接终端

需求有所增加，而流通材的产量提升有限下，社会库存累库的压力或将有限。 

另外，宏观方面仍然对于中厚板市场带来稳固支撑，业者对于后期的政策预期也对于市场

也将带来托底作用。整体来看，2月份中厚板市场基本面表现稳健，市场向下驱动的动能不足，

不过向上突破也缺乏实质性利好，预计 2月份国内中厚板市场大概率处于高位震荡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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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国内焊接钢管市场将震荡偏强 

李 波 

1 月份 2024 年年度数据相继发布，我国 GDP 同比增长 5.0%，从这一刻政策到实物量的落

地有效性成为具象化，同时美新一届政府正式上台的利空也没有出现，上旬资金做空的逻辑被

打破，现货冬储的进程得以继续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焊镀管厂商最终库存水平没有累积过高，

亮眼的出口数据也进一步加持。对于 2月，政策继续托底和基本面的矛盾不及往年在预期之内，

不确定的是行情爆发的节点，也将决定届时价格继涨的高度。 

一、一月国内焊镀管价格跌后整理运行 

据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 月焊管价格指数跌后整理运行。截至 1 月 22 日，全国十

大城市焊管 4寸(3.75)均价 3721元(吨价，下同)，比上月末下跌 91元，镀锌管均价 4389元，

比上月末下跌 138 元；十大城市 50*50*2.5 方管均价 3765 元，比上月末下跌 70 元，50*50*3

镀锌方管均价 4381元，较上月末下跌 112元；十大城市 219*6螺旋管均价 4114元，比上月末

下跌 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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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0元与 3550 元，南北区域维持

150 元左右偏窄价差，不利于南北资源流通。 

 

图 1 国内焊管价格指数走势图（单位：元/吨） 

 

二、津冀区域焊镀管管厂以价换量 

1、管厂综合生产利润快速收缩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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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4元，较上月跌 160 元，华北带钢预估结算价 355系 3240元，

较上月跌 110元，价差逐步收缩；以唐山正金元镀锌管与天津锌锭价格为例，镀锌管均价 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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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较上月跌 109 元，而原料锌锭均价 24977 元，较上月跌 932 元，按 20 公斤量来核算，综

合管厂整体生产盈利情况快速收缩。 

 

图 2 唐山焊管-带钢、镀锌管-焊管价差走势图 

 

2、1月国内焊接钢管产量预估 430万吨 

1月钢市先跌后涨，涨幅覆盖前期跌幅，呈现自四季度以来的最强反弹。月初天津、邯郸、

唐山部分管厂陆续针对销售区域的贸易商出台冬储政策，随钢市先跌后涨，实际价格已经接近

年内谷值，阶段刺激资源向中下游流转；月后期价格攀高，销量再次回归相对低位。因此管厂

焊镀管产线利用率多根据订单情况由局部小幅抬升至快速下降，交付年前零散订单，统计月内

均值 50.48%，低于 12月 13.41 个百分点，预估 1月国内焊接钢管产量将下降至 430万吨左右。 

 

图 3 津冀区域管厂焊管、镀锌管产能利用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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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月津冀区域焊镀管厂出货具备韧性 

1 月中旬统计津冀区域焊接钢管管厂单日出货偶有放量超 50%的情况；分品类来看，方矩

管销量增长翻倍，镀锌管基数虽大亦实现销量增长近 50%。截至 1 月 22 日，津冀地区在统计

焊镀管厂日均出货量 2.15 万吨，较上月下降 26.87%，但较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16.8%。 

 

图 4 津冀区域管厂日均出货量走势图 

 

4、津冀区域焊镀管厂库存逐步下降 

1月份行情由跌转涨变化较快，管厂没有合适的时机入场采购协议外原料，因此管厂厂内

库存自首周小增后持续下降。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2 日，津冀地区在统计焊

镀管厂厂内库存 50.1 万吨，较上月同期下降 2.7 万吨，较去年农历同期下降 8.2 万吨，下降

14.06%；其中原料库存 19.2 万吨，较上月同期下降 1.7万吨，较去年农历同期下降 5.5万吨，

达到下降 22.2%的比例。 

 

图 5 津冀区域管厂厂内总库存及原料带钢库存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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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刚需具备韧性 

1、焊管社会库存整体累积 

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2日，全国焊管社会库存总量 83.6 万吨，较上月末

增加 4.06万吨，增长 5.1%；较去年农历同期减少 10.41 万吨，下降 11.07%。可见贸易商恐高

情绪持续充斥在冬储操作阶段，随月内出台冬储政策和要求的管厂增多，其中 1-2月协议量合

并的力度和往年变化不大，价格优惠力度在 70-100 元，春节前提货会有额外的增返政策，上

旬代理商在政策之下价格偏低、跟涨操作灵活，部分出货兑现；中旬钢市颓势强势扭转，情绪

转向，刺激刚需及下游囤货需求进一步释放，代理商亦出现二次补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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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去年农历同期 

兰格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1月在统计贸易商日出货量持续在 1万吨左右水平，中下旬来

到 0.8万吨左右，月内均值较 12月下降 35.5%，但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26.5%。据了解，下游资

金到位仍然保持略有好转的状态，其中房建项目环比上月增 3.7个百分点，区域上则体现在东

部、西部。 

 

四、2024 年十二月焊管出口量续增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12月我国焊管出口增量加大，出口量达 57.1 万吨，再创近年单

月出口最高值，环比增长 30.6%，同比增长 37.56%；1-12月累计出口 535.56 万吨，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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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8%，在国内焊管产量中占比 8.85%，较去年抬升 1.85个百分点。 

12月我国焊管进口量达 1.107万吨，环比增长 38.54%，同比增长 38.28%；1-12月累计进

口 10.143万吨，同比增长 10.42%。 

12月我国焊管净出口量 55.99万吨，同比增长 37.54%；1-12月净出口 525.42万吨，同

比增长 21%。 

 

图 8 2023年-2024年我国焊管出口量对比图 

 

五、二月份焊镀管市场将震荡偏强 

1月中旬海外利空消散，国内宏观氛围转暖，同时产业链基本面健康，钢市顺势走出见底

抬升的行情，焊镀管厂商在休市前最终实现资源的消化。下一步则是关注节后能否继续向上

冲？从 1月份上游动作来看，钢厂根据利润和需求调节生产的意识已经提高，且继续增量计划

不多，虽然春节期间会累积一定产量，但 2月协议量多已接满，节后虚盘拿货比重亦会提升，

因此对于产业链压力不会过大。从下游表现来看，超 80%的企业复工时间和去年相近，但节前

补库量偏低，能够出现补库诉求的机会，那么下游补库需求及管厂商库存水平不高将给与支撑

价格的正向反馈。另外政策预期依然处于托底状态；海外税收政策未定，也蕴藏着有短时间“抢

出口”持续的惊喜。但是行情强度确定性待观察，在向上驱动明朗前，交投仍然会受限于价格

的高低，焊镀管贸易商多保留 1/3-1/2的协议量待提货，额外补库则需进一步提振。因此预计

2月份供需存在快速恢复时机，焊镀管市场价格预计总体震荡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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