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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同时也是周期性非常强的产业，今年上半年钢铁
行业处于周期性承压态势，表现为营业收入增长和利润下降。

一、上半年我国钢铁行业的现状：原材料价格上涨、需求不足导致的价格下降、钢
铁产量下降是导致钢铁企业利润下降的三大重要原因

上半年钢铁行业呈现出整体亏损加剧的态势，与去年的整体情况呈现巨大的反差。

根据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2022年1-6月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损益数据，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收入成本为45759.7亿元，年-同比下降-3.6%，实现利润总额82
6.1亿元，下降68.7%，成为
上半年跌幅最大的行业。
而2021年全国钢铁行业总体效益创历史新高，全国钢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96,662
亿元，比上年度同期增长32.20 %；实现利润总额4241亿元，比上年度同期增长75
.51%。有研究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分析结论，今年1月~5月，我国钢铁
行业吨钢利润仅为184元/吨，而2021年钢铁行业吨钢利润为411元/吨，今年1—5
月份的吨钢利润仅高于2015年几近全行业亏损状态下的历史低点。

从具体企业看，根据中信特钢
披露2022年半年报，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8.22亿元，同比增长5.57
%；净利润37.77亿元，同比下降9.81%
。河北普阳钢铁
称，钢厂利润缩水50％以上，5月份三分之一的钢铁企业出现亏损，6月亏损面继续
加大，7月基本上全部行业都陷入亏损。

造成钢铁行业普遍亏损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原材料、能源等成本上涨；二是钢铁
产品价格普遍下跌；三是产能控制导致的钢铁行业整体产能受限。

。

钢铁产业的主要原材料有铁矿石和焦炭，虽然进口铁矿石价格有一定的下降，但比
2020年仍然较高，2022年6月30日普氏铁矿石价格指数平均价格为139.8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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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比2021年同期180美元/吨的价格下跌22%、较2021年159.5美元/吨下跌12
%，但比2020年的平均价格108.9美元/吨上涨了超过28%，更比2000年6月以来的
108美元/吨的长期价格均线上涨超过29.44%。而焦炭价格上涨更成为直接推高钢
企生产成本的主要诱因。2022年6月30日，中国市场焦炭平均价格为3240元/吨，
较2021年同期2403元/吨的价格上涨近35%。有研究报告结果显示，2022年上半
年粗钢吨钢成本中铁矿石与焦炭的成本贡献比基本达到1∶1。

今年钢铁行业业绩大幅下滑的第二大主要原因是钢铁行业下游需求放缓，需求疲软
、库存上升、价格下降。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反复、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加大、国内消费需求减弱的影响
，我国钢材下游整体消费市场处于弱下行状态，特别是受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不景气
的波及钢材行业首当其冲，建筑用钢市场需求进一步疲软，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22
年6月30日，中国五大类钢材品种以及钢坯价格震荡下行，最新价格基本已经下降
至2020年末的价格水平。各大钢企为了抢市场纷纷下降钢材价格，根据中国钢铁协
会钢材价格指数的相关统计，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国钢材品种中冷轧类钢材价
格同比降幅最大甚至超过8%，线材类钢材价格虽然同比降幅最小但也超过了2%。

限产成为影响钢铁企业利润的第三大原因。

根据相
关数据显示，
2022年上半年168家钢企亏
损超65亿，即使宝武钢铁、马钢
等超大型钢铁企业也纷纷减员、降薪、停产，甚至有的钢铁企业现在只发30%工资
。钢铁行业限产是2016年以来就施行的行业政策，但今年影响钢铁产量的政策主要
是环保、纺织产能过剩和需求下降等的影响。

二、下半年我国钢铁行业的趋势：谨慎乐观、利润复苏有望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钢铁行业进入下行周期，未来不容乐观。实际上，下半年开始
我国钢铁行业处于谨慎乐观的趋势，利润复苏有望。

一是中信证券
研究报告得出结论：预计三季度开始钢铁行业利润将有所恢复，并认为钢铁行业当
前具备配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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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下半年经济复苏步伐将加快。尽管下半年我国经济仍然面对全球经济滞胀上升
风险和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但整体而言，随着我国促进经济的一揽子政策的落地
实施，下半年中国经济实现逐季回升是大概率事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
7月国民经济运行
情况，也表明7月国民经济延续复苏
态势。同时
以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和以基建为代表的建筑业都呈现缓慢回升态势，对钢材的需
求预期都会好于上半年的实际。

三是内需将发挥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的基石作用，下半年各地稳增长政策措施进一步显效，需求拉动有望持续增强。

四是
钢铁企业面对需求萎缩而被动大幅压缩产能，平衡市场供需的结果将推动钢价开始
缓慢回升，从而对钢企利润
修复呈现正效应逐渐推动。
中信证券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钢材利润对产量影响往往偏短期，从利润变动传导
到产量变动需要1-2月。

五是整体看，下半年钢铁行业的总体供需压力将有所缓解。在需求修复和借给减弱
的整体格局之下，预计钢材价格在逐步触底后在下半年阶段性反弹。

综上结论，每一次钢铁行业的利润变动都是产业调整的契机，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
的利润下
降必然推动钢铁行业的重新整合，从而更有利于头部企业的发展。（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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