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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钢铁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以及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

济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准确判断形势，及时作出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施行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

策，出台一系列促投资、稳增长政策，保持了我国经济稳中

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钢铁行业受益于相关经济政策

及下游行业的拉动，生产和消费均保持在较高水平，行业效

益比去年明显好转，稳步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钢材需求保持高位

2020 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

亿元新台阶，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3%。分季度看，

除第一季度为同比下降 6.8%外，其余三季度均为正增长，分

别同比增长 3.2%、4.9%、6.5%，整体经济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与钢铁消费密切相关的经济指标持续好转。

投资保持快速复苏。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出现大幅下滑，但后续降幅不断收窄，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累计增速在 9 月份实现扭负为正。2020 年，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9%。从三大主要投资领域看，房地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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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持续稳定回升。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累计增速在 6 月份实现扭负为正。2020 年，全国房

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7.0%，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

4.1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增速在 9 月份实现扭负为

正。2020 年，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增长 0.9%，低于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 2.0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不断收

窄。2020 年，制造业累计投资增速为同比下降 2.2%，虽仍

为负增长，但全年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连续十个月保持在扩

张区间，表明制造业复苏势头强劲。

工业增长保持较高速度。工业增加值增速自 4 月份实现

转负为正并且增速不断加快，已经连续保持八个月以上正增

长。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8%。12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7.3%，增速较 11 月

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1.1%。其中，41 个大类行

2019-2020 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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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八成以上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612 种产品中近七

成产品同比正增长。

钢材消费保持较高水平。分月看，自 5 月份后折合粗钢

表观消费量持续处于较高历史水平。据测算，2020 年累计折

合粗钢表观消费量 10.5 亿吨，同比增长 10.9%。12 月份，

折合粗钢表观消费量 8896.6 万吨，日均消费量 287.0 万吨,

环比增加 0.2 万吨/日。全年累计日消费量 286.4 万吨，比

去年累计日均消费量增加 26.4 万吨,增长 10.1%，高于粗钢

累计日产增速 3.6 个百分点。

2019-2020 年中国折合粗钢表观消费量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二、钢铁生产持续高强度运行，粗钢日产多次突破历史

高位

2020 年 1—2 月份，受春节和新冠疫情影响，国内钢铁

产量发挥有限，但与去年同期相比粗钢产量仍表现出增长态

势。与大多数行业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产销量大幅下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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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一季度粗钢产量保持了正增长，增幅为 1.2%，产量

2.3 亿吨；二季度随着国家复工复产、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

发力，经济稳定复苏，下游需求逐步恢复，带动钢铁企业生

产积极性高涨，钢铁产量同比进一步上升，粗钢产量 2.7 亿

吨，同比增加 430.4 万吨，增长 1.7%，占总增量 8.3%；三

季度，粗钢产量2.8亿吨，同比增加2640.5万吨，增长10.3%，

占总增量 51.1%；四季度，粗钢产量 2.7 亿吨，同比增加

1823.7 万吨，占总增量 35.3%。下半年增量占全年增量的

86.4%。

根据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 年全

国累计生产粗钢 10.6 亿吨,同比增长 7.0%。分月看，6—9

月份一直维持在 301 万吨/日的高水平上。不仅如此，粗钢

产量还在其他各月都实现了同比增长。其中，上半年同比增

速均在 5%以下，增速最低的是 4 月份，为 0.2%；下半年，

同比增速均在 7%以上，增速最高是 10 月份，达到 12.7%。

2018-2020 年各月全国粗钢日产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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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全国粗钢产量 9125.2 万吨，同比增长 7.8%，

全国生铁产量 7421.5 万吨，同比增长 5.4%，全国钢材产量

12033.8万吨，同比增长12.8%。全国粗钢日产环比增长0.7%，

生铁、钢材日产环比分别下降 0.3%、0.8%。

分大区看，全国粗钢增产最多的地区是华东、华北地区，

分别同比增产 2054.8 万吨、1812.4 万吨，合计占全国粗钢

增量的 74.8%，而增长最明显的地区是西北、华北地区，同

比分别增长 12.1%、6.9%。

2020 年全国粗钢分大区累计同比增量（万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分省、市、区看，全国具备粗钢冶炼能力的 28 个省市

中，只有上海、湖北、广西三省市（区）粗钢产量有所减少。

其他各省、市、区粗钢产量同比都是增长。其中，河北、江

苏、山东、辽宁、山西等传统产钢大省 2020 年粗钢产量分

列全国前五位，且河北、江苏的粗钢同比增加量在全国各省

市（区）中分列第一、二位。从增产原因看，河北、山东两

省主要是由于产能释放，以及新建项目的投产、达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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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项目有首钢京唐二期，其占河北增量的比重达到了

43%，燕山、九江、鑫达、荣信、东海、国义、天柱等企业

也有置换装备的投产和达产；安徽、广西有新增产能；山西

有停产企业复产。除此以外，过去受资金影响无法满产的电

炉企业在今年保持高负荷生产状态、转炉的废钢加入比例提

高等也是导致增产的原因。

2020 年全国累计粗钢产量分布图（按同比增减量着色）

根据中钢协数据，分企业类型看，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累

计同比增加 4437.9 万吨，增长 5.6%，占总增量 85.9%；其

他企业粗钢累计同比增加 731.5 万吨，增长 3.5%，占总增量

14.2%。从日产看，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生铁、粗钢、钢材日

产环比均为增加，分别增长 2.2%、3.2%、2.6%；其他企业生

铁、粗钢、钢材日产环比均为减少，分别下降 13.5%、8.4%、

5.2%。

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在全国钢铁增产方面的拉动作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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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其他企业粗钢日产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重点企业和企业的粗钢日产走势图来看，更加明显。曲线显

示，4 月份以来，重点企业粗钢日产水平持续走高，而其他

企业则持续向下，二者之间的背离，日益明显。

2020 年粗钢产量前十家企业，合计粗钢产量达到 4.1

亿吨，占全国产量比重为 39.2%，比 2019 年的 36.3%提高了

近 3 个百分点，是“十三五”以来，前十家企业粗钢产量占

全国产量比重最高的年份。重点企业粗钢产量的增长，得益

于工艺水平、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产能释放，以及新建项目

或置换产能/装备的投产、达产，企业兼并重组、混合所有

制改革后，部分被重组、改革企业的闲置产线复产、满产等。

重点粗钢产量累计同比增加较多的企业，除产能释放原因

外，更与新建项目或置换产能/装备投产，闲置产线复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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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2020 年全国钢铁产量的大幅增长，直接来看是前面所说

的产能释放、新项目投产、闲置产线复苏等原因，深层看则

是国家为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复苏，所采取的一系列刺激

政策，尤其是投资政策。

三、坯材进口总量大幅增加，钢材出口受阻，下半年

出口均价反超进口均价

2020 年，钢铁产品进出口情况与受国内外疫情防控影响

及经济发展态势相关性较大。疫情防控初期，钢材出口直接

受到明显影响，净出口量持续不断缩小。随着国内疫情防控

率先取得成效，并且在相关经济政策影响下，国内钢材需求

旺盛，钢材价格极具竞争力，同时部分国家需求不振，无法

消纳其钢铁产品，最终国际钢铁产品纷纷涌入中国，从 5 月

份起，我国钢材进口量大幅增长，6—9 月份，因钢材出口量

下降、钢坯及钢材进口量大幅增加年内进出口市场出现阶段

性粗钢净进口，与世界分享了中国市场的繁荣。随着国外经

济逐步稳定和复苏，10 月份后此反常态势逐步缓解和恢复正

常，但对全年的进出口总量形成重大影响。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0 年，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5367.1

万吨，同比下降 16.5%；进口钢材 2023.3 万吨，同比增长

64.4%；进口钢坯 1800 万吨，同比增长 488.2%。1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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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产品进出口继续延续自 9 月份开始的出口增加，进口下

降态势。其中，出口钢材 485.0 万吨，较上月增加 44.8 万

吨，同比增长 3.5%；进口钢材 137.5 万吨，较上月减少 47.9

万吨，同比下降 7.3%。

在钢铁产品进出口量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钢材进出

口价格也一反常态。自 6 月份开始，钢材出口均价反超进口

均价，再现 2009 年 4—5 月份曾出现的价格倒挂现象，在 9

2018-2020 年钢材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钢材进出口均价走势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月份进出口价差达到最大，约 220 美元/吨，近期进出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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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逐渐缩小，12 月份实现进口均价超过出口均价。12 月份，

钢材出口均价为 946.1 美元/吨，钢材进口均价为 1022.8 美

元/吨，钢材进口均价超过出口均价 76.7 美元/吨。

四、钢材库存创历史高位，逐步恢复合理水平

2020 年第一季度，受春节长假、新冠疫情带来的下游行

业复工达产率低、需求疲软和物流受限等因素影响，春节后

国内钢材库存不断攀高。巨量库存对市场形成了较大的压

力。自 4 月国内物流相对顺畅后，钢材库存持续下降，且去

化速度相对较高。但由于前期累积基数高，年底整体库存仍

高于上年同期。根据中钢协统计数据，截至 12 月份下旬，

钢材库存1892万吨，比11月份下旬减少82万吨，下降4.2%；

比去年同期增加 257 万吨，增长 15.7%。其中，重点统计钢

铁企业钢材库存为 1162 万吨，比 11 月份下旬增加 25 万吨，

增长 2.2%；比去年同期增加 209 万吨，增长 21.9%。社会库

存为 730 万吨，比 11 月份下旬减少 107 万吨，下降 12.8%；

比去年同期增加 48 万吨，增长 7.0%。其中，钢厂库存在最

近几旬去化滞缓,或与钢价高企、钢贸商“冬储”进程缓慢

有关。

进入 2021 年 1 月以后，钢材库存有所回升。1 月下旬，

钢协监测钢材库存 2349 万吨，比 2020 年 12 月下旬增加 457

万吨,增长 24.2%。其中，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为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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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比 12 月下旬增加 214 万吨，增长 18.4%；比去年同期

增加 70 万吨，增长 5.2%。社会库存为 973 万吨，比 12 月下

旬增加 243 万吨，增长 33.3%；比去年同期增加 161 万吨，

增长 19.8%。

通过对近五年钢厂库存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各旬

钢厂库存数据基本服从正态分布，并且从 9 月下旬至今的各

旬钢厂库存，均处在正态区间。据此推断，近期的钢厂库存

处在较合理水平。

钢材库存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五、钢材价格自 4 月份后持续上涨，钢价指数均值低于

上年

2020 年，钢材价格在前四个月呈下行走势，自 4 月份至

年底持续攀升，11—12 月份升幅较大，12 月末中国钢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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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指数（CSPI）在去年价格峰值基础上上涨超过 10 个百分

点，钢价持续上涨动力主要源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双重作

用。根据中钢协统计数据，截至 12 月 31 日，钢材综合价格

指数为 124.5 点,比 11 月末上升 11.5 点，上涨 10.1%，比上

月扩大4.8个百分点。其中，长材指数上升9.0点，涨幅7.6%；

板材指数上升 14.3 点，涨幅 12.8%。

总体来看，2020 年中国钢材价格指数（CSPI）平均值为

105.57 点，比上年均值回落 2.41 点，下降 2.2%。其中，长

材指数平均值 109.76，比上年均值回落 4.21 点，下降 3.7%；

板材指数平均值 103.63 为点，比上年均值回落 0.61 点，下

降 0.6%。

进入 2021 年以后，钢材价格由升转降，板材降幅超过

长材。截至 1 月末，中国钢材价格综合价格指数（CSPI）为

123.0 点,比上月末回落 1.5 点，下降 1.2%；其中，长材指

2019-2020 年中国钢材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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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回落 0.3 点，下降 0.2%；板材指数回落 2.9 点，下降 2.3%，

板材降幅超过长材降幅 2.1 个百分点。

六、进口铁矿石明显增加，进口矿价多次突破历史高点

12 月份，港口铁矿石库存比上月末小幅下降。根据我的

钢铁网数据，截至 12 月 31 日，进口铁矿石港口库存为 12416

万吨，比 11 月末减少 189 万吨，下降 1.5%；比上年同月减

少 280 万吨，下降 2.2%。

进入 2021 年 1 月后，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港口铁矿石

库存有所回升。截至1月29日，进口铁矿石港口库存为12501

万吨，比上月末增加 85 万吨，增加 0.7%；比上年同月增加

148 万吨，增加 1.2%。

进口铁矿石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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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0 年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石 117010

万吨，同比增长 9.5%（高于生铁产量增幅 5.2 个百分点）；

进口均价 101.7 美元/吨，同比增长 7.3%。12 月份，进口铁

矿石 9674.6 万吨，比上月减少 140.4 万吨，同比下降 4.5%。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我国累计生产铁矿石 86671.7

万吨，同比增长 3.7%。12 月份，国产铁矿石 7702.1 万吨，

比上月增长 2.4%，同比增长 2.0%。

2020 年以来，铁矿石价格中枢明显上移，从 8 月开始更

是连续多次突破近几年价格峰值，普氏 62%铁矿石价格指数

2019-2020 年铁矿石月产量及进口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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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下近 9 年来新高。根据中钢协数据，截至 12 月 31 日，62%

进口矿到岸价为 159.5 美元/吨，比 11 月末的 130.1 美元/

吨上涨了 22.7%。2021 年 1 月，进口矿价格由升转降。截至

1 月 29 日，62%进口矿到岸价为 156.3 美元/吨，比上月末的

159.5 美元/吨下降了 2.0%。

12 月份，主要原燃料采购价格均为环比上涨，其中进口

粉矿、国产铁精矿涨幅分别为 7.9%、7.1%，其余涨幅较明显

的是喷吹煤、动力煤，分别为 8.9%、8.4%。除炼焦煤价格同

比下降 5.8%，其余采购价格均为同比上涨。其中，进口粉矿、

国产铁精粉涨幅分别为 37.8%、27.4%，其余涨幅较明显的是

冶金焦、喷吹煤、废钢，涨幅分别为 15.9%、9.5%、9.3%。

从全年看，2020 年除铁矿石和废钢外，其他主要原燃料

采购价格均低于上年，成为驱动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其中，

进口矿粉采购成本为 793 元/吨，比上年采购成本增加 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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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上升 10.4%；国产铁精粉采购成本为 785 元/吨，比上

年采购成本增加 705 元/吨，上升 11.4%。

七、经济效益环比增长，累计利润超过上年

根据中钢协数据，2020 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利润总额

2164.2 亿元，同比增长 6.3%；销售利润率 4.4%，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

12 月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4934.9 亿元，

利润总额为 283.1 亿元，效益情况比上月明显改善，并且继

2018-2020 年会员企业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续延续了 6 月以来各月利润都高于去年同期水平的态势。

2020 年，铁矿石价格异常大幅上涨，严重挤压钢铁企业

利润空间，然而整体利润高于去年同期，主要是由于在国家

宏观调控的各项稳投资、稳经济措施下，钢铁行业保持空前

的生产强度，使得整体销售收入升高，并降低了财务费用和

销售费用，同时，除铁矿石、废钢外的其他原燃料成本的下

降形成一定的对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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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钢铁投资高速增长，铁矿投资降幅收窄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累计投资增速在 4月份实现

转负为正，自 8 月份开始保持在 20%以上高速增长。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累计

增长 26.5%，比制造业平均增速高了 28.7 个百分点；在 22

个制造行业里排第二，仅次于医药制造业增速 28.4%，和去

年增速 26.0%大体持平。其中，2020 年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民间投资累计增长27.5%，在22个制造行业里排第一，

比排第二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增速 16.1%高 11.4 个

百分点，是去年增速的两倍。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累计投资在年初大幅下滑，在 3 月份

达到最低值，同比下降 24.4%，后续降幅有所收窄。2020 年，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累计下降 10.3%，降幅比 1—11 月份

扩大 0.4 个百分点，但比 1—3 月降幅收窄 14.1 个百分点。

2018-2020 年钢铁行业投资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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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黑色金属采选业民间投资累计下降 10.5%，比 1—11

月份降幅收窄 0.8 个百分点。

为了解钢铁行业投资大幅增长背后投资的构成，对 2020

年会员钢铁企业 1—10 月份投资情况进行调研。根据中钢协

调研结果，调研回收的 48 份调研表所代表的企业，1—10 月

份累计粗钢合计产量占全部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累计粗钢产

量的 58.2%，占全国 1—10 月份累计粗钢产量的 45.2%，这

些企业 2020 年 1—10 月份投资完成额为 1083.0 亿元，同比

增长 6.2%。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10 月份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达到

24.8%，可以认为今年钢铁行业投资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基

于非会员钢铁企业的拉动，即今年钢铁行业的投资主体是非

会员钢铁企业。

分企业类型看，投资主要集中发生在大集团中。在返回

有效调研表的 48 家企业中，2020 年 1—10 月份投资完成额

排在前 5 名的企业是河钢集团、宝武集团、首钢集团、三钢

集团、鞍钢集团，分别完成投资 232.0 亿元,同比增长 33.3%，

213.9 亿元，同比增长 59.9%，76.4 亿元，同比下降 42.4%，

45.7 亿元，同比增长 24.2%，44.4 亿元,同比下降 7.7%。这

5 家企业的投资完成额占 48 家企业投资完成额合计数的比

重，分别是河钢集团占 21.4%,宝武集团占 19.8%,首钢集团

占 7.1%,三钢集团占 4.2%,鞍钢集团占 4.1%，5 家企业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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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56.5%。

表 1 2020 年 1-10 月投资完成额排名前 5 的企业 单位：亿元

企 业 名 称 投资完成额 去年同期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232.0 174.0 58.0 33.3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213.9 133.8 80.0 59.9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76.4 132.6 -56.2 -42.4

福建省三钢（集团） 45.7 36.8 8.9 24.2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44.4 48.1 -3.7 -7.7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经了解，河钢集团的投资，主要用在整体搬迁方面（占

投资额的 42.8%），集中于石钢搬迁和乐亭项目；宝武集团

的投资，主要用在增加产能和环境治理方面（分别占投资额

的 26.7%、16.3%），产能增加主要是湛江基地；首钢集团的

投资，主要用在增加产能方面（占投资额的 48.4%），主要

是京唐和迁钢；三钢集团的投资，主要用在产品质量提升和

节能降耗方面（分别占投资额的 53.9%、15.3%）；鞍钢集团

的投资，主要用在产品质量提升和节能降耗方面（分别占投

资额的 20.9%、9.2%）

分地区看，投资主要集中在河北等产钢大省。按这 48

家企业注册地来划分，2020 年 1—10 月份投资完成额较多的

省份是河北、上海（宝武集团数据，在不包含重钢数据情况

下，在剔除马钢、鄂钢、韶钢后，无法再进一步划分，统一

按上海市数据处理）、江苏、辽宁、山西，投资完成额分别

为 359.5 亿元，同比增长 3.5%，154.0 亿元，同比增长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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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 亿元，同比下降 17.7%，80.2 亿元，同比增长 0.3%，

59.7 亿元，同比下降 16.8%。这 5 个省市的投资完成额，占

48 家企业投资完成总额合计数的比重，分别是：河北占

33.2%、上海占 14.2%、江苏占 10.1%、辽宁占 7.4%、山西占

5.5%，5 省市合计占 70.4%。

分工序看，投资主要集中在冶炼和轧钢工序。从这 48

家企业的情况看，2020年1—10月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炼钢、

炼铁和钢加工 3 道工序，其 1—10 月份投资完成额分别为

102.1 亿元,同比增长 34.2%，90.7 亿元,同比下降 19.4%，

89.2 亿元,同比下降 3.3%，分别占 48 家企业投资完成额的

9.4%、8.4%、8.2%，合计占 26.0%。

按用途分，2020 年 1-10 月份会员钢铁企业投资主要用

在整体搬迁、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包括调研表中的环境治

理、超低排放改造、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四项）、产品

质量提升、基础设施、增加产能等方面，这些类别 1—10 月

的投资完成额分别为：264.2 亿元，同比增长 20.5%；245.0

亿元，同比下降 0.9%；100.6 亿元，同比下降 8.1%；96.3

亿元，同比增长 83.21%；94.1 亿元，同比增长 50.7%。这些

表 2 会员企业（48 家）2020 年 1-10 月投资完成情况 单位：亿元

类 别
投 资

完成额

去年

同期

同 比

增减%

占投资完成额的

比重

投资完成总额 1083.0 1020.2 6.2 100.0

其中：1.按工序分

1.1 铁矿采选 35.7 27.1 31.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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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焦化 86.5 67.3 28.5 8.0

1.3 烧结球团 66.5 80.7 -17.6 6.1

1.4 炼铁 90.7 112.5 -19.4 8.4

1.5 炼钢 102.1 76.1 34.2 9.4

1.6 钢加工 89.2 92.3 -3.3 8.2

1.7 其他 612.3 564.3 8.5 56.5

2.按用途分

2.1 整体搬迁 264.2 219.2 20.5 24.4

2.2 超低排放改造 73.5 62.0 18.6 6.8

2.3 智能制造 22.6 12.9 74.9 2.1

2.4 产品质量提升 100.6 109.5 -8.1 9.3

2.5 节能降耗 41.1 47.9 -14.1 3.8

2.6 环境治理 99.7 113.3 -12.0 9.2

2.7 资源综合利用 30.7 24.0 27.8 2.8

2.8 安全生产 11.5 11.4 0.3 1.1

2.9 基础设施 96.3 52.6 83.2 8.9

2.10 铁矿采选 3.3 3.7 -9.6 0.3

2.11 增加产能 94.1 62.4 50.7 8.7

2.12 改进工艺 29.1 19.8 46.7 2.7

2.13 其他 216.5 282.8 -23.5 20.0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类别 1—10 月份的投资完成额，分别占 48 家企业投资总额

的 24.4%、22.6%、9.3%、8.9%、8.7%。

这些类别中，仅整体搬迁、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合计

占 48 家企业投资总额的比重占 47.0%，将近一半。

九、凝心聚力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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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十三五”以来，

钢铁行业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经过不懈努力，全行业取得

喜人的发展成绩，当然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成绩方面，钢铁行业持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巩固去产能成果，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推动全行业高

质量发展，行业运行总体平稳。全行业在深化改革企业管理，

提高钢铁行业绿色化、智能化水平，研发创新，提质增效，

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为进一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还需要围绕高质量发展这

一主线，从产业升级、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标准引领、创

新驱动等多方面，找准痛点、难点，补短板，强弱项，促提

升，让钢铁企业不断提高经营水平，使钢铁产业效率和效益

更有竞争力。

十、国际钢铁生产情况

2020 年 1—3 月份，中国率先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占全

球粗钢产量比重出现小幅下跌。2020 年 4 月份，中国新冠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与此同时，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大部分国

家的粗钢生产均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中国开始独自扛起全球

粗钢生产的大旗，其粗钢产量占 62.0%，远高于历史水平。

随着海外主要经济体制造业的持续复苏，后续国际钢材价格

大幅上涨，世界粗钢产量有所增加，中国粗钢产量占世界粗

钢产量的月度比重再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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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中国内地及世界粗钢产量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世界钢协

根据世界钢协数据，2020 年，全球粗钢产量 18.3 亿吨、

同比下降 0.9%，其中除中国内地世界合计 77614.1 万吨，同

比下降 8.2%。中国内地累计粗钢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为 57.6%，

同比提高 3.7 个百分点；累计生铁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为

68.3%，同比提高近 4.3 个百分点。分月看，2020 年头两个

月世界粗钢产量保持同比上涨态势，3 月份有所下降，但第

一季度总量几乎与 2019 年同期持平，为 4.4 亿吨。4 月起，

全球疫情蔓延，世界粗钢产量急剧下降，第二季度产量为 4.4

亿吨，比 2019 年同期下降了 9.3%。7 月起，世界粗钢产量

令人意外地积极好转,第三季度世界产量为 4.7 亿吨，比第

二季度增长了 8.8%，比 2019 年同期增长了 2.2%。进入第四

季度后，海外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持续复苏，国际钢材市场

上涨迹象明显，国际钢材价格大幅上涨。在此拉动下，第四

季度世界粗钢产量达到 4.8 亿吨，同比增长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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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粗钢生产情况来看，中国占据了全球粗钢生产一

半以上的份额。2019 年，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的

53.9%；其次为欧盟与日本，其占比分别为 8.6%、5.4%。2020

年，在新冠疫情及其他影响因素下，各国的产量占比发生了

一定的变动。其中，除中国与俄罗斯外，其他主要产钢国粗

钢产量的占比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

世界钢协统计的 128 个主要产国家（地区）中，2020 年

粗钢累计产量实现同比增长的国家（地区）只有乌兹别克斯

坦、摩尔多瓦、埃及、伊朗、巴基斯坦、越南、土耳其、希

腊、中国、泰国、智利、俄罗斯、芬兰、杰克、挪威等 15

个国家（地区）。

十一、钢铁行业协同创新作用亟待充分发挥

我国钢铁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复杂、涉及领域广、产业集

中度低等现实问题，决定了全产业链协同创新潜在能力非常

大。但从当前来看，钢铁行业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作用还没有

充分发挥出来，一些制约产业链协同创新的壁垒尚待打破。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部分下游用户对国产钢铁材料存

在一定偏见，不会用、不愿试、不敢用；二是钢铁企业对科

研院所的科研新成果缺乏信心、包容度较低；三是部分领域

产、学、研、用协同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亟待优化。

因此，要将创新生态圈建设作为产业链协同创新的切入

点。以“育主体、建模式、造环境”为重点，逐步建成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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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创新生态圈。一是

要培育和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目前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

不高，创新资源分散，研发整体能力偏弱。一方面，专业化

企业或大型钢铁企业在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加强科技创新

投入，加强企业间、上下游用户间、科研院所间的协同创新，

形成合力，为产业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要通

过兼并重组、资本运作等方式提升创新资源集中度，逐步解

决创新载体分散，资金、设备、人才等创新资源重复配置问

题。二是要构建协同创新模式。从创新资源调配角度看，创

新生态圈要着力突破单个资源能力限制，推动创新从单打独

斗向协同作战转变。特别是要利用智能制造技术的快速发

展，集中创新资源，高效、有序提升重点钢材产品和产业关

键技术的供给和支撑能力。

十二、当前钢铁行业所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及对策建议

2020 年第四季度以来，进口铁矿石价格不断创下近年来

新高，给钢铁行业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压力。截至 2021 年 3

月初日，进口铁矿石价格仍然在 170 美元/吨以上，比上年

同期高出近一倍多。当前，国际形势变化莫测，铁矿石资源

的保障问题关乎着我国钢铁供应链产业链安全。

工信部在《关于推动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推进铁矿石联合采购，增强

铁矿石定价话语权，研究建立更加公开、公正、透明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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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定价体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亟须加强铁矿

石资源保障，完善铁矿石定价机制，加快完善铁矿石期货相

关规则和制度，要治标、更要治本。

治本的关键是增加铁元素的供给。建议从以下方面增加

国内铁元素的供给：

一是支持加快海外矿开发和扩产，择机加快推进海外资

源开发。工信部发布的《关于推动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

化，铁、锰、铬等矿石资源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其中铁金属

国内自给率达到 45%以上，国内年产废钢资源量达到 3 亿吨，

打造 1-2 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海外权益铁矿

山，海外权益铁矿占进口矿比重超过 20%。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企业在海外的权益铁矿石每年产量约为 1.6 亿吨，

占进口矿的比例仅为 13%。建议由国家层面成立海外铁矿资

源开发集团，统筹海外资源，稳步推进境外资源开发利用，

尽快形成有效供给能力。

二是规范废钢产业发展，加大对废钢资源的使用力度。

在钢协和有关行业协会、企业的努力下，《再生钢铁原料》

标准已经颁布，废钢进口已经放开。但放开废钢进口仅是第

一步，仍无法满足国内强大的需求。我们仍需用好国内的废

钢资源，完善国内废钢资源相关配套政策，加快解决废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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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问题，进一步完善废钢加工配送体系建设，推进废钢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

三是要加快扩大国内矿供给，将增加国产铁矿石供给作

为补短板的措施之一。据中钢协近期对国内矿山企业的调

研，目前国内矿山税费占收入的比重为 17.2%，涉及税费项

目有 24 项，负担较重。此外，各地对矿山开发均有不同程

度的限制，而且新建矿山的审批难度较大、程序较为复杂。

建议加快清理各地不合理、不科学、限制国内矿山健康发展

的相关规定，加快和简化新矿山开采的审批流程等。

十三、2021 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预判

2021 年，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约束下，钢铁

行业推动减产势在必行，但由于前期产能置换中部分优质产

能进入释放期，给减产带来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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