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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钢铁需求增速确定性放缓 

近十年来，国内钢材需求总量稳步增长，2001~2005 年需求增速维持在 20%

以上的高水平，从 2006 年开始，需求增速放缓，2008、2009 年在经济刺激

政策下回复强劲增长，刺激政策消退之后，2010 与 2011 年，钢材表观需求

又放缓维持低增长水平，2011 年，面对严格的房地产调控，需求增速回落。 

未来需求总量预测：预计 2017 年迎来峰值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进程中，钢材消费量开始逐年增加，

达到某一峰值后，钢材消费量会逐步回落，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宏

观分析的结论来看，我国钢材需求变化也符合这一规律，钢材消费增速呈逐

年下降趋势。通过宏观预测可知，我国钢材表观消费量在接下来的几年将保

持低速增长，且增速逐渐减小。钢材表观消费量预计在 2017 年左右达到峰值，

峰值量大约 7.7 亿吨，之后表观消费量将呈下降趋势。 

下游行业用钢需求总体增长有限，油气石化行业潜力大 

预计到 2015 年，建筑、机械、汽车、船舶、家电、石化、集装箱、电力八大

行业合计用钢约 6.58 亿吨，占总钢材表观消费量 7.52 亿吨的 87.5%，未来

四年用钢总需求复合增长率 4.74%。其中：2015 年住宅建筑钢材需求量在

1.41 亿吨左右，复合增长率为 3.82%；非住宅建筑钢材需求在 2.56 亿吨左右，

复合增长率为 4.35%；机械行业钢材需求量在 1.41 亿吨左右，复合增长率为

4.60%；汽车行业用钢需求量在 4800 万吨左右，复合增长率为 4.64%；造船

行业钢材需求量在 2400 万吨左右，复合增长率为 5.00%；家电行业钢材需

求在 1700 万吨左右，年均增速 4.62%；油气石化行业用钢需求在 1700 万吨

左右，复合增长率 15.33%；集装箱行业钢材需求为 820 万吨左右，复合增

长率 5.78%；电力行业用钢需求在 680 万吨左右，复合增长率 4.18%。 

高强钢筋和油气输送管道成为品种需求亮点。 

高强钢筋将成为未来建筑钢筋的主要品种，预计2015年末，高强钢筋需求量

将达到1.07亿吨，十二五期间的复合增长率为18.72%。同时，“十二五”期

间，我国将新增城镇供气950亿立方米，并新建城镇燃气管道25万公里，预

计2015年末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需求量约1700万吨，复合增长率15.33%。 

投资策略—行业整体机会不大，看好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类公司 

钢铁行业基本面总体低迷，面临很大的亏损压力，未来一两年难以出现向上

拐点，维持行业“持有”评级。值得关注的是油气行业钢管不仅下游需求旺

盛，且上游钢价低迷可降低成本，毛利可能增厚，因此我们看好油气输送管

和油井管类公司：久立特材、常宝股份、金洲管道、山东墨龙、玉龙股份。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低于预期；钢价弱于原料价格走势，盈利能力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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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钢铁需求增速确定性放缓。近十年来，国内钢材需求总量稳步增长，2001~2005

年需求增速维持在 20%以上的高水平，从 2006 年开始，需求增速放缓，2008、

2009 年在经济刺激政策下回复强劲增长，刺激政策消退之后，2010 与 2011 年，

钢材表观需求又放缓维持低增长水平，其中，2010 年钢材表观需求同比增长 6.4%，

2011 年同比增长 8.4%，扣除进出口以及重复材等因素影响后的表观消费量为

62415 亿吨。2011 年，面对严格的房地产调控，需求增速回落。 

消费总量预计 2017 年迎来峰值。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进程中，

钢材消费量开始逐年增加，但达到某一峰值后，钢材消费量会逐步回落，并稳定

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宏观分析的结论来看，我国钢材需求变化也符合这一规律，

钢材消费增速呈逐年下降趋势。通过宏观预测可知，我国钢材表观消费量在接下

来的几年将保持低速增长，且增速逐渐减小。表观消费量预计在 2017 年左右达

到峰值，峰值量大约 7.7 亿吨，之后表观消费量将呈下降趋势。 

                          下游用钢需求总体增长有限，油气石化行业潜力大。预计到 2015 年，建筑、机 

                          械、汽车、船舶、家电、石化、集装箱、电力八大行业合计用钢约 6.58 亿吨，占 

                          总消费量 7.52 亿吨的 87.5%，未来四年用钢总需求复合增长率 4.74%。其中： 

                          2015 年住宅建筑钢材需求量在 1.41 亿吨左右，复合增长率为 3.82%；非住宅建 

                          筑钢材需求在 2.56 亿吨左右，复合增长率为 4.35%；机械行业钢材需求量在 1.41 

                          亿吨左右，复合增长率为 4.60%；汽车行业用钢需求量在 4800 万吨左右，复合 

                          增长率为 4.64%；造船行业钢材需求量在 2400 万吨左右，复合增长率为 5.00%； 

                          家电行业钢材需求在1700万吨左右，年均增速4.62%；油气石化行业需求在 1700 

                          万吨左右，复合增长率 15.33%；集装箱行业钢材需求为 820 万吨左右，复合增 

                          长率 5.78%；电力行业用钢需求在 680 万吨左右，复合增长率 4.18%。 

高强钢筋和油气输送管道成为品种需求亮点。高强钢筋将成为未来建筑钢筋的主要

品种，预计2015年末，高强钢筋需求量将达到1.07亿吨，十二五期间的平均增长

率为18.72%。同时，“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新增城镇供气950亿立方米，并新建

城镇燃气管道25万公里，预计2015年末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需求量约1700万吨，

复合增长率15.33%。 

                          行业整体机会不大，看好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类公司。钢铁行业基本面总体低迷， 

                          面临很大的亏损压力，未来一两年难以出现向上拐点，维持行业“持有”评级。     

                          值得关注的是油气行业钢管不仅下游需求旺盛，且上游钢价低迷可降低成本，毛 

                          利可能增厚，因此我们看好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类公司：久立特材、常宝股份、 

                          金洲管道、山东墨龙、玉龙股份。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第 5 页 

Table_Header3 

2012-09-27 

 

Table_Header2 行业深度分析报告 

 

   引言 

中国钢铁行业需求及产量从2000年开始迎来了十年高增长，同时也带来了钢

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2011年钢铁行业的基本格局是高产量、高成本、低盈利，

国内钢铁行业迎来微利时代已是不争的事实。“十二五”期间，钢铁工业面临淘汰

落后产能、产品结构与工艺升级，以及节能减排等重大任务。本文分析预测了未来

几年我国钢材总体需求量，同时也分析了未来中国钢铁业主要下游钢材需求趋势，

旨在为钢铁行业的长期发展及投资提供借鉴。 

 

 

   一、钢铁需求增速确定性放缓 

我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2011 年我国粗钢产量 68427

万吨，较 2010 年的 62650 万吨同比增长 9.22%。2011 年，我国钢材产量 88131

万吨（包含重复材），扣除重复材后的实际钢材产量为 65751 万吨，进口钢材 1563

万吨，出口钢材 4899 万吨，扣除重复材后的实际钢材表观消费量为 62415 万吨。

2011 年全年的下游行业数据来看，房地产、机械、汽车制造、家电、船舶、石化、

集装箱、电力等八大行业发展速度大多出现放缓的局面。 

 

   （一）国内外宏观经济增长放缓 

钢材需求增长与国内外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我国经济发展目前处于工业化进

程中后期，这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钢材总量需求放缓，品种需求向高端化调

整的时期。 

2011 年，全球经济仍然处于次贷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阴影中，增长势头明

显放缓。世界银行报告提出，在欧洲能够有序解决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问题，同

时美国也能出台可行的中长期财政整合方案的前提下，世界生产总值在 2012 年

将会增长 2.6%，低于 2011 年 2.8%的增速，更低于 2010 年 4%的增速。 

国内经济也面临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升级的压力，经济增速放缓。从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1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47156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 9.2%，比上年同期回落 1.2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7712

亿元，增长 4.5%，同期增加 0.2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220591 亿元，增长

10.6%，同期回落 1.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203260 亿元，增长 8.9%，回

落 0.8 个百分点。2011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11022 亿元，同比增长 11.83%，

比上年同期减少 12 个百分点。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比上年同期回

落 1.5 个百分点。 

在 2012 年的中央工作部署中，“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被列在了首位，同

时将 2012 年的增幅略微调低至 7.5%。综合来看，经历了 30 年改革开放的 GDP

总量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调整阶段，中央已经将“调结构”列入

与“稳增长”同等重要的目标之中。 

 

      （二）钢材内需增速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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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钢材需求可近似用钢材表观消费量来衡量（不考虑库存变动）。自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一直保持着近两位数的快速增长，钢材表观消费量的快速

增长体现了国内强劲的钢材消费能力。钢材下游建筑、机械、家电、汽车、造船、

集装箱制造、铁道、资源与能源等八大行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国内钢材消费量屡

创出新高。 

图 1：近年来我国钢材表观消费量情况（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近十年来，国内钢材需求总量稳步增长，2001~2005 年需求增速维持在 20%

以上的高水平，从 2006 年开始，需求增速放缓，2008、2009 年在经济刺激政策

下回复强劲增长，刺激政策消退之后，2010 与 2011 年，钢材表观需求又放缓维

持低增长水平，其中，2010 年钢材表观需求同比增长 6.4%，2011 年同比增长

8.4%，扣除进出口以及重复材等因素影响后的表观消费量为 62415 亿吨。 

表 1：2011 年钢材下游行业增速 

  2011 年 同比变动 2010 年 同比变动 增速变动 

GDP 总量（亿元） 471564 17.45% 401513 17.78% -0.33%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311022 11.83% 278122 23.83% 12.0% 

工业增加值（亿元） 188572 17.22% 160867 18.95% -1.73% 

商品房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507959 25.31% 405356 26.53% -1.22%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190083 16.15% 163647 40.56% -24.41% 

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万台） 86 13.78% 76 30.25% -16.47% 

交流电动机产量（万千瓦） 25188 8.51% 23213 24.07% -15.56% 

发电设备产量（万千瓦） 14739 13.43% 12993 8.33% 5.10% 

机车产量（辆） 2530 -1.59% 2571 46.66% -48.26% 

钢制船舶产量（万吨） 9215 37.57% 6699 52.44% -14.87% 

汽车产量（万辆） 1919 2.89% 1865 34.89% -32.00% 

彩电产量（万台） 12436 4.18% 11938 19.79% -15.62% 

空调产量（万台） 13913 24.00% 11220 37.61% -13.61% 

电冰箱产量（万台） 8699 15.28% 7546 24.45% -9.17% 

洗衣机产量（万台） 6671 7.46% 6208 25.78% -18.32%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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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面对严格的房地产调控，需求增速回落。从全年的下游行业数据来

看，机械行业、汽车制造、家电行业发展速度放缓，下游行业需求同比出现全面

放缓的局面，其中，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机车、汽车产量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三）钢材出口回升缓慢 

我国钢材的出口自加入 WTO 后增长迅猛，2006 年出口钢材 4301 万吨，进

口钢材 1851 万吨，成为钢材净出口国，2007 年与 2008 钢材出口量也保持在高

位，其中 2007 年的钢材出口量达到 6259 万吨的历史最高值。 

图 2：近年来我国钢材出口情况（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钢铁行业是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行业。中国钢铁企业出口依赖的主要是

成本优势，钢材出口价格通常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因此对国外企业的市场份额造

成了一定影响。针对中国钢材的强劲出口，欧美国家采取了多样的反倾销、反补

贴等贸易保护措施，给我国钢材出口带了较大压力。 

图 3：近年来美国粗钢产能利用率情况（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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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中国钢铁工业的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所覆盖的市场主要

是一些低端领域，可替代性较强。而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含量高的钢材产品仍然

牢牢掌握在国外钢铁企业手中，中国钢企尚无能力企及。 

面对钢铁工业的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等问题，为了减少国内铁矿

开采，降低国外铁矿依赖程度，2008 年我国取消钢材出口退税，这对我国钢材出

口量产生了较大影响。2009 年钢材出口出现较大幅度回落，同比减少近 60%，

2010 与 2011 年经过两年的调整，钢铁出口才出现缓慢回升势头，2011 年出口

钢材 4899 万吨，回复到为 2007 年最高水平的 80%左右。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

甚至出现衰退势头。国外钢铁厂开工率持续保持不足状态，也限制了中国未来钢

材的出口。我们预计，我国的钢材出口在 2009 年的基础上将保持回升态势，但

是出口增速趋缓。 

 

      （四）粗钢产量增速趋缓 

中国钢铁行业从无到有，历经五十多年取得了的快速的发展。1996 年我国粗

钢产量突破 1 亿吨大关，一举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2003 年成为唯一粗钢产

量超过 2 亿吨的国家，2005 年粗钢产量突破 3 亿吨；2008 金融危机期间，粗钢

产量同比有所下滑，2009 年出现一波反弹，到 2011 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 68427

万吨。 

图 4：近三十年来我国粗钢年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我国钢铁产量增速在 2005 年达到 28.23%的高峰后逐步回落，2008 年受金

融危机影响，增速进一步放缓为 2.1%，之后由于国家财政政策刺激，产量增速

有所回复，2009 年同比增长 14.6%，2011 年同比增长 9%，增速同比下降 5.6

个百分点。 

 

 

二、未来消费总量预测：预计 2017 年迎来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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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钢材需求总量预测采用的方法是宏观预测法。宏观预测法主要是从钢材

消费相关主要影响因素和历史数据中找出规律，建立数学模型，并利用国民经济

宏观指标进行回归计算，得出预测值。 

 

      （一）需求总量影响因素 

为了较准确地预测钢材需求，需要综合考虑影响钢材消费的多个因素，不仅

要考虑与之密切相关的 GDP、居民收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长情

况，还要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区域差异、资源能源限制、国外钢铁工业发展规

律、技术进步、可持续发展等因素。 

1、核心影响因素 

钢铁工业作为一个基础工业，对其它行业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其

它行业发展产生的巨大用钢需求也促进着钢铁工业的发展。GDP 的增长、固定资

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反映了一国经济发展与投资的基本情况，能够直观地反映一

国对钢材需求。 

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各年增长率

与钢材需求量增长率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钢材消费需求增长率与该三者

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体现了较高的相关性。 

图 5：钢材消费增速与 GDP、社会固定资产、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关系（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其它影响因素 

                             （1）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特点 

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未来 5-10 年将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

键时期。该时期经济发展将呈现两方面特点：其一是产业结构变化，农业占 GDP

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增速放缓，消费及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其

二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消费结构由吃、穿逐渐向住、行过渡，同时旅游与

娱乐需求增强，这也将导致钢材需求增速放缓。 

                             （2）城镇化发展的差距 

2011 年我国大陆城镇化率达 51%，首次超过 50%，但是，还远低于发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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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国家 70%的平均水平，预计未来城镇化率将进一步提高。根据“十二五”期间

城镇化速度每年增长 0.8%的目标，到 2015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在 55%左

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3）技术进步的影响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钢材质量提高、节约型社会可持续发展，钢材消费强度

也会降低，钢材消费量达到峰值后会减少。新材料的发展，也可以替代部分钢材，

美国的塑-钢比为 7：3，世界平均水平为 5：5，我国为 3：7，今后替代产品发展

的空间很大。 

 

      （二）需求总量预测模型 

钢材消费强度法是国际上较为常用的钢材需求量宏观预测方法，常用于钢铁

行业发展的战略研究。钢材消费强度是指钢材表观消费量与当年 GDP 的比值（吨

/万元）。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初期，人均 GDP 小幅上升对应的是人均

原材料消费量更大幅度的增加，而在发展的晚期这种趋势便有所放缓。 

图 6： GDP 总量和钢材消费强度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人均居民收入一方面与 GDP 的增长有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国

经济结构的变动，与钢材消费强度有较大相关关系。 

图 7：人均居民收入和钢材消费强度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0.00

0.20

0.40

0.60

0.80

1
9

8
1

1
9

8
3

1
9

8
5

1
9

8
7

1
9

8
9

1
9

9
1

1
9

9
3

1
9

9
5

1
9

9
7

1
9

9
9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
0

0
9

2
0

1
1

钢材消费强度（吨/万元）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第 11 页 

Table_Header3 

2012-09-27 

 

Table_Header2 行业深度分析报告 

 

在 2000 年之前，中国每万元单位 GDP 的钢材消耗量从 1981 年的 0.684 吨

下降到 2000 年的 0.128 吨，期间平均降幅达到 4.1%。从 2000 年开始，在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投入下，钢材消费强度有小幅回升，在 2005 年上升到 0.179，

之后保持回落态势，2011 年下降到 0.132。 

 

1、模型基本原理 

GDP 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能够度量和预测钢材消费强度且能

够直观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本模型利用了钢材消费与 GDP、城镇居民人均

收入的相关关系来度量和预测未来钢材消费强度。计算历史钢材消费强度时选取

了修正后的钢材表观消费量（剔除了钢材中重复材的影响），并且假设国内钢材库

存无显著变化。 

图 8：钢材消费强度法原理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宏观钢材需求量预测 

                             （1）确定历年钢材消费强度 

自 2000 年起钢材产量开始大于粗钢产量，原因是统计的钢材产量中包含了

部分重复材。为了反映实际的钢材生产消费状况，需要扣除重复材的影响。 

重复材的扣除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粗钢产量为基础，根据当年钢材综合成

材率换算出钢材实际产量，实际钢材产量=（粗钢产量+进口钢坯-出口钢坯）×当

年钢材综合成材率；另一种是在成品钢材中将重复统计的量扣除，此方法实际操

作比较困难。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 

表 2：2000~2011 年钢材表观消费量调整表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GDP（亿元） 99215 109655 120333 135823 159878 184937 

粗钢产量（万吨） 12632 14254 17971 21934 6930 34806 

钢材产量（万吨） 13146 16068 19218 24108 29738 37117 

进口钢坯（万吨） 490 818 460 588 386 131 

出口钢（万吨） 509 273 133 147 606 707 

钢材综合成材率（%） 92 94 94 95 95 95 

历年钢材 

表观消费量

（修正后） 

历年GDP 

总量 

建立回 

归模型 

未来钢材 

消费强度 

未来预测

GDP总量 

未来钢材 

消费总量 

乘积 

历年GDP总量

及未来预测 

历年城镇居

民人均收入

及未来预测 

历年钢材 

消费强度 

相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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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重复材后钢材产量 

（万吨） 
11604 13911 17200 21256 25374 32519 

进口钢材（万吨） 1596 1722 2449 3716 2927 2587 

出口钢材（万吨） 620 474 545 696 1423 2052 

修正后钢材表观消费量 12580 15159 19104 24276 26878 33053 

修正后的钢材消费强度 

（吨/万元） 
0.127 0.138 0.159 0.179 0.168 0.179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亿元） 216314 265810 314045 340903 401513 471564 

粗钢产量（万吨） 42146 48763 49790 5660 62650 68427 

钢材产量（万吨） 46685 56460 58177 69244 79627 88131 

进口钢坯（万吨） 37 24 25 459 64 4 

出口钢坯（万吨） 904 643 129 4 14 0 

钢材综合成材率（%） 96 96 96 96 96 96 

扣除重复材后钢材产量 

（万吨） 
39628 46219 47698 54810 60192 65751 

进口钢材（万吨） 1852 1687 1539 1762 1643 1563 

出口钢材（万吨） 4304 6269 5921 2454 4245 4899 

修正后的钢材表观消费量 37176 41637 43316 54119 57589 62415 

修正后的钢材消费强度 

（吨/万元） 
0.172 0.157 0.138 0.159 0.143 0.13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预测未来 GDP 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 GDP 增长率的预测是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远期规划，参考 IMF

等机构的预测值给出的。 

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预测是根据历史经验，以及国家明确提出的通货膨胀调

控目标给出未来预测。 

名义GDP 增长率是通过实际GDP增长率与CPI的相加得到。通过名义 GDP

增长率以及国家公布的 2011 年 GDP 总量得到未来名义 GDP 总量预测值。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预测是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结合未来 GDP 增长

率和消费物价指数 CPI，得到我国未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对历史值

的观察以及国家提出的提高居民收入的总体政策目标，预测过程中，我们设定居

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 GDP 年均增长率大 5 个百分点。 

钢材消费量是通过未来的 GDP 总量与钢材消费强度的乘积得到。 

表 3：2012 年-2017 年 GDP 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测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GDP 实际增长率 8.5% 8.5% 8.0% 8.0% 7.0% 7.0% 7.0% 

消费价格指数 CPI 3.0% 3.5% 3.0% 3.0%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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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名义增长率 12.0% 12.0% 11.0% 11.0% 9.0% 9.0% 9.0% 

GDP 总量（万亿元） 2.82 59.15 65.66 72.88 79.44 86.59 94.38 

收入名义增率 17% 17% 16% 16% 14% 14% 14%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5518 29856 34633 40174 45798 52210 59519 
 

数据来源：IMF、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3）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回归预测 

2000 年开始，中国钢铁产业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年均钢材表观消费增速达

到 14.8%。 

我们选取 2000-2011 年钢材消费强度、GDP、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历史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再根据对 GDP 与收入的预测值，得到未来年份的钢

材消费强度的拟合值。 

模型假设为：Y = C + a*LOG(GDP) + b*1/X+ ε 

其中：Y——钢材消费强度 

      X——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图 9：2000~2011 年钢材消费强度拟合度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进程中，钢材消费量开始逐年增加，

达到某一峰值后，消费量会逐步回落，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宏观分析的

结论来看，我国钢材需求变化也符合这一规律，钢材消费增速呈逐年下降趋势。 

通过宏观预测可知，我国钢材表观消费量在接下来的几年将保持低速增长，

且增速逐渐减小。表观消费量预计在 2017 年左右达到峰值，峰值量大约 7.7 亿

吨，之后，表观消费量将保持这一水平，并且总量呈下降趋势。 

表 4：2012 年-2017 年钢材表观消费量预测 

  2012E 2013 E 2014 E 2015 E 2016 E 2017 E 2018 E 

GDP 总量（亿元） 52.82  59.15  65.66  72.88  79.44  86.59  94.38  

钢材消费强度预测值（吨/万元） 0.124  0.119  0.112  0.104  0.097  0.089  0.080  

钢材表观消费量（万吨） 65732 70227  73593  75840  77002  77050  75808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第 14 页 

Table_Header3 

2012-09-27 

 

Table_Header2 行业深度分析报告 

 

三、分行业需求：总体增长有限，油气行业潜力大 

我国钢铁行业高产量、高成本、低利润的运营态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于

当前经济环境和我国经济结构的影响，国内外的钢材需求增速逐渐趋缓，全国钢

铁产品市场需求空间逐步缩小，钢材需求市场总体逐渐趋于饱和，预计这种情况

还将持续。预计到 2015 年，建筑、机械、汽车、船舶、家电、石化、集装箱、

电力行业合计用钢约 6.58 亿吨，占总钢材表观消费量 7.52 亿吨的 87.5%，八大

行业未来四年用钢需求复合增长率为 4.67%，总需求复合增长率为 4.71%。 

表 5：主要下游分行业钢材需求预测（单位：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建筑 
合计 33475.35  35073.64  36673.80  38209.54  39613.33  

同比   4.77% 4.56% 4.19% 3.67% 

机械 
合计 11780.83  12374.58  12977.23  13563.80  14103.64  

同比   5.04% 4.87% 4.52% 3.98% 

汽车 
合计 4029.05  4232.52  4437.79  4638.38  4829.95  

同比   5.05% 4.85% 4.52% 4.13% 

船舶 
合计 1956.35  2063.95  2171.27  2275.50  2377.89  

同比   5.50% 5.20% 4.80% 4.50% 

家电 
合计 1358.85  1427.47  1498.56  1566.29  1629.10  

同比   5.05% 4.98% 4.52% 4.01% 

油气石化 
合计 965.72  1117.03  1291.96  1481.45  1708.48  

同比   15.67% 15.66% 14.67% 15.32% 

集装箱 
合计 656.34  699.00  740.24  780.96  821.57  

同比   6.50% 5.90% 5.50% 5.20% 

电力 
合计 580.47  606.59  632.07  657.67  683.64  

同比   4.50% 4.20% 4.05% 3.95% 

八大行业汇总 合计 54802.96  57594.78  60422.92  63173.58  65767.60  

  同比   5.09% 4.91% 4.55% 4.11% 

其他行业 合计 7787.98 8208.32 8566.92 8976.01 9476.13 

  同比   5.40% 4.37% 4.78% 5.57% 

总表观消费量 合计 62590.94  65803.10  68989.84  72149.59  75243.73  

  同比   5.13% 4.84% 4.58% 4.29%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一）建筑行业用钢：未来增速放缓，逐步达到峰值 

本文将建筑业划分为住宅建筑与非住宅建筑两个大类：住宅建筑包括城镇住

宅和农村住宅，非住宅建筑则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公共建筑及工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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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004-2011 年房屋新开工面积       图 11：2004-2010 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住宅建筑用钢需求主要受新增住宅面积以及单位耗钢量的影响。2004-2011

年我国房屋新开工面积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受宏观经济和政策调控等因素的影响，

增速变动幅度很大。2008年同比增长仅 2.24%，2010 年同比增长则高达 40.02%。 

新增住宅建筑面积增加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改善生活新增住宅面积；2、拆迁城镇旧房、危房产生的新增住宅面积；3、城镇

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进城产生的住房需求。 

2010 年，我国城镇人均居住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 31.6

平方米和 34.1 平方米，农村住房中的砖木结构仍占有 45%的比例。而根据我国

居民住房的小康标准：在住宅数量方面，2020 年城镇人均居住建筑面积达到 35

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40 平方米；在住宅质量与品质方面，2020

年城镇住宅成套率达到 95%，农村钢混、砖混住宅结构比重达到 94%。预计随着

我国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新增住宅面积将会有较大提升。 

2011 年我国大陆城镇化率达 51%，首次超过 50%。2007 年到 2011 年，我

国城镇化率平均增速为 3.3%，根据“十二五”期间城镇化速度每年增长 0.8%的

目标，到 2015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在 55%左右，这一目标低于发达工业化

国家 70%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预计我国未来城镇化率将进一步提高，但是城镇

化率的增速将放缓。 

图 12：2004-2011 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   图 13：2004-2011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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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设工程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预计未来五年内大体将维持现有格局。

据测算我国城镇住宅每平方米消耗钢材量高达 64.6 千克，单位耗钢量较大，推广

应用高强钢筋成了实现减量化用钢的重要途径。按照当前我国工程建设规模，如

果高强钢筋用量比例达到 65%，每年大约可节省钢筋 1000 万吨。 

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钢材使用品种为钢筋和线材。与钢筋混凝土结构对应的

是钢结构建筑，钢结构建筑主要钢材使用品种是型材、板材和管材。但是，与国

外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着明显差距，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钢

结构建筑占整个建筑的 40%以上，而目前我国还不到 5%。预计未来我国钢结构

建筑所占比重将进一步提高。由此导致对型材、板材、管材等钢材品种的需求比

例，并减少钢筋等线材品种在建筑行业的需求比例。 

表 6：不同建筑结构的钢材品种使用情况   图 14：我国建筑业钢材品种使用比例   
 

 
结构类型 主要使用钢材品种 

1 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筋、线材 

2.1 高层钢结构建筑 中厚板、H 型钢 

2.2 大跨、空间结构 
圆管、中厚板、 

大型方矩管、H 型钢、 

2.3 轻钢结构 中板、H 型钢 

2.4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大型圆管、H 型钢、中板 

2.5 钢结构住宅 H 型钢、圆管、中板 
 

数据来源：建筑业协会、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综合上述因素，结合当年房地产调控和保障房建设的现状，我们认为住宅建

筑用钢需求总量在未来几年的增速将逐渐放缓并达到峰值，预计到 2015 年，住

宅建筑钢材需求量在 1.41 亿吨左右，未来四年的复合增长率为 3.82%。 

非住宅建筑用钢量和工业增加值之间有紧密的关联关系。从 2009 年开始，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维持在 40%左右的水平。预计非住宅建筑面积未来增速

将略低于国内 GDP 增速。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非住宅建筑钢材

消费量也将呈现缓慢下降趋势，预计到 2015 年，非住宅建筑钢材需求在 2.56 亿

吨左右，未来四年复合增长率为 4.35%。 

表 7：建筑业用钢需求预测（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建筑业 

钢材消费量 

住宅建筑 12105.97 12614.42  13125.30  13643.75  14061.25  

同比增幅   4.20% 4.05% 3.95% 3.06% 

非住宅建筑 21369.38 22459.22  23548.49  24565.79  25552.08  

同比增幅   5.10% 4.85% 4.32% 3.12% 

合计 33475.35 35073.64  36673.80  38209.54  39613.33  

合计消费量同比增幅   4.77% 4.56% 4.19% 3.67% 

合计占钢材表观消费量比例 53.48% 53.30% 53.16% 52.96% 52.65%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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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械行业用钢：局势趋于回稳，未来温和回落 

机械行业主要由机床工具、重型机械、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子行业构成。 

新型数控机床品种逐步取代普通机床品种成为机床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数控

机床相对于传统普通机床总体上减少了单位机床的钢材使用量。随着数控机床比

例逐渐提高，虽然机床产量保持增长，但是机床行业用钢不会随产量的增加而不

断增加，甚至可能呈现下降趋势。 

重型机械中，冶金设备和矿山设备用钢量占 50%-60%，工矿车辆和超重运

输设备用钢量占 70%。 

图 15：重型矿山机械产量（单位：万吨） 图 16：起重机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工程机械包括挖掘机、铲运机、工程起重机等等。到 2011 年，我国起重机

的产量达到 744 万吨，同比增长 28.68%；生产挖掘、铲土运输机械 52 万台，同

比增长 10.90%；生产混泥土机械 44 万台，同比增长 19.32%。农业机械包括拖

拉机、收割机、脱粒机以及耕种机械等等。受经济环境影响，今年工程机械行业

面临着严峻考验。 

农业机械的产量与 GDP 的第一产业增加值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我国农业机

械整体装备水平还比较落后，与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相去甚远，农业机械

未来还有广阔市场。 

图 17：农林牧渔业产值（亿元） 图 18：发电设备装机容量（万千瓦时）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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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明显趋紧的大背景下，2011 年机械工业经济增长速度

逐月回落，但仍基本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2012 年增速缓慢回落，但预计未来

机械行业的市场局势将趋于回稳。到 2015 年，机械行业钢材需求量在 1.41 亿吨

左右，未来四年年均增长率为 4.6%。 

表 8：机械行业用钢需求预测（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机械行业钢材消费量 11780.83 12374.58  12977.23  13563.80  14103.64  

同比增幅   5.04% 4.87% 4.52% 3.98% 

占钢材表观消费量比例 18.82% 18.81% 18.81% 18.80% 18.74%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三）汽车行业用钢：产销调整状态，后市空间有限 

我国的汽车工业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2005 年中国汽车产量为 600

万辆，2011 年达到 1900 万辆，6 年间平均增速达到 36%。轿车产量增长尤为明

显，2011 年我国轿车产量为 1046 万辆，6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42%。目前，中国

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国。 

图 19：2005-2011 年汽车产量变动（万辆）     图 20：2005-2011 年轿车产量变动（万辆）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21：2005-2011 年客车产量变动（万辆） 图 22：2005-2011 年货车产量变动（万辆）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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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我国客车产量为 40 万辆，同比增长 10.8%，2005-2011 年平均增速

为 15%。2011 年我国货车产量 264 万辆，产量同比下降 7.2%，2005-2011 年平

均增速为 15.5%。 

近年，随着能源危机、石油价格不断上升以及地球温室效应加重，世界各国

对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环境问题更加重视，都设定了节能减排目标。 

表 9：乘用车油耗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国家 
二氧化碳

减排目标 
燃耗降低目标 

欧洲 8% 
乘用车燃耗：降低 25%（约 18.8km/L）， 

二氧化碳排放 140g/km 

美国 7% 乘用车 CAFÉ目标值 27.5mpg（约 11.8km/L） 

日本 6% 
汽油乘用车：降低 22.8%到 15km/L； 

柴油乘用车：降低 14.9%到约 12km/L 

中国 
国 4 排放

标准 
国 4 排放标准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显示，若汽车整车重量降低 10%，燃油效率可提高 6%～8%；汽车装备

质量每减少 100 公斤，百公里油耗可降低 0.3-0.6 升，汽车重量降低 1%，油耗可

降低 0.7%。使用高强钢板，在提高汽车车身的被动安全性和刚度的同时，还可

实现汽车轻量化。当钢板厚度分别减小 0.05、0.01 和 0.15mm 时，车身减重分

别为 6%、12%和 18%。可见增加钢板强度是减小板厚、减轻车重的主要途径。 

表 10：汽车整车用钢 

用材 
车身结构类型中用材比例（%） 

普通车型 超轻钢车体车型 超轻钢车体概念车 

软钢 80 7 — 

高强度钢 20 85 36 

超高强度钢 — 8 64 
 

                          据来源：国际钢铁业协会、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未来随着我国刺激政策陆续退出，油价上升等原因导致汽车消费成本上升，

交通堵塞等因素的影响，汽车需求将逐步向二、三线地区延伸。在宏观经济继续

增长，居民收入增加的大背景下，汽车行业存在购车以及更新的刚性需求。但是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我国宏观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在短期内汽车产

销量不存在快速增长的动力，目前汽车产销仍处于调整阶段。预计到 2015 年，

汽车行业用钢需求量在 4829.95 万吨，未来四年复合增长率为 4.64%。 

表 11：汽车用钢需求预测（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汽车行业钢材消费量 4029.05 4232.52  4437.79  4638.38  4829.95  

同比增幅   5.05% 4.85% 4.52% 4.13% 

占钢材表观消费量比例 6.44% 6.43% 6.43% 6.43% 6.42%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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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造船行业用钢：供求矛盾严重，短期难见曙光 

2005 年到 2011 年间，中国的钢制船舶产量增长了近 9 倍，6 年间的平均增

速达到 134%，2011 年钢制船舶产量 9125 万吨，增速虽然同 2009 年的 79%相

比有较大下滑，但是仍然同比增长 37%。 

图 23：2005-2011 年钢质船舶产量（万吨） 图 24：造船目标（万吨） 

    

数据来源：wind、船舶工业协会、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002 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建设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战略目标，提出到 2010

年全国造船能力要达到 2100 万载重吨，造船产量 1500 万载重吨，占全球份额的

25%。2015 年全国造船能力要达到 2800 万载重吨，造船产量 2200 万载重吨，

占全球份额的 35%。《钢铁工业“十二五”规划》预计造船板消费量将从 2010

年的 1300 万吨增加到 2015 年的 1600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 4.2%。 

造船业的钢材消费大户是船用钢板，如果不包括船舶之外比如厂房、船坞的

基础设施建设等所用的钢材，我国造船业所需钢材中，船用钢板达到 80-90%，

型材和球扁钢占比 8%左右，管材占比 3%左右。 

图 25：船舶用钢品种占比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目前国内钢材基本可以满足国内造船业的需求，但是随着造船订单越来越以

大型、高性能的散货船和油轮为主（占到 90%以上），国产船用钢板还无法达到

要求。比如建造一艘 30 万吨的超大型油轮，板材规格要求一般是 5m 宽、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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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20m 长，但是目前国内类似钢板的产能还无法满足需求。许多船厂采用进口

或者焊接方法来弥补产品短缺，造成资源浪费和成本提升。 

随着我国建造高技术船舶的能力不断增强，特殊性能的钢材需求也在大幅度

增加，船用不锈钢的使用量将增多。国际海事组织的《货油舱腐蚀保护标准》等

相关国际规范已将耐腐蚀钢板列入大型油船货油舱制造用材的强制规范，我国大

型化、特殊性能的船用板材品种供需缺口也将越来越大。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世界船舶更新速度加快、各国大力开

展海洋资源开发等因素的推动下，加上内河流域的巨大船舶用钢需求，船舶行业

用钢总量将有较大增长空间。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全球航运市场和造船市场均

面临较为严重的供求矛盾，我国船舶工业发展不容乐观。预计到 2015 年船舶行

业钢材需求量在 2377.89 万吨左右，未来四年复合增长率为 5.00%。 

表 12：造船用钢需求预测（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造船行业钢材消费量 1956.35 2063.95  2171.27  2275.50  2377.89  

同比增幅   5.50% 5.20% 4.80% 4.50% 

占钢材表观消费量比例 3.13% 3.14% 3.15% 3.15% 3.16%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五）家电行业用钢：家庭必需用品，需求稳定增长 

我国家电行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与 90 年代后期先

后经历了两个高速发展期，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国与出口国，几乎所有的大、

小家电产品产量、出口量均居于全球首位。2008 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家电产品

生产产量同比出现下滑，2009 年在国家家电下乡政策刺激下，家电产品产量反弹

并同比大幅增加，三年平均增速达到 23%，远高于 05-08 年 12%的复合增速。 

图 26：2007-2011 年家电产量（万台）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近 5 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电数量电冰箱拥有量与洗衣机拥有量基本持平，

每百户拥有空调数量相对增长幅度较大，年均增速在 8%左右。农村居民每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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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家电数快速增长。电冰箱拥有量年均增长 17%，洗衣机拥有量年均增长 7.4%，

空调机拥有量年均增长 23%。 

图 27：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电量（台） 图 28：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电量（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近 4 年家电产品净出口量与总产量比值基本保持稳定，略有下滑。预计未来

几年家电产品出口比例还会进一步向下调整。家电产品市场逐渐转向国内。 

家电用钢以冷轧薄板为主，其中普冷板约占到 1/3，冷轧电工钢板和镀锌板

各占约 1/4，热轧酸洗板约占 11%，其他的钢材品种包括冷轧不锈钢板、彩涂板、

镀铝板及马口铁等。目前我国大宗钢材品种基本满足家电用钢要求，但出口产品

与一些要求较高的产品与部件，国产钢材品种尚有差距。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

下节约资源已是全球家电业的一种潮流与趋势，预计表面光滑度好、薄规格不锈

钢产品在我国未来家电用钢需求比重会越来越大。 

家电产品是家庭必备品，不论是国际市场或者是国内市场，家电产品的需求

都在稳定增长。伴随着国内家电产品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未来我国家电行业用钢

将保持增长态势，增长趋于稳定。预计到 2015 年，家电行业钢材需求在 1629.1

万吨左右，复合增长率 4.63%。 

表 13：家电用钢需求预测（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家电行业钢材消费量 1358.85 1427.47  1498.56  1566.29  1629.10  

同比增幅   5.05% 4.98% 4.52% 4.01% 

占钢材表观消费量比例 2.18% 2.17% 2.18% 2.17% 2.17%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六）油气石化行业用钢：能源结构调整，未来发展迅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量越来越大。2011 年我国原油产

量 2 亿吨，天然气产量 1030 亿立方米；原油表观消费量达到 4.5 亿吨，天然气

消费量达到 1313 亿立方米。 

                              西气东输一线工程于 02 年 7 月开工，04 年 10 月 1 日全线建成投产。一线 

                          以塔里木气田为气源，以长江三角洲为市场，全长约 4200 公里，其全线输气量 

                          已达到了其设计输气能力的 170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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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气东输二线 08 年 2 月开工，11 年 6 月干线全线投产。二线工程西起新疆 

                          霍尔果斯口岸，南至广州，干线全长 4895 千米，加上八条支干线管道总长度约 

                          9102 公里。二线 11 年输气量为 170 亿立方米，12 年可能达到 300 亿立方米。 

                              西气东输三线将于 2012 年内开工，管道西起新疆霍尔果斯，东达末站广东 

                          省韶关，西三线工程为 1 干 1 支，总长度为 4661 千米，干线长 4595 千米，与 

                          西二线并行约 3000 千米；设计年输气能力 300 亿立方米。整个项目总投资规模 

                          有突破千亿元人民币，气源地仍为中亚。 

此外还有众多其他管线在建，如中哈天然气管线二期、中缅石油管线、宁夏

中卫-贵州贵阳油气管线、兰州-定西天然气输气管道、山东东营-潍坊天然气管线、

安阳-洛阳天然气管道等。目前中国天然气管道总长约为 3.5 万公里，根据规划，

到 2015 年中国天然气管道总长约 4.8 万公里。 

我国煤炭资源消耗占比高达 70%，而美、日、英、德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

只占到 15%~25%。世界能源消耗构成石油居于主体地位，占到 35%~45%，其

次是天然气占 18%~38%，煤炭不超过 30%。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在节能减排

大背景下，我国未来能源结构中石油天然气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预计到 2015

年我国油气行业用钢需求在 1708.48 万吨左右，未来四年复合增长率 15.33%。 

图 29：原油和石油天然气产量 图 30：管道输油（气）里程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表 14：油气石化用钢需求预测（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油气石化行业钢材消费量 965.72 1117.03 1291.96 1481.45 1708.48 

同比增幅   15.67% 15.66% 14.67% 15.32% 

占钢材表观消费量比例 1.54% 1.70% 1.87% 2.05% 2.27%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七）集装箱业用钢：紧跟外贸走势，未来平稳回落 

生产集装箱所用的钢材主要有热轧薄板、型材和焊管，其中 1.6~6.0mm 的

板材约占用钢量的 96%以上。近几年我国集装箱产能严重过剩，未来几年集装箱

产量将由集装箱需求决定。集装箱需求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对外贸易

和国际航运的发展；第二个是旧集装箱的更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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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1 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金额保持近 20%的平均增速，同期集装箱

产量也年均增长 28%。然而，在集装箱生产中，2008 与 2009 年由于外贸出口形

势恶化，产量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滑。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从出口主导型逐步转型

内需拉动转型，外贸增速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放缓。预计未来几年集装箱行业用钢

需求复合增长率 5.78%，到 2015 年，集装箱行业钢材需求为 821.57 万吨左右。 

图 31：进出口贸易金额（亿美元） 图 32：集装箱产量（万立方米）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表 15：集装箱用钢需求预测（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钢材消费量 656.34 699.00  740.24  780.96  821.57  

同比增幅   6.50% 5.90% 5.50% 5.20% 

占钢材表观消费量比例 1.05% 1.06% 1.07% 1.08% 1.09%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八）电力行业用钢：火电占比下降，未来增长稍缓 

电力行业用钢需求主要是电力设备用钢，包括火电机组、水电机组、核电机

组、风电机组和变电设备用钢。在电力工程用钢方面，包括热电厂厂房、烟囱、

冷却塔、水电站大坝以及输电电网用钢等等。电力设备和电力工程用钢与电力行

业总装机容量以及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 33：装机容量（万千瓦） 图 34：电力热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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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煤炭生产和消费大国，因此我国火电（主要是煤电）一直占 80%左右，

近年来，随着节能环保压力增大，水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也快速发展，火

电占比有所下降。2011 年，我国总装机容量达到 10.56 亿千瓦，同比增长 9.25%，

其中火电装机容量 7.65 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例为 72%。 

根据国家发展规划，我国未来火电装机容量增速将放缓，水电、风电、核电

等环保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迎来较大发展，火电机组用钢需求增速将下降。预

计到 2015年，电力行业用钢需求 683.64万吨左右，未来四年复合增长率 4.18%。 

表 16：电力行业用钢需求预测（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电力行业钢材消费量 580.47 606.59  632.07  657.67  683.64  

同比增幅   4.50% 4.20% 4.05% 3.95% 

占钢材表观消费量比例 0.93% 0.92% 0.92% 0.91% 0.91%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四、品种需求亮点：高强钢筋和油气输送管道 

参照《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建筑、天然气等下游行业的十二五

规划以及住建部等相关部门的政策意见，经过综合分析，本文认为未来钢材品种

需求的亮点为高强钢筋和油气输送管道。 

 

                         （一）高强钢筋：未来建筑钢筋的发展方向 

住建部在《关于加快高强钢筋的指导意见中》指出，2013 年底，在建筑工程

中淘汰335兆帕级螺纹钢筋；2015年底，高强钢筋产量占螺纹钢筋总产量的80%，

在建筑工程中使用量达到建筑用钢筋总量的 65%以上；在应用 400 兆帕级螺纹钢

筋为主的基础上，对大型高层建筑和大跨度公共建筑，优先采用 500 兆帕级螺纹

钢筋，逐年提高 500 兆帕级螺纹钢筋的生产和使用比例。我国《钢铁工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末，使高强钢筋使用量总目前的 5650

万吨增加到 2015 年的 11200 万吨。 

2010 年建筑钢筋用量已达到 1.3 亿吨，其中高强钢筋使用量为建筑用钢筋总

量的 35%左右。据测算，用高强钢筋替代目前大量使用的 335 兆帕螺纹钢筋，平

均可节省钢材 12%以上。鉴于建筑用钢的主要部分是建筑钢筋，因此理论上讲，

未来建筑钢筋的需求增速应该大体与建筑业用钢需求增速一致。考虑到高强钢筋

的逐步深入推广会使建筑钢筋耗材量减少，所以建筑钢筋的需求增速应略低于建

筑业用钢需求增速 0.1～0.2 个百分点。预计 2015 年末，高强钢筋需求量将达到

1.07 亿吨，十二五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 18.8%。 

表 17：高强钢筋需求预测（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建筑用钢需求增幅 7.35% 5.32% 5.12% 4.32% 3.00% 

建筑钢筋需求增幅 7.29% 5.23% 4.99% 4.17% 2.87% 

高强钢筋需求增幅 25.68% 20.63% 18.39% 15.96% 13.33% 

高强钢筋需求预测 5718.475 6898.09 8166.644 9470.19 10732.37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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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受益于能源结构调整 

住建部近期发布《全国城镇燃气发展“十二五”规划》，规划提出：到“十

二五”末，城镇燃气供气总量约 1782 亿立方米，较“十一五”期末增加 113%。

“十二五”期间，中国新建城镇燃气管道约 25 万公里，到“十二五”末，城镇

燃气管道总长度达到 60 万公里。 

1、天然气输送管道用钢 

根据住建部的规划，“十二五”期间城镇燃气供气总量会新增 950 亿立方米。

参照西气东输一线和二线数据，每公里消耗钢管均值为 50 吨。西气东输一线工

程消耗油气输送管约 210 万吨，二线工程消耗油气输送管约 455 万吨，预计三线

工程消耗油气输送管悦 233 万吨。 

表 18：西气东输工程管线总长、钢管消耗量及设计输气量 

 
管道总长（km） 钢管消耗量（万吨） 设计输气量（亿立方米） 

西气东输一线工程 4200 约 210 万吨 170 亿立方米 

西气东输二线工程 9102 约 455 万吨 300 亿立方米 

西气东输三线工程 4661 约 233 万吨 300 亿立方米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城镇燃气管道用钢 

城市燃气管道划分为分支线、终端管线两部分，两部分所用钢管的管径和壁

厚等参数有较大差异。按照城市管线规划的一般情况，分支线与终端的长度比例

一般在 1：2 到 1：5 之间。本文取中间值 1：3.5。据测算，分支线、终端管线每

公里消耗管材均值分别约为 48 吨和 18 吨。因此，新建 25 万公里城市燃气管道，

将带来用钢需求合计 715 万吨。如果上述规划能够按时按量完成，“十二五”期

间每年约新增钢管需求 143 万吨。 

3、油井管用钢 

油井管用于石油天然气开采环节，是套管、油管、钻柱的统称，套管是油井

的支撑骨架，油管是井底到井上的输送通道，钻柱和钻头配合用于钻探。一般而

言，每米油井消耗油井管 60-65Kg。2011 年我国油井管消耗量约 320 万吨，预

计 2012 年消耗量接近 370 万吨。 

2011 年我国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需求量约 960 万吨，综合考虑油气投资规

划，预计2015年末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需求量约1700万吨，复合增长率15.33%。 

表 19：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需求预测（万吨） 

  2011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油气输送管 645.22  748.46  860.72  981.22  1138.22  

油井管 320.50  368.58  431.23  500.23  570.26  

合计 965.72  1117.03  1291.96  1481.45  1708.48  

同比变动   15.67% 15.66% 14.67% 15.32%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第 27 页 

Table_Header3 

2012-09-27 

 

Table_Header2 行业深度分析报告 

 

   五、投资策略 

 

（一）行业整体机会不大，维持“持有”评级 

我国钢铁行业下游需求增速明显下滑，产能持续过剩，去产能化任重而道远，

行业基本面总体低迷难有改善，面临很大的亏损压力，未来一两年难以出现向上

拐点，因此钢铁行业整体性投资机会不大，维持行业“持有”评级。 

 

（二）看好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类公司 

“十二五”期间，主要钢铁品种需求潜力都不大，仅高强钢筋、油气输送和

油井管产品需求保持较高增长。然而高强钢筋虽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因建筑

业总体低迷，其他长材可能拖累高强钢筋价格，其盈利难以独善其身。油气行业

钢管不仅下游需求旺盛，而且上游钢价低迷可以降低成本，毛利甚至可能增厚，

因此我们更看好油气输送管和油井管类公司：久立特材、常宝股份、金洲管道、

山东墨龙、玉龙股份。 

油气输送管：金洲管道、玉龙股份、久立特材 

油井管及套管：山东墨龙、久立特材、常宝股份 

 

表 19：重点公司盈利预测 

公司名称 最新股价 
EPS PE 

评级 
2012E 2013E 2014E 2012E 2013E 2014E 

久立特材 12.55  0.48  0.63  0.74  26.15  19.92  16.96  买入 

常宝股份 10.20  0.63  0.78  1.02  16.19  13.08  10.00  买入 

金洲管道 8.23  0.36  0.49  0.64  22.86  16.80  12.86  买入 

玉龙股份 8.73  0.40  0.48  0.58  21.83  18.19  15.05  买入 

山东墨龙 11.58  0.36  0.46  0.65  32.17  25.17  17.82  买入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基准日为2012年9月27日 

 

 

风险提示 

1、建筑业下行和制造业低迷可能导致下游需求低于预期； 

2、钢价弱于原料价格走势，行业盈利能力可能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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