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免责声明 

华宝证券    1/8 

[table_page] 产业金融专题报告 

 
 

 

 

 

 

 

 

 

 
  
分析师：王合绪 

执业证书编号：S0890510120008 

电话：021-20321303 

邮箱：wanghexu@cnhbstock.com 

 

研究助理：张锦 

电话：021-20321304 

邮箱：zhangjin@cnhbstock.com 

 

销售服务电话： 

021-20321006  

 

[table_product] 
   

 

 

  

 

[table_main] 华宝财经评论类模板 

◎ 投资要点： 

 供给侧改革以来，钢铁行业经营效益改善，钢企在去杠杆上取得一定进

展，但杠杆水平仍然偏高。从 2016 年以来，钢铁行业效益获得改善，截止

2019 年 12 月全行业资产负债率 61.9%，相比 2013 年时期的高点出现了

较大的下降。但横向纵向对比来看，钢铁行业资产负债率比除煤炭开采、有

色金属外的其他行业都高，而且大幅高于制造业整体平均水平，由此也导致

利息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成本支出大。 

 2019 年随着经营效益的下滑，降杠杆步伐也出现放缓。2019 年钢铁行业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33.6%，受此影响钢企通过自身经营改善降杠杆的步伐

也受到一定延缓，截止 12 月全行业资产负债率 61.9%，同比下降 0.6 个百

分点，但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随着近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加，较高的

财务负担对钢企生产经营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都有影响。 

 钢企通过债转股全面推进去杠杆还存在一定制约：截止目前钢铁上市公

司层面债转股落地的项目只有 4 项，金额 144 亿元，整体偏低。受到金融

去杠杆，以及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机制还在探索的影响，钢企全面借助债

转股实施去杠杆的还存在较大制约。 

 政策对钢企直接融资的支持，将有利于钢企去杠杆、改善盈利水平。截止

2019 年三季度，纳入申万统计的 32 钢铁上市公司中，有 5 家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有四家介于 60%和 70%之间。从成本角度来看，有六家公司的

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了销售净利率。但在销售毛利率上，2019

年前三季度申万全行业平均达到 11.2%，钢铁板块的 EBIT 利润率整体处在

产业链板块的中等水平。随着直接融资受到央行的支持，将有利于钢铁上市

公司借助资本市场开展降杠杆工作，同时也带来盈利水平的改善。从钢铁上

市公司的基本情况来看，可以关注现阶段资产负债率偏高，公司毛利率大于

行业平均水平的公司。 

 投资建议：从目前供需基本面来看，短期钢企盈利面临承压；总体上，我

们仍然坚持建议关注高分红、低估值、且未来资本性支出较少的长材类上市

公司，关注高附加值产品为主或产品附加值逐步提升、且边际贡献高的特钢

类上市公司。长期可以关注现阶段资产负债率偏高，公司毛利率大于行业平

均水平的公司。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钢铁供需出现较大恶化，钢企盈利大

幅下降，上市公司直接融资很难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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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央行支持钢铁行业通过直接融资“去杠杆、降成本” 

央行 2 月 19 日发布《2019 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在行业部分重点对钢铁行

业运行状况和面临挑战进行了分析，同时针对钢铁行业的下一步工作做了安排，原文表述如下：

下一步应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改革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坚持差异化信贷

政策，支持优势企业技术改造、结构调整、绿色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钢铁企业兼并重组

中的作用，支持钢铁行业通过直接融资“去杠杆、降成本”，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2. 行业效益下滑，使得钢企通过自身经营改善降杠杆步伐放缓 

供给侧改革以来，钢铁行业经营效益改善，钢企去杠杆取得一定进展。从 2016 年供给侧

改革以来，国家通过推进去产能、打击地条钢，有效缓解了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促使合

规钢企产能利用率基本恢复到合理区间，全行业效益获得改善，2017 年-2019 年行业（不包括

黑色金属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3419、4026、2677 亿元，行业销售利润率分别为 5.1%、6.3%、

3.8%。在行业效益改善的同时钢企降杠杆也取得较大进展，截止 2019 年 12 月全行业资产负

债率 61.9%，相比 2013 年时期的高点 68.4%，出现了较大的下降。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相比其他制造业，钢铁业杠杆水平仍然偏高、成本支出大。从国

家层面看，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涉及产业链较长，其稳定运行不仅涉及到上游

铁矿、煤炭等原料需求，还影响下游建筑、机械、汽车、家电和造船等行业的原料供应。截止

2019 年 12 月，从产业链上下游和横向对比来看，钢铁业的资产负债率仅比煤炭开采、有色金

属两个行业低，比其他行业都高，而且大幅高于制造业整体平均水平 55.8%。较高的杠杆率也

导致钢企的利息支出占比的偏高，截止 2019 年全行业利息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达到 1.02%，

远高于制造业同期成本水平。 

2019 年随着行业效益的下滑，钢企降杠杆步伐也出现放缓。从 2018 四季度开始钢材供需

基本面出现变化：一方面粗钢产量保持高速增长，2019 年达到 9.96 亿吨，同比增长 83%；另

一方面需求端受经济结构调整、增速下滑的影响，出现增速放缓。受此影响 2019 年钢铁行业

经济效益出现一定下滑，全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33.6%，导致钢企通过自身经营改善降杠杆的

步伐也受到一定延缓，截止 2019 年 12 月全行业资产负债率 61.9%，相比去年年末下降 0.6 个

百分点，但从环比来看，比 11 月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 

随着近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加大，未来较高的财务负担对企业生产经营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都带来影响。从企业层面来看，近几年大部分钢企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产能布局调整、

加大节能减排投资，企业资本性支出加大，截止 2019 年末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 26%，

创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在加上人力成本上升等带来的挑战，较高的财务负担已对企业的经营

带来较大的压力，尤其是部分杠杆率仍处在高位的钢企。继续开展去杠杆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企

业财务负担、帮助企业脱困、优化融资结构有积极作用，同时也能支撑钢铁开展兼并重组、布

局调整、转型升级，保障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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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利润和销售利润率  图 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资产负债率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3：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与上下游产业资产负债

率 

 图 4：利息费用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3. 钢企全面借助债转股推进去杠杆还存在一定制约 

从 2016 年 9 月国家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开始，企业降杠杆、债

转股已经近 3 年多。钢铁行业内前后有 10 多家钢铁企业与银行机构签署了债转股协议，合计

金额达到近 188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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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钢铁行业债转股协议项目 

标的企业 金融机构 规模 时间 

武钢集团 建行 240 亿 2016 年 8 月 18 日 

中钢集团 
中行、交行、国开行、农行、

进出口银行、浦发 
600 亿 2016 年 9 月 27 日 

太钢集团 工行 40 2016 年 12 月 26 日 

马钢集团 建行   2016 年 12 月 29 

安钢集团 建行   2017 年 1 月 11 日 

南钢股份 建行 30 亿 2017 年 2 月 22 日 

酒钢集团 建行 100 亿 2017 年 3 月 10 日 

鞍钢集团 兴业 100 亿 2017 年 4 月 5 日 

河钢集团 建行 200 亿 2017 年 5 月 19 日 

山东钢铁集团 工行 260 亿 2017 年 5 月 25 日 

鞍钢集团 建行 240 亿 2017 年 6 月 30 日 

包钢集团 
中行、交行、国开行、农行、

兴业、工行等 
115 亿 2018 年 12 月 27 日 

包钢集团 平安银行   2019 年 8 月 9 日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收集整理、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在上市公司层面，截止目前债转股落地的项目只有 4 项：南钢股份、华菱钢铁、西宁特钢、

包钢股份，合计披露的金额 144.7 亿元，相比较 32 家 A 股上市公司的 4444 亿元的有息负债

而言，占比很低。整体而言，钢铁行业通过债转股、降杠杆的项目比例较低。 

 

表 2：钢铁上市公司债转股落地项目 

 
标的名称 债转股参与机构 

金额（亿

元） 
持股比例 实施时间 

南钢股份 南钢发展 建信 30 30.97% 2017 年 3 月 

华菱钢铁 

华菱湘钢  建信、中银、工银等  12.5  8.86% 
2018 年 12

月  

华菱涟钢 建信、中银、工银等  11.6 11.03% 
2018 年 12

月 

华菱衡管 建信、中银、工银等  6.3 17.23% 
2018 年 12

月 

西宁特钢 西钢新材料 工银等 7 24.35% 2019 年 7 月 

包钢股份 包钢金属 中银、工银、农银等 77.3 不超过 49% 2019 年 9 月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公告、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过去两年金融行业也在经历着去杠杆，实施债转股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同时又受到商业银

行并表、资金募集、资本占用等诸多制约。而实际推进过程，债转股的定价等市场化问题也成

为影响推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部分国有资本占比偏高的行业，双方都不愿意承担因折价而

带来的国有资本损失。这些都导致债转股推进整体较慢。 

2019 年 7 月末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联合发布《2019 年降低企

业杠杆率工作要点》，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提法，包括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综合运用各类

降杠杆措施、进一步完善企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但目前来看，债转股作为一项按照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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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推进企业降杠杆的举措，它还面临一定制约，钢企较难全面铺开借助债转股实施去杠杆。 

 

表 3：《2019 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 

 2019 版要点新提法 

首次出现

“债转股的

扩面提质”

表述 

2019 年则将其“加大力度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增量扩面提质”列为第一

项。同时强调要推动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挥债转股主力军的作用，要求相关

商业银行从人力投入、内部地位、激励机制等方面落实保障。 

明确拓宽实

施机构的资

金募集渠道 

2019 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出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起设立资管产品备案制

度，将市场化债转股资管产品列入保险资金等长期限资金允许投资的白名

单，探索提出允许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公募资管产品依法合规参与优质企业债

转股。 

对资金期限

错配提出解

决 

鼓励保险资金在内的长期的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债转股。这有利于发挥保险

资金期限比较长的优势。 

 

将解决资本

占用问题列

为工作重点 

一方面支持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另一方面要求银保监会在 2019 年

底之前妥善解决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机构持有债转股股权风险权重较高、资

本占用较多问题。 

推进债转股

资产定价市

场化 

《要点》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各类交易场所依法合规开展转股资产交易，尽

快选择若干家交易场所开展相对集中交易试点。有效完善国有企业、债转股

实施机构等尽职免责办法，解除相关主体后顾之忧。 

明确建立市

场化债转股

项目评估检

查机制 

明确监管机构定期就市场化债转股项目在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治

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落实情况进行现场调研、评估和监督检查。 

弱化对企业

债务风风险

防范机制的

要求 

相比 2018 年要点将企业债务风险防范工作排在第一位，2019 年直接将其放

在第三大工作要点，这也符合当前宏观经济稳增长、弱化去杠杆的的要求。 

资料来源：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4. 政策对直接融资的支持，将有利于钢企去杠杆、改善盈利水平 

截止 2019 年三季度，纳入申万统计的 32 钢铁上市公司中，有 5 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有四家资产负债率介于 60%和 70%之间。有四家公司带息负债超过 300 亿元，9 家公司带息负

债介于 100 亿元和 300 亿元之间。从成本角度来看，有六家公司的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超过了销售净利率，也意味付给银行甚至高于自己挣得。但从销售毛利率来看，2019 年前三季

度申万全行业平均达到 11.2%。尽管在 2019 年钢铁行业整体效益都出现了下滑，但大部分公

司的毛利率还是高于 10%的水平。从未来中长期来看，我们在 2020 年度策略报告中提出钢铁

需求只是决定盈利的高度，供给的自主调整保障盈利的底线，随着供给侧总量、结构、企业竞

争行为上的突破，钢铁行业的自主调整能力得到全面提升，钢企的盈利整体有保障，盈利水平

中长期将处在稳定水平。 

相比债转股，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的直接融资的方式运作多年，在市场化、法治化上更具

备优势。钢铁行业是国家重点控制产能行业，过去一段时间很难从资本市场获得直接融资；从

2016 年至今，钢铁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模式从市场获得资金仅 182 亿元。随着直接融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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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央行的支持，将有利于钢铁上市公司借助资本市场开展降杠杆工作，同时也带来盈利水平改

善的机会。从钢铁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来看，可以关注现阶段资产负债率偏高，公司毛利率大

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公司。 

 

表 4：2016 年至今钢铁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情况 

名称 发行日期 发行方式 实际募资总额(亿元) 其中：货币募集金额(亿元) 

华菱钢铁 2019-12-26 定向 87.35  0  

中信特钢 2019-08-23 定向 231.79  0  

安阳钢铁 2019-05-17 定向 16.18  16.18  

三钢闽光 2018-06-12 定向 27.62  0  

本钢板材 2018-02-01 定向 40.00  40.00  

新钢股份 2017-10-24 定向 17.60  17.60  

常宝股份 2017-10-12 定向 9.92  0  

南钢股份 2017-09-07 定向 17.88  17.88  

新兴铸管 2017-02-16 定向 17.90  17.90  

西宁特钢 2016-11-15 定向 17.50  17.50  

三钢闽光 2016-08-24 定向 30.00  30.00  

杭钢股份 2016-05-13 定向 24.75  24.75  

三钢闽光 2016-04-08 定向 23.25  0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6：钢铁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   图 7：钢铁上市公司有息负债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8：钢铁上市公司销售净利率和财务费用占比  图 9：钢铁上市公司 2019 年 Q3 销售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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