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国际钢铁行业 2022 年信

用风险展望：压减产量促环保 

信用风险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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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钢铁行业呈价格和成本双高特点，前三季度行业收入和利润总

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但预计 2022 年行业收入和利润水平将小幅下滑；由

于行业存量债务主要集中于个别企业，预计未来企业盈利水平仍能为债务

偿还提供保障，行业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供需格局：2021年，我国钢铁产量压减成效显现，表观消费量增速略

有放缓。预计 2022 年钢铁行业仍将在压减产能产量的基调上维持供给；

下游行业对用钢需求拉动有限。 

价格趋势：2021年我国钢材及其原材料价格均显著高于2020年水平；

在环保大背景下，预计 2022 年钢铁对铁矿石需求或适当减少，国家对铁

矿资源勘查力度加大有望减少行业对海外铁矿石依赖，铁矿石价格将波动

下行，整体平稳；结合钢材供需及原材料价格走势，预计钢铁价格将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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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降。 

盈利能力：2021 年 1~9月，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营业收

入和利润总额同比均大幅增长；预计在供需和成本共同作用下，2022年行

业收入和利润水平将小幅下滑。 

债务压力：偿债压力主要集中于个别企业，需关注个别企业偿债风险。 

信用质量：2021年，前期受永煤违约事件延续影响，钢铁行业平均信

用利差持续走扩，而后随着市场情绪缓和，信用利差逐渐收窄；由于钢铁

行业存量债务主要集中于个别企业，预计未来钢铁企业盈利水平仍能为债

务偿还提供保障，行业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供需格局 

2021年，我国钢铁产量压减成效显现，因下半年钢铁限产政策不断加

码，同时能耗双控、电力供应紧张直接或间接导致钢铁供给受限，导致我

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自 6 月以来逐月下滑；我国钢材表观消费量增速

略有放缓；预计 2022年钢铁行业仍将在压减产能产量的基调上维持供给，

下游行业对用钢需求拉动有限。 

2020年 9月，中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基于这一背景，2021年

钢铁行业政策重点在于促进行业绿色低碳健康发展，推行去产能和去产量

并举。在政策推动下，2021年 1~10月，我国实现生铁和粗钢产量分别为

7.34 亿吨和 8.77 亿吨，同比分别下降 3.20%和 0.70%，二者实现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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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最低增速，且粗钢产量首次出现负增长，产量压减成效显现；实现

钢材产量 11.22 亿吨，同比增长 2.80%。2021 年初，在国内需求带动及

海外疫情缓解、国外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影响下，我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

量逐月增长，但为完成压减产能产量目标，下半年钢铁限产政策不断加码，

同时能耗双控、电力供应紧张直接或间接导致钢铁供给受限，自 6月以来，

我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逐月下滑，下滑速度和幅度明显加快。 

大公国际认为，目前我国产能产量双控政策已见成效，但在

《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十四五”全国清

洁生产推行方案》等政策要求下，预计 2022 年钢铁行业仍将在压减产能

产量的基调上维持供给。此外，受秋冬季攻坚范围进一步扩大及冬奥会举

办影响，预计 2022年上半年错峰限产对全年钢材供给有一定影响。 

需求方面，2021年 1~7月，我国钢材表观消费量 5.71亿吨，同比增

长 6.47%，增速略有放缓。建筑（房地产+基建）为核心用钢领域，同时

带动机械、家电等行业间接用钢需求。从房地产行业来看，2021年 1~10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7.30%，销售额同比增长 11.80%，增速同

比分别提高 7.30和 6.00个百分点，但年内累计增幅均持续收窄。2021年

初，消费者购房热度不减，商品房月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波动增长，于 6 月

实现年内最高销量和销售额；但受房地产调控政策频频收紧，7 月以来，

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逐月均双双下滑。2021年 1~10月，房地产开

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7.20%，增速同比提高 0.90个百分点，年内累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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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增速持续下滑，其中，建筑工程投资和土地购置费占比分别为 59.05%

和 31.11%。2021年 1~10月，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总价有所波动，其

中，为稳地价从而进一步稳房价，我国 2月推出针对 22个重点城市“两集

中”住宅用地政策，由于上半年商品房销售情况好且尽早拿地有利于房企

完成全年销售目标，地产商拿地热情依旧很高，上半年土地第一轮集中出

让顺利完成；但下半年随着预售资金等监管政策收紧、销售资金回笼承压、

“三道红线”维持高压、部分企业违约进一步恶化融资环境，地产商拿地

意愿和能力明显下滑。2021年1~10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7.70%，

增速同比继续下滑，其中，上半年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增速仍为正；房屋

竣工面积同比增长 16.30%，增速同比由负转正，竣工节奏明显加快。整体

来看，2021年房地产仍维持一定用钢需求，尤其是上半年，对钢材需求支

撑较为明显。 

基建行业方面，2021 年 1~10 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

1.00%，增速同比提升 0.30 个百分点。制造业方面，2021 年 1~10 月，

我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14.20%，增速同比由负转正，年

内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幅放缓但仍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幅度，对用钢需求形

成较好支撑。2021年 1~10月，挖掘机作为机械行业代表产品，产量同比

增长 11.90%，增幅同比下降 20.80个百分点；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7.10%，

增速同比由负转正，汽车行业低迷状态有所缓和；主要家用电器产量呈不

同发展态势，空调产量增速同比由负转正，彩电增速同比由正转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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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认为，2022年，预计下游行业对用钢需求拉动有限。房地产

方面，行业仍将在“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主旋律

上进行调控，政策将保持连贯性。建安工程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用钢需求，

但叠加现金流和预期情况，拿地或更趋于谨慎，同时集中拿地对房企现金

流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限制地产商拿地，或对商品房的进一步的开发

和销售造成影响。基建方面，“十四五”规划强调，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

施，加快交通、能源、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发挥市场主导作

用，打通多元化投资渠道，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同时，2021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总体来看，基建投资面

临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其 2022 年投资增速仍有赖于政策具体落实情况。

制造业中的工程机械和家电行业未来用钢需求或主要依赖房地产和基建行

业的发展状况；汽车行业，预计随着疫情影响减弱及芯片短缺问题的逐步

缓解，其仍将维持一定用钢需求，但其景气程度仍受到芯片具体供应节奏

影响。 

价格趋势 

2021年我国钢材及其原材料价格均显著高于 2020年水平；在环保大

背景下，预计 2022 年钢铁对铁矿石需求或适当减少，国家对铁矿资源勘

查力度加大有望减少行业对海外铁矿石依赖，预计 2022 年铁矿石价格将

波动下行，整体平稳；结合钢材供需及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走势，预计 2022

年钢铁价格将稳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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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0月，我国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在 122.72~174.81点间波

动，整体高于 2020年平均水平，且价格指数振幅有所扩大。 

钢材价格除受产品供需市场影响外，亦受原材料市场影响。钢材生产

所需原材料主要包括铁矿石、焦炭、炼焦煤和废钢等。铁矿石方面，2021

年 1~10月，铁矿石综合价格指数 1，248.53元/吨，同比大幅增长 61.97%，

铁矿石价格高位震荡，其中，在钢材消费旺季铁矿石价格被拉动、部分钢

厂为“五一”备库、前期铁矿石价格高企增加投资商投机需求等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铁矿石价格从 4 月中下旬起快速增长，但随着政府对大宗商品

价格上涨的强势调整，钢材价格骤降波及至原材料端，5 月中下旬铁矿石

价格急剧下跌；随着钢铁行业供给端收缩力度加大，铁矿石需求得到抑制，

下半年铁矿石价格整体呈波动下滑态势。其他原材料方面，2021年 1~10

月，焦炭价格指数 2，787.68 元/吨，炼焦煤指数 2，376.50 点，废钢价

格 3，487.22元/吨，同比均大幅增长。 

大公国际认为，在“双碳”、“双控”等环保的大背景下，预计 2022

年钢铁行业仍将在压减产能产量的基调上维持供给，对铁矿石需求或适当

减少，同时，2021年 5月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强调国家将加大铁矿资

源勘查力度，其有望减少对海外铁矿石的依赖，预计 2022 年铁矿石价格

将波动下行，整体平稳；焦炭和炼焦煤作为钢铁生产的主要原材料，预计

2022年二者价格走势趋于相似，在供需的共同作用下，价格均有所下滑且

振幅收窄；在政策支持下，钢材生产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预计 2022 年废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