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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运行及下游需求研究报告》（2023 版）简介

《钢铁行业运行及下游需求研究报告》主要对影响钢铁运行的政策、金融、投

资、用电、运输、上下游产业动态进行综述，对钢铁产品产量、销售、库存、价格、

效益进行分析和展望，为钢铁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提供宏观经济环境及企

业微观产销、价格等方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本报告分为宏观经济篇、政策篇、钢铁运行篇、下镞需求篇、结论篇。报告内

容丰富，宏观经济数据全面系统详实；行业政策、产量、销售、库存、价格、利润

面面倶到；上下游产业链、供给链信息及时准确；突出价格，既有市场价格，又有

出厂价格、釆购价格，既有全球市场，又含地区价格，各品种规格齐全；既有对当

年的分析，又有对下—年的预测，前瞻性较强。

本报告有大量数据支撑，用户可进行主要指标的对标分析，是钢铁及相关企业

在经营决策和市场研究中非常实用的、不可缺少的报告之一。

以下是部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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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篇：

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保持稳定恢复态势，增加值较上年增长 3.6%。

分季度看，一、二、三、四季度增加值分别增长 6.5%、0.7%、4.8%、2.7%。分门类

看，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3%、

3.0%、5.0%。分行业看，工业 41 个大类行业中，27 个行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增

长面达 65.9%；10 个行业增速较上年加快。

工业企业利润：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84039 亿元，比上年下降 4.0%。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利润 237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股份制企业

61611 亿元，下降 2.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0040 亿元，下降 9.5%；私营

企业 26638 亿元，下降 7.2%。分门类看，采矿业利润 155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6%；制造业 64150 亿元，下降 1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315

亿元，增长 41.8%。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72 元，

比上年增加 0.91 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09%，下降 0.64 个百分点。年末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6%，比上年末上升 0.3 个百分点。全年全国工业产

能利用率为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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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篇：

钢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原材料产业，是建设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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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我国钢铁工业以高炉-转炉长流程生产为主，一次能源消耗结

构主要为煤炭，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潜力较大。

根据《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高炉工

序能效标杆水平为 361 千克标准煤/吨、基准水平为 435 千克标准煤/吨；转炉工序

能效标杆水平为-30 千克标准煤/吨、基准水平为-10 千克标准煤/吨；电弧炉冶炼（30

吨＜公称容量＜50 吨）能效标杆水平为 67 千克标准煤/吨、基准水平为 86 千克标准

煤/吨，电弧炉冶炼（公称容量≥50 吨）能效标杆水平为 61 千克标准煤/吨、基准水

平为 72 千克标准煤/吨。截至 2020 年底，我国钢铁行业高炉工序能效优于标杆水平

的产能约占 4%，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约占 30%；转炉工序能效优于标杆水平的

产能约占 6%，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约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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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运行篇：

2022 年，全国粗钢、生铁及钢材（含重复材）产量分别为 101300.3 万吨、86382.8

万吨和 134033.5 万吨，同比分别下降 2.1%、0.8%和 0.8%。与上年相比，粗钢和生

铁产量继续下降且降幅收窄，钢材产量由增转降；全年压减粗钢产量 2172.9 万吨，

全年累计粗钢日产 277.54 万吨；全年粗钢表观消费量 9.6 亿吨，同比下降 3.4%。

从分月情况看，1-5 月粗钢日产逐月上升，5月份达到年内高点 311.6 万吨；6-7

月下降、8-9 月上升、10-11 月下降，11 月份降至年内低点 248.5 万吨；12 月份略

有回升；除 8-11 月日产水平高于上年同月外，其余各月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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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需求篇：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累计降幅逐月加深。2022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32895

亿元，比上年下降 10.0%，2021 年是同比增长 4.4%；其中，住宅投资 100646 亿元，

下降 9.5%，2021 年是同比增长 6.4%。

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较大。2022 年，基础

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9.4%，增速连续 8

个月加快，比上年大幅提高 9.0 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3.6%,公共

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10.1%,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9.3%,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3.7%,

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