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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钢铁行业市场潜力现状及投资吸引力研究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804/627753.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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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2016 年全球粗钢产量 16.28 亿吨， 同比增长 0.50%，扣除掉中国的粗钢产量后，约年产
8.20 亿吨，同比增长仅 0.43%。 考虑到进出口对实际耗钢的影响后，我们发现 2016
年国外整体粗钢表观消费量同比减少0.11%。 2017 年前 11
月的数据显示国外粗钢表观消费量仅增加 0.63%， 即比 2016 年同期增加 520 万吨左右，
考虑到各国库存还有小幅的增加， 我们认为国外实际耗钢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若 2018
年表观消费增速可以进一步上升， 则可能会对耗钢具有正贡献。
国外粗钢表观消费量测算（万吨）-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 年 1-11 月全球
粗钢产量143343153800156013165035166945162000162805141285同比变化率15.72%7.
30%1.44%5.78%1.16%-2.96%0.50%5.34%扣除中国后粗钢产量794698360482909828358
4714816188196870102同比变化率20.10%5.20%-0.83%-0.09%2.27%-3.66%0.43%5.10%
中国表观需求6120666793687617657574038700357094070447同比变化率6.55%9.13%2.
95%11.36%-3.31%-5.41%1.29%9.07%国外粗钢表观消费量821378700787252884609290
7919659186583104同比变化率23.64%5.93%0.28%1.38%5.03%-1.01%-0.11%0.63%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钢铁行业市场潜力现状及投资吸引力研究报告》共十
章。首先介绍了钢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钢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钢铁行业市场运
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钢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钢铁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钢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钢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钢
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2014-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背景环境
1.1 全球经济形势
1.1.1 全球宏观经济
1.1.2 美国经济
1.1.3 欧洲经济
1.1.4 日本经济
1.1.5 新兴市场经济
1.2 宏观经济指标
1.2.1 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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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工业运行情况
1.2.3 固定资产投资
1.2.4 房地产开发投资
1.3 国内经济形势
1.3.1 制造业PMI
1.3.2 社会物价水平
1.3.3 财政收支平衡
1.3.4 货币市场形势
1.4 产业需求环境
1.4.1 传统用钢行业回落
1.4.2 钢材市场需求放缓
1.4.3 重点用钢行业需求
1.4.4 下游用户需求升级
第二章 2014-2018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分析
2.1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发展历程
2.1.1 产能过剩周期介绍
2.1.2 产能过剩形势分析
2.1.3 产能过剩治理经验
2.2 2014-2018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的表现
2.2.1 行业集中度低
2.2.2 产能利用率低
2.2.3 行业亏损面广
2.3 2014-2018年中国重点行业产能过剩现状分析
2.3.1 重点产业产能过剩现状
2.3.2 钢铁产业
2.3.3 煤炭产业
2.3.4 平板玻璃
2.3.5 水泥产业
2.3.6 电解铝
2.3.7 船舶工业
2.3.8 光伏产业
2.3.9 风电产业
2.3.10 石化产业
2.4 中国工业产能过剩成因分析
2.4.1 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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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市场供需的结构性失衡
2.4.3 刺激政策的过度激励
2.4.4 整体国际市场的萎缩
2.5 去产能工作重点路径
2.5.1 政府提供补偿
2.5.2 处置银行不良资产
2.5.3 妥善处理就业问题
2.5.4 鼓励企业兼并重组
2.5.5 建立产能检测体系
2.5.6 提高行业准入标准
2.5.7 积极淘汰落后产能
2.5.8 完善破产清算制度
2.5.9 打破刚性兑付
2.5.10 改革官员考核机制
2.6 中国去产能工作主要方向
2.6.1 去产能工作的必要性
2.6.2 供给侧改革政策内容
2.6.3 去产能工作主要措施
2.7 中国去产能工作存在的障碍
2.7.1 推出效果上的偏差
2.7.2 市场多方面的阻碍
2.7.3 缺乏科学的退出机制
2.8 去产能工作对策建议
2.8.1 提高调控政策的科学性
2.8.2 加大政策执法力度
2.8.3 加快配套政策的改革速度
2.8.4 完善和规范价格政策
2.8.5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2.8.6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第三章 2014-2018年中国钢铁产业发展分析
3.1 2014-2018年全球钢铁产业发展现状
3.1.1 全球钢铁生产格局
3.1.2 全球钢铁企业格局
3.1.3 全球钢铁市场形势
3.1.4 钢铁行业整合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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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4-2018年中国钢铁产业运行分析
3.2.1 销售收入
3.2.2 利润规模
3.2.3 利润水平
3.2.4 资产负债水平
3.2.5 区域分布格局
3.3 2014-2018年中国钢铁行业规模分析
3.3.1 行业现状特征
3.3.2 企业数量规模
3.3.3 行业产能规模
3.3.4 钢铁产量规模
3.3.5 钢材种类结构
3.3.6 粗钢消费规模
中国粗钢表观消费量（万吨） -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年 1-11 月
粗钢产量 63874 70197 73104 82200 82231 80383 80837 76480 同比变化率 10.69%
9.90% 4.14% 12.44% 0.04% -2.25% 0.56% 5.70% 中国表观需求量 61206 66793 68761
76575 74038 70035 70940 70447 同比变化率 6.55% 9.13% 2.95% 11.36% -3.31%
-5.41% 1.29% 9.07% 第二产业 GDP 同比变化 12.70% 10.70% 8.40% 8.00% 7.40%
6.20% 6.30% 6.30%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3.4 2014-2018年中国钢铁进出口情况
3.4.1 钢材进口规模
3.4.2 进出口产品结构
3.4.3 钢材出口情况
3.4.4 进出口价格
3.4.5 铁矿石进出口情况
3.5 2014-2018年中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情况分析
3.5.1 综合能耗指标
3.5.2 工序能耗指标
3.5.3 生产用水情况
3.5.4 废水及其污染物排放
3.5.5 废气及其污染物排放
3.5.6 固体废弃物资源利用
3.5.7 节能减排工作特点
3.6 中国钢铁产业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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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市场需求下降
3.6.2 结构性矛盾突出
3.6.3 退出渠道不畅
3.6.4 市场环境待完善
3.6.5 企业融资难
3.7 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对策建议
3.7.1 政策发展建议
3.7.2 海外投资建议
3.7.3 提升行业集中度
3.7.4 信息工作建设
第四章 2014-2018年中国钢铁产业去产能工作分析
4.1 全球钢铁产业去产能工作经验
4.1.1 大规模协同生产
4.1.2 跨区域整合生产
4.1.3 抢占高端产品市场
4.1.4 提高核心竞争力
4.2 2014-2018年中国钢铁产业去产能工作进程
4.2.1 推进去产能工作
4.2.2 钢铁去产能进度
4.2.3 行业效益好转
4.2.4 稳定市场价格
4.2.5 控制钢铁产量
4.3 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人员安置问题分析
4.3.1 去产能造成失业压力
4.3.2 多渠道安置职工
4.3.3 财政资金支持
4.3.4 失业托底措施
4.3.5 开放就业市场
4.3.6 提升就业服务
4.4 钢铁产业去产能工作风险分析
4.4.1 过分依赖政策推动
4.4.2 配套政策不完善
4.4.3 企业主动性弱
4.4.4 金融支持面临障碍
4.4.5 去产能陷入“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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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国钢铁产业去产能工作政策方向
4.5.1 淘汰落后产能
4.5.2 严格环保要求
4.5.3 加快产业转移
4.5.4 促进兼并重组
第五章 2014-2018年重点区域钢铁去产能工作进展
5.1 山西省
5.1.1 去产能工作政策意见
5.1.2 去产能工作进展
5.1.3 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5.1.4 煤企去产能动态
5.1.5 职工安置措施
5.2 河北省
5.2.1 钢铁行业运行分析
5.2.2 实施钢铁行业高标准
5.2.3 钢铁去产能工作进展
5.2.4 钢铁去产能工作特征
5.2.5 钢铁去产能工作措施
5.3 山东省
5.3.1 钢铁去产能指导政策
5.3.2 钢铁去产能工作进展
5.3.3 钢铁去产能工作任务
5.3.4 钢铁去产能工作措施
5.4 辽宁省
5.4.1 强化环保作用去产能
5.4.2 钢铁去产能工作措施
5.4.3 钢铁去产能工作措施
5.4.4 钢铁去产能工作计划
5.5 吉林省
5.5.1 钢铁去产能工作进程
5.5.2 钢企去产能工作现状
5.5.3 重点城市钢铁去产能
5.5.4 钢铁去产能工作计划
5.6 河南省
5.6.1 钢铁去产能指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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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钢铁去产能工作措施
5.6.3 重点钢企去产能计划
5.6.4 钢铁去产能工作目标
5.7 安徽省
5.7.1 钢材市场走势分析
5.7.2 钢铁产业转型态势
5.7.3 钢铁去产能工作成效
5.7.4 钢铁去产能工作目标
5.7.5 钢铁去产能工作措施
5.8 贵州省
5.8.1 钢铁去产能指导政策
5.8.2 钢铁去产能工作措施
5.8.3 钢铁去产能工作计划
第六章 2014-2018年中国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分析
6.1 2014-2018年中国钢铁产业竞争格局现状
6.1.1 产业组织现状
6.1.2 产业集中度
6.1.3 组织结构优化
6.2 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基本介绍
6.2.1 钢铁行业主要重组类型
6.2.2 行业兼并重组主要模式
6.2.3 行业兼并重组基本原则
6.2.4 行业兼并重组发展目标
6.3 2014-2018年中国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动态分析
6.3.1 五大集团兼并情况
6.3.2 钢企重组的必要性
6.3.3 行业整合路径清晰
6.3.4 宝武钢铁重组动态
6.4 中国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工作对策建议
6.4.1 加强顶层设计
6.4.2 完善后续工作
6.4.3 推进大型企业重组
6.4.4 支持区域优势企业
6.4.5 探索市场协同办法
6.4.6 鼓励企业延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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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更好地发挥政府功能
第七章 2014-2018年中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7.1 中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概况
7.1.1 政策支持产业转型
7.1.2 行业转型的必要性
7.1.3 行业转型升级方向
7.1.4 大力发展非钢产业
7.2 钢铁行业转型智能制造
7.2.1 钢铁智能制造转型概述
7.2.2 钢铁行业智能化的必要性
7.2.3 钢企智能制造转型案例
7.2.4 钢铁行业智能化制约因素
7.2.5 钢铁行业智能制造实施路径
7.3 积极拥抱“互联网+”发展钢铁电商
7.3.1 钢铁电商市场发展现状
7.3.2 钢铁电商市场竞争格局
7.3.3 钢铁电商商业模式分析
7.3.4 钢铁电商重点平台分析
7.3.5 钢铁电商存在的问题
7.3.6 钢铁电商市场发展方向
7.4 借力金融市场
7.4.1 钢铁期货市场建设
7.4.2 转型金融服务领域
7.4.3 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
7.5 大数据驱动钢铁行业转型升级
7.5.1 大数据应用的积极意义
7.5.2 大数据助力生产企业转型
7.5.3 大数据优化企业供应链
7.5.4 大数据在客户服务领域的创新
7.5.5 大数据完善钢铁产业信用体系
第八章 2014-2018年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政策分析
8.1 钢铁产业调整政策
8.1.1 政策目标
8.1.2 市场准入
8.1.3 市场退出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8.1.4 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8.1.5 环境保护
8.1.6 资源保障
8.1.7 能源节 约
8.1.8 国际化发展
8.1.9 市场环境
8.2 淘汰钢铁行业落后产能政策
8.2.1 提高环保准入要求
8.2.2 提高资源节 约标准
8.3 化解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局面
8.3.1 推进工业去产能工作
8.3.2 化解钢铁行业产能过剩
8.3.3 严控钢铁行业用地供应
8.3.4 严格监管去产能执行情况
8.3.5 地区钢铁去产能政策
8.4 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保障政策
8.4.1 财政支持去产能工作
8.4.2 金融支持去产能工作
8.4.3 保障职工安置工作
8.5 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政策
8.5.1 推动企业调整与重组
8.5.2 推进处理僵尸企业
第九章 2014-2018年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重点企业经营分析
9.1 宝钢股份
9.1.1 企业发展概况
9.1.2 经营效益分析
9.1.3 业务经营分析
9.1.4 财务状况分析
9.1.5 未来前景展望
9.2 武钢股份
9.2.1 企业发展概况
9.2.2 经营效益分析
9.2.3 业务经营分析
9.2.4 财务状况分析
9.2.5 未来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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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包钢股份
9.3.1 企业发展概况
9.3.2 经营效益分析
9.3.3 业务经营分析
9.3.4 财务状况分析
9.3.5 未来前景展望
9.4 华菱钢铁
9.4.1 企业发展概况
9.4.2 经营效益分析
9.4.3 业务经营分析
9.4.4 财务状况分析
9.4.5 未来前景展望
9.5 安阳钢铁
9.5.1 企业发展概况
9.5.2 经营效益分析
9.5.3 业务经营分析
9.5.4 财务状况分析
9.5.5 未来前景展望
9.6 抚顺特钢
9.6.1 企业发展概况
9.6.2 经营效益分析
9.6.3 业务经营分析
9.6.4 财务状况分析
9.6.5 未来前景展望
9.7 太钢不锈
9.7.1 企业发展概况
9.7.2 经营效益分析
9.7.3 业务经营分析
9.7.4 财务状况分析
9.7.5 未来前景展望
9.8 三钢闽光
9.8.1 企业发展概况
9.8.2 经营效益分析
9.8.3 业务经营分析
9.8.4 财务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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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 未来前景展望
第十章 中国钢铁行业前景展望及机遇分析（ZY LII）
10.1 钢铁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10.1.1 全球钢铁需求量预测
10.1.2 中国钢铁行业形势展望
10.1.3 中国钢铁行业前景预判
10.1.4 中国钢铁行业数据预测
10.2 中国钢铁行业“十三五”重点工作
10.2.1 钢铁行业去产能
10.2.2 电炉炼钢领域
10.2.3 钢铁行业绿色发展
10.2.4 互联网+钢铁
10.3 中国钢铁行业发展机遇分析
10.3.1 行业转型升级机遇（ZY LII）
10.3.2 产品结构调整机遇
10.3.3 建筑钢材发展机遇
10.3.4 基建领域发展机遇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 2011-2018年美国就业市场走势
图表 2011-2018年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PMI走势
图表 日本央行对部分超额存款准备金实行负利率
图表 2014-2018年新兴市场资金外流压力
图表 2011-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速
图表 2011-2018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图表 2011-2018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及增速
图表 2015-2018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图表 2011-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图表 2018年按领域分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占比
图表 2014-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图表 2015-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图表 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PMI走势
图表 2018年中国PPI月度同比跌幅
图表 2018年各月份CPI走势预测
图表 2011-2018年中国财政收支差额及赤字率
图表 2011-2018年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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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4-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
图表 2011-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周期
图表 2011-2018年中国三产对GDP的贡献率
图表 2011-2018年中国六大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图表 特别国债注资商业银行流程
图表 美国、日本去产能对失业率的冲击
图表 2011-2018年美国破产企业数量
图表 2018年中央多次会议重点讨论供给侧改革
更多图表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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