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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板月报：本月屡创新低，下月跌幅收窄 

核心提示：6 月份全国中板市场加速下滑，各地区均深跌不止，整体成交情况也是不 

尽人意。而对于下月，整个钢市依旧处于淡季，而且成本方面也在不断弱化，但考虑上月价 

格屡创新低，继续深跌的可能性不大，因而预计下月跌幅收窄。 

◆本月国内中厚板加速下滑 

◆上月国内中厚板产量同环比均增 

◆本月中板库存继续小幅增加 

◆上月中板进出口同比均继续增加 

◆本月中板下游需求仍显疲弱 

◆本月主导钢厂出厂价仍以跌为主 

◆下月中板市场跌幅将明显收窄 

一、国内市场分析 

1. 国内市场变动情况 

6 月份全国中板市场整体延续弱势，大幅下跌。六月以来，梅雨季深入，受到高温多雨 

天气影响，终端需求一直萎靡不振，且在这种下跌行情下，为防止亏本，下游贸易商拿货十 

分谨慎，因而中板市场整个六月的交投气氛都十分的惨淡，贸易商们出货不畅，对后市多不 

看好，心态偏空，跌价消货操作一度成为主流。另外，原材料弱势阴跌，钢厂锁单价不断下 

调，使得市场信心严重受挫，这也是中板价格连续下跌的推动力之一。总的来说，本月全国 

各地区中板价格屡创新低，下跌幅度最大的有 300 元/吨左右之多，部分地区甚至跌破 2000 

元大关。七月炎炎夏日将至，终端需求面基本难有较大改善，且就从月末的市场行情来看， 

成交依旧不尽如人意，中板止跌难盼，不过考虑到目前市价已处低位，下行空间或不大，故 

料七月份中板市场价格或窄幅弱调。 

图 1：2015年 6月国内主要城市 Q235 20mm中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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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2. 产能及产量分析 

2015 年 5 月份国内中厚板产量为 692.2 万吨，同比增 3.30%，环比增加 9.73%，同、环 

比均小幅增加， 日均产量为 22.33 万吨。 其中中板产量为 405.6 万吨， 厚钢板为 220.9 万吨， 

特厚板的产量为 65.7万吨。与上月相比，本月所有品种产量均小幅增加。进入 5 月份以来， 

钢厂在原材料价格处于低位的诱导下，生产积极性不减，而且考虑到五月份过后，淡季即将 

来袭，各大钢厂也要开启例行检修计划，届时钢厂产能将受到影响，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五 

月份将是钢厂抓住时机高速生产的时期。对于下月，淡季效应比较明显，部分钢厂也已经曝 

出检修，加之现货市场深跌不止，钢厂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因为我们预计下月中板产能或 

可小幅减少。 

图 2：2014年 5月2015年 5月国内中板产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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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3. 主要城市库存分析 

6月份国内中厚板库存总量处于一个小幅震荡的态势，整体增长缓慢，据统计，截至6 

月29日， 全国主要城市中板库存总量为114.5万吨， 较上月同期增加了0.1万吨， 增幅为0.9%。 

进入6月份以来，整个中板市场便开启了加速下跌通道，市价阴跌不止，淡季效应在中板市 

场表现的淋漓尽致，但钢厂仍正常发货，然而高温多雨天气，使得终端需求日益萎缩，市场 

每日成交量也只有几百吨左右， 因而即使在商家补库操作较少的情况下社会库存依旧消化缓 

慢。而对于下月，即将进入“三伏天”的初伏，天气将更加炎热，虽一些钢厂进行检修，但 

仍难抵需求的萎缩，市场上供大于求的局面难以改善，因而我们预计下月主要城市库存仍将 

继续小幅增加。 

图 3：全国主要城市中板库存总量走势图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4. 进出口分析 

l 进口分析 

2015 年 5 月，我国中板进口量同环比均小幅增加。据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厚板 

进口总量为 12.30 万吨， 较 2014 年 5 月增加 1.25 万吨， 同比增长 11.28%， 环比增加 6.45%。 

其中进口中板 9.62 万吨，厚钢板 2.28万吨，特厚板 0.40 万吨。 

图 4：2014年 5月2015年 5月中板进口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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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l 出口分析 

2015 年 5 月，我国中板出口量同比小增，环比微降。据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厚 

板出口总量为 68.96 万吨，较 2014 年 5 月增加 8.04 万吨，同比增长 13.20%。其中出口中 

板 67.53 万吨，厚钢板 0.39 万吨，特厚板 1.04万吨。 

图 5：2014年 5月2015年 5月中板出口走势图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5. 下游需求分析 

l 汽车方面 

据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5 月，汽车生产 196.42 万辆，环比下降 5.56%，同比下降 

0.58%；销售 190.38 万辆，环比下降 4.55%，同比下降 0.40%。其中：乘用 车生产 167.69 

万辆， 环比下降 4.40%， 同比增长 1.66%； 销售 160.93 万辆， 环比下降 3.57%， 同比增长 1.20%。 

商用车生产 28.73 万辆，环比下降 11.78%，同比下降 11.93%；销售 29.45 万辆，环比下降 

9.57%，同比下降 8.29%。5 月汽车产销同环比双降，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57.3%，连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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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高于 50%，同比上升 8%，尽管车企官方降价、缩减产能、调低目标，似乎并没有起到多 

大作用，车企销量普遍下滑。目前，我国汽车行业呈现出增速下滑、全面价格战，产能过剩 

渐成共识。6-7 月为车市传统淡季，产销继续萎缩风险较大，汽车用钢需求将小幅回落。 

图 6：2011 年 2月-2015 年 5月汽车产销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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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汽车工业协会，富宝资讯整理 

l 基础设施建设 

据最新数据核算，5 月份，全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同环比增长 12.83%、23.34%，分别较 

前一个月增速加快 4.60 个百分点、9.38 个百分点。不过，1-5 月的基建投资较 1-4 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投资增长依旧低于预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出口疲弱，投资、消费承担稳 

增长重任，比较而言，短期内基建投资仍是稳增长最有效的手段，因此，6 月份，基建稳增 

长力度不断加大。国家 6月上旬推出涉及积极财政政策、地方债置换、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等 

多方面政策； 中旬决定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加强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并推出新一批重大工程包；月底重启逆回购，降息并定向降准，为整体经济及基 

建释放流动性。不过，政策具有滞后性，这些稳投资的举措不可能立竿见影，由于 7月份已 

进入大范围高温、降雨的传统施工淡季，基建投资将依季节性走势下滑，相关螺线、热轧、 

管型材等用钢需求也将出现明显萎缩。 

图 7 近 4年来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月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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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富宝资讯整理 

船舶工业 

2015 年 1～5 月份，全国造船完工 1548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8.9%；新承接订单 786 

万载重吨， 同比下降 77.4%。 截至 5 月底， 全国手持船舶订单 13818 万载重吨， 同比下降 8.2%， 

比 2014 年年底下降 7.5%。受全球船舶订单量大幅下滑影响，我国新承接订单下滑明显，目 

前国内船企完工量上升，主要是消化前期订单，所以导致手持订单有所下降。进入 6 月份以 

来，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一路上升，上涨势头良好，航运业有回暖迹象。此外， 

我国船舶业“十三五”前期稿完成，重点扶持高端海工装备，提振市场预期。综合来看，船 

舶行业利好因素正蓄势， 但持续性以及传导性还有待观察， 毕竟国内正处于去过剩产能阶段， 

预计船板等需求暂难有明显起色。 

图 8：2012-2015 年三大造船指标增速变化情况

http://baike.steelhome.cn/synonym-view-12.html
http://baike.steelhome.cn/doc-view-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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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富宝资讯整理 

6. 钢厂调价分析 

6 月份全国各大主导钢厂的新价政策延续弱势，继续下跌。如下表 1 中所示，除宝钢、 

重钢平盘以外，其余钢厂新价均有所下调，幅度 80-200 元/吨，表明了目前钢厂对后期钢市 

行情依旧不看好。究其原因，六月以来，梅雨季节深入，淡季效应愈发明显，终端需求萎靡 

不振， 市场上交投气氛十分惨淡， 出货不畅导致贸易商订货补货意愿不强， 到钢厂拿货很少， 

钢厂方面接单情况偏差，厂商信心略显不足。另一方面，本月原材料整体弱势，成本支不足， 

市场信心受挫，也成为锁单价下跌的推动力之一。此外据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6 月上旬会 

员钢铁企业粗钢日产量 173.91 万吨，旬环比增长 2.32%，会员钢铁企业粗钢日产量预估值 

180.32 万吨，旬环比增长 2.08%，且 6月上旬末，会员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 1630.91 万吨， 

较上一旬末增长 3.03%，较上月同期增长 2.75%，粗钢产量的上升，钢企库存量的不断增加 

无疑将成为钢价反弹的巨大阻力。总的来说，七月份，天气更是炎热，需求或不会有实质性 

好转，成本支撑也难有改善，因而我们预计下月钢厂新价或弱稳运行。 

表 1：本月国内主要钢厂调价汇总 （单位：元/吨） 

钢厂 日期 
中板 20mm 

备注 
调幅 现价 

太钢 6 月 24 日 ↓200 2260 不含税 

鞍钢 6 月 17 日 ↓80 2960 不含税 

宝钢 6 月 11 日 - 2850 不含税 

莱钢 6 月 11 日 ↓100 2620 含税 

湘钢 6 月 11 日 ↓100 3600 含税 

重钢 6 月 4 日 - 3590 含税

http://www.f139.cn/news/list.do?channelID=97&categoryID=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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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二、下月中板市场展望及操作建议 

1. 行情展望 

六月份高温多雨是其显著特征，尤其是华东地区，部分地区已出现洪灾，在外在环境恶 

劣的情况下，本月中板市场也是苦不堪言，市价节节败退，难言底部，各地成交情况亦是惨 

不忍睹，现北方部分地区已经进入“1”字头，可见整个市场在淡季行情下有多么的低迷。 

不过在股市不断跌停的情况下，月底央行终于宣布降息、降准，但从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 

宏观政策的影响力还难以挽救低迷的钢市，加之目前下游无论是基建、船舶还是汽车行业均 

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而且这种行情还将继续持续，总而言之，目前市场依旧利空云集。对 

于下月我们认为，一方面在目前钢坯等原材料价格处于低位的状态下，成本支撑力度明显不 

足，钢厂虽在亏损，但在去库存压力下，挺价意愿仍不强；另一方面，进入 7月份以后，高 

温天气将更加普遍，下游开工率还要受到影响，后期需求更加不足，市价更是难寻支撑。但 

考虑本月各地区价格已经深跌不止，屡创新低，我们预计下月跌幅将有所收窄，同时也不排 

除个别地区小幅探涨的可能性。 

2. 操作建议 

下月整个钢市依旧处于需求淡季，需求差将直接影响到市价的止跌反弹，而且目前成本 

仍在不断弱化，市场跟跌情绪仍存，加之短期内这种供需矛盾难以缓解，贸易商现多快进快 

出，不敢轻易拿货，后期我们也是建议仍采取这种操作方式，以避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