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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周评：利好提振 钢价震荡上行（8.29-9.2） 

【市场预判】：本周建材小跌为主，预计下周回涨。钢厂排产计划增加，部分城市社会库存 

仍持续回升，加之期螺走势回落，打击现货心态周内各地钢价小幅走低，但主导钢厂挺价态 

度明显，上旬价格政策多数上调，提货成本支撑下，贸易商存观望待涨情绪，另外消费旺季 

到来，需求释放有望增量，故料下周行情小幅探涨。 

【内容提要】 

◆本周建材小幅走低 

◆多空交织，震荡向上 

◆钢企扭亏为盈 产量再次增长 

◆预计下周钢厂调价小幅探涨 

◆预计下周市场价格稳中震荡上行 

◆楼市预期调整，旺季需求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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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热点 

本周宏观：8 月份制造业和钢铁业 PMI 指数均处在 50%以上的扩张区间，显示当前国内 

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钢市面临着政策层面多空交织，一方面钢铁去产能政策正密集部署 

和推进，对钢价走势形成持续利好；另一方面近期国内二线热点城市密集出台楼市调控收紧 

政策，监管层收紧房地产信贷政策可能性加大，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预期。9 月进入传 

统销售“黄金期” ，大厂挺价意愿强，短期钢市仍是偏强运行。 

【经济面】 

1、1-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6.9%。1-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35235.9 亿元， 同比增长 6.9%， 增速比 1-6 月份加快 0.7个百分点。 

2、美联储年内加息可能性增加。美联储主席耶伦 26 日就外界最为关心的加息问题公开 

表态。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虽然美国经济复苏力度并不强劲，但耶伦的表态意味着美联储很 

可能在今年内上调一次基准利率。 

3、基建投资“加速度” 发改委两月批复逾 2800 亿元项目。经济步入下半场，基建投 

资开始“加速度” 。最近两个月，国家发改委重新按下了密集批复基建项目的“按钮” 。据上 

证报 记者粗略统计，7 月和 8 月两个月内，发改委共集中批复了 12 个基建项目，涉及资 

金 2849 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基本都是交通基建项目，其中包括 6个公路项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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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铁项目，以及洛阳、贵阳和成都等 3 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4、8 月中国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2016 年 8 月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 

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4%，较上月回升 0.5 

个百分点，重回 50%的荣枯线之上。 

5、央行或将慎用降准降息工具 避免释放过强宽松信号。8 月多项经济数据即将公布。 

多家机构预测，8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或比上月略有下降。有分析认为，持续 

的低通胀环境或为货币政策宽松打开一定空间。不过，更多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央行重启 

14 天逆回购，意味着重心仍在维持资金面平稳格局，并避免释放过多宽松信号，货币政策 

实质仍将保持稳健。与此同时，在通缩压力以及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单靠货币政策很难 

实现经济复苏，财政政策在这时起到的作用更大。 

6. 发改委：下一阶段将适度扩大总需求。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称，下一阶段将紧适度扩 

大总需求，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引导好市场预期，全面持续深化巡视整改。将 

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国经济面临风险、挑战，今年的经济增速符合预期。 

7、易纲：G20政策举措旨在持续的经济增长。央行副行长易纲在 G20发布会讲话：G20 

政策举措旨在持续的经济增长。 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从短期 

看全球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解决短期问题上有着比较明显的 

作用。G20 达成共识，不以竞争为目的的货币贬值，并就汇率进行更紧密沟通和协调。 

8、2015 年底我国全社会杠杆率达 249% 企业去杠杆是重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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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截至 2015 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 168.48 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 249%。在 2014 年有 

所放缓之后，2015 年又再次加快，这一趋势性变化需要引起警惕。 

【钢市】 

河北：坚定不移推进钢铁煤炭去产能。近日，河北省发改委对 8 月至 11 月的钢铁产能 

月度压减计划进行网上公示，以确保 2016 年 10 月底前完成国家下达的压减任务，11 月底 

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湖北明确压减钢铁煤炭过剩产能任务。从今年开始，湖北将用 3 年时间压减粗钢产能 

299 万吨(不含武钢在鄂企业压减产能)，通过 3到 5年努力压减煤炭产能 800 万吨。 

唐山开展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拆除行动。8 月 27 日上午，随着唐山市市长丁绣峰一声令 

下，丰南区贝氏体钢铁公司一座 600 立方米高炉被彻底拆除。同日，丰南区清泉钢铁和滦县 

兴隆钢铁各有一座 45吨转炉和 450 立方米高炉被拆除。 

湖南完成全年钢铁“去产能”任务。新华社记者新近从湖南省发改委了解到，随着华菱 

钢铁下属子公司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近期对 50 吨电炉进行了关停封存，湖 

南省 2016 年钢铁去产能任务已经完成。 

海鑫钢铁 7 月盈利 2062 万元 钢价上涨诱惑钢企边去产能边复产。目前， 海鑫钢铁已经 

被建龙集团收购并更名为山西建龙，有数据显示，7月份全月产铁 14.49 万吨、钢 14.8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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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完成销售收入 2.9 亿元，月盈利达 2062 万元。这些盈利数据在一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上市钢企已有 23 家发布中报：净利总和 32 亿元 同比上涨近五成。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7 月份全国已经累计退出钢铁产能 2100 万吨，完成全年任务量的 47%。有分析人士 

认为，就目前市场行情来看，钢价的持续上涨，钢厂利润空间较大，在利益面前，部分钢厂 

开工率呈上升趋势。 

8 月中旬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174.9 万吨。据中钢协统计，8 月中旬重点钢企粗钢日 

均产量 174.9 万吨 ，环比上一旬末增加 5.04 万吨，增幅 2.97%。据此估算，本旬全国粗钢 

日均产量 229.98 万吨，旬环比增长 2.99%。 

中钢协：2016 年 8 月钢材社会库存环比略有上升。2016 年 8 月，全国 20 个城市 5 大类 

品种钢材社会库存合计环比略有上升，其中螺纹钢库存上升幅度较大，环比增幅达 7.43%。 

本月库存总量 797.3 万吨，环比增加 16.6万吨，上升 2.13%。其中钢材市场库存总量 705.6 

万吨，比上月增加 21.3 万吨，上升 3.12% 

9、江苏省政府开展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督查行动。2016 年，江苏省将压减钢铁 

（粗钢）产能 390 万吨，截止 7 月底，仅完成沙钢集团鑫瑞特钢有限公司在常州的 100 万吨 

炼钢产能压减任务，距时间进度与任务进度同步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10、黑龙江省印发钢铁行业去产能方案。推动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本部）、西林钢 

铁集团阿城钢铁公司、东北特钢集团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退出部分已停产产能 

330 万吨，推动鸡西北方制钢有限公司整体退出钢铁产能 28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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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月钢铁 PMI 微跌仍处荣枯线上方。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8 月钢 

铁行业 PMI 指数为 50.1%，较上月微幅回落 0.1 个百分点，已连续两个月处在 50%的荣枯线 

以上。主要分项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均继续回升，全部处在 

50%以上扩张区间，产成品库存指数则下降至 50%以下收缩区间。 

【楼市】 

1、北京重启商住整顿：拟暂停“两证”发放。据经济观察报，记者通过北京市建委官 

方获悉：目前北京住房调控主基调是遏制商改住项目和严控商住市场，政府不再供给新增商 

住用地， “也不会再给商住发放房产证、预售证等” ，一份关于严格遏制商改住项目的方案将 

于 8 月 31 日前提交给北京市政府。 

2 麦格里：中国房价周期欲见顶。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称，本轮地 

产周期接近顶部，回调可期，明年房地产可能会进入一个下行的周期；但就结构性而言，对 

中国经济来说更重要的是解决土地供应失衡和金融产品供应不足这两方面的问题； 房价上涨 

与中国金融产品供应不足有关系，老百姓无处投资，这个更加重要。 

3、房贷已成唐僧肉？3 家上市银行超一半新增贷款是房贷。截至 8 月 27 日，共有 11 

家上市银行发布了半年报。其中，建行、农行和招行的新增贷款，一半以上来自房贷。有业 

内人士分析，银行加码房贷投放最现实的一个原因，是这块资产质量较好，收益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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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价猛涨人口剧增 京沪周边城市落户政策趋紧。北京市副市长李士祥 8 月 26 日公 

开表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总量 2182.1 万人，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 18.1 万人， 

但和年终目标相比，任务还很艰巨，全市人口总量已超出 2177 万人的调控目标。《经济参考 

报》记者获悉，在北上广深积分落户政策均已出台并且将与人口调控衔接平衡的情况下，北 

京、上海周边部分城市的落户政策也日趋严格，有的城市甚至也提出积分落户制度。 

5、深圳诞生新全国总价地王 招商蛇口华侨城 310 亿拍得。深圳 29 日诞生新总价地王。 

招商蛇口和华侨城联合体以 310 亿元的总价拍得深圳新会展中心（一期）配套商业用地，总 

建筑建筑面积 154.33 万平方米。该总价已经超过此前广州亚运村 255 亿的全国总价地王纪 

录。 

6、新华社批房企太激进：负债超 3万亿 杠杆高企风险重重。业内人士警示，疯狂抢购 

致地价高涨，杠杆高企，未来风险重重。房企已过于激进，一旦未来房价涨幅放缓，高地价 

的压力将集中爆发。 

7、百城房价连涨 13 个月 环比同比涨幅双双扩大。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 

指数对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2016 年 8 月，全国 100 个城市（新建）住 

宅平均价格为 12270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2.17%，涨幅较上月扩大 0.54 个百分点。从涨跌 

城市个数看，68 个城市环比上涨，29 个城市环比下跌，3 个城市持平。 

8、8 月已成为“地王月” ！上海土地成交 373 亿元创 35 个月新高。在资金面宽松、房 

屋交易火爆、供应不足等各项因素的刺激下，今年的土地市场异常兴旺一线城市中，上海因 

为地王频出引来各方关注，今年前 8 月土地市场成交总额高达千亿，仅 8 月土地成交额达 

371 亿元，创下 35 个月以来的新高。



8 

9、人民日报：房价上涨消化库存 也要警惕新一轮库存增长风险。人民日报 31 日刊发 

评论文章称，房价上涨带动购买，带来了库存的大量消化，然而也需要警惕新一轮库存增长 

的风险。业内人士指出，去库存如何避免“翻烧饼”现象，即“价低卖不动、害怕库存严重； 

价高卖得好，又怕库存增了”怪圈，需要政府调控措施的精准和灵活，要根据市场的苗头相 

机而动。在土地供应上要避免短期行为：在我任期内，有土地能变现抓紧变现，忽视了供地 

节奏和长远发展。 

10、厦门正式重启限购 9 月 5 日起执行。厦门国土房管局公告：自 9 月 5 日起执行住 

房限购政策， 对三种类型居民家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销售建筑面积 144 平方米及以 

下的普通商品住房。 

【其他】 

1、7 月全球新船订单同比暴跌 84%。 克拉克森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7 月份 

全球船企新签订单仅 25 艘，新签订单数量环比下降 55.36%，同比下跌 84.08%；载重吨环比 

下降 9.95%，同比下跌 81.10%。另外，新造船价格均有所下降。7 月新签订单状况依然处于 

低位水平，市场整体情况依旧严峻。 

2、我国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在建投资超 8000 亿元。据新华社，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目前已开工 91项，在建投资超过 8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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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改委：7 月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同比降 5.8%。据发改委 8月 29 日消息，根据统计 

数据，1-7 月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 18.39 亿吨，同比下降 7.3%，降幅比 1-6 月收窄 0.2个百 

分点，比 1-5 月份收窄 0.4 个百分点，完成货物周转量 12998 亿吨公里，同比下降 6.9%， 

降幅比 1-6月收窄 0.6 个百分点，比 1-5 月收窄 1.1个百分点。 

4、中国船舶协会：前 7 月我国船舶新承接订单同比增 26.2%。中国船舶协会消息，前 7 

月中国船舶行业经济运行保持平稳，三大造船指标“两降一升” 。其中，新承接订单同比增 

长，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下降，另外工业总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下降。 

5、韩国最大航企申请破产保护 全球航运业深陷寒冬。据韩国 KBS 新闻网报道，韩国最 

大海运公司韩进海运即将进入法定管理程序。韩进海运公司在 8 月 31 日举行的理事会会议 

上决定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申请法定管理（指对频临倒闭的企业， 由法院指定第三者管理）。 

韩进海运是韩国最大的航运企业，旗下拥有 101 艘各类集装箱船， 总运力达到 62.54 万标准 

箱，运力位列全球第 8 位。 

6、麦格理：澳洲铁矿石出口已出现反弹迹象。业内机构麦格理(Macquarie)追踪的西澳 

大利亚铁矿石关键港口的发货量数据显示，2017 财年的前六周，折合成年度出口量下降了 

4000 万吨至 8 亿吨，这是受到了力拓和 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 的出货量减少的影响。 

麦格理表示，现在发货量正处于恢复当中，过去的三周中折合成年度出口量已经上升到了 

8.3 亿吨。 

二、产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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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企盈亏：截止 8 月 31 日，35 家上市钢企 2016 年中报全部发布完毕，其中 27 家 

盈利 8 家亏损，三分之二的钢企实现了净利润同比增长。35 家上市钢企上半年净利润总和 

为 33.04 亿元，去年同期为-42.09 亿元，实现整体扭亏为盈；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4577.73 

亿元，去年同期为 5187.97，总体规模小于去年同期 

2、粗钢产量：根据世界钢铁协会 8月 22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 年 7 月份全球 66 个 

主要产钢国家和地区粗钢产量达到 1.337 亿吨， 同比增长 1.4%， 时隔 19 个月再次恢复增长， 

其中中国是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分地区来看，亚洲、其他欧洲国家、独联体及大洋洲粗钢产 

量同比保持增长，而欧盟、北美、南美、非洲和中东同比均出现下滑，其中非洲同比降幅最 

大。 

三、重点钢厂政策 

【沙钢】 

沙钢本周四出台九月第一期调价政策，其中出厂价格在上期基础上，螺纹上调 30、盘 

螺上调 40，高线上调 50，现三大螺、盘、线分别执行价为 2630、2650、2610（元/吨），周 

内行情表现欠佳， 市价主流弱稳，但旺季预期尚可，钢厂挺价意愿仍强， 且提货成本升高后， 

市场亦有跟涨行为。目前江浙沪沙钢三大螺纹厂提基价约 2450 元/吨，相比前一周末变动不 

大。虽需求低迷，但行情仍利好主导，预计中旬沙钢调价政策仍有续涨可能。 

【河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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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河钢集团出台 9 月上旬销售价格政策，在上旬基础上，线材上调 40、大螺纹上调 

50， 盘螺上调 50， 调整后唐承宣高线 2730， 盘螺 2640 （带 E）， 螺纹 12 的 2600、 14 的 2600、 

16 的 2530、18-25 的 2500、28-32 的 2570。本周期螺走势不佳，且钢坯价格持续下跌，导 

致市场氛围转弱，周内京津唐市价均有小跌，但旺季来临，后市预期仍偏好，加之钢厂挺价 

意愿较强，预计下周钢价或止跌反弹，料中旬河钢政策仍有可能小涨。 

【方大特钢】 

本周方大特钢建材南昌地区日指导价持续下跌， 线螺本周跌幅 50 元/吨；目前螺纹指导 

价 2460 元/吨，高线指导价 2580 元/吨，盘螺指导价 2660 元/吨，含税。本周由于市场价格 

持续下跌，带动了钢厂政策走低，但跌幅比市价小，导致了代理商亏损比较严重。因此，部 

分大户以工程出货为主，减少市场成交，从而达到减亏的目的，市场与钢厂价格博弈愈演愈 

烈。随着沙钢政策逆市上调，提振了钢市信心，且期螺强势反弹，带动市场挺价积极性，商 

家纷纷抬价。因期螺和成品材走强，随后唐山钢坯价格拉涨，原料成本坚挺，对钢价形成提 

振。综合考虑，预计下周钢厂日指导价上调 50-80 元/吨左右。 

【龙钢】 

1 日龙钢对西安地区建筑钢材价格进行调整，线材，盘螺，螺纹钢均保持平稳，现分别 

挂牌执行 2570，2670，2640 元/吨，其中Φ12mm-14mm 螺纹加价 100 元/吨，Φ28mm-32mm 

螺纹加价 150 元/吨。此番调价，对市场影响不大，一方面淡季效应下，市场整体成交始终 

低迷，商家心态悲观，实际成交均可窄幅议价，目前商家库存压力不大，对于后市行情，心 

态严谨。综合以上，考虑供需疲软局面短期难改善，料下期钢厂政策弱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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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市场预测 

【郑州市场】 

本周郑州市场线螺价格走低，预计下周或偏强。主要原因有：一、市场环保消息不断， 

本省钢厂生产仍受限，市场到货不多。二、期螺，钢坯价格走势或低位反弹，对成本支撑走 

强。三、进入旺季，市场商家心态好转，且需求释放增加，成交或有所好转。综合以上考虑， 

预计下周市价偏强。 

【西安市场】 

本周西安市场震荡下行，预计下周维稳为主， 主要原因， 淡季需求减弱，市场成交低迷， 

前期涨势过猛，然下游需求难有持续性释放，整体价格下调为主，对于下周走势，商家心态 

胶着，一方面，坯料底部支撑力度不够，对现货心态难有支撑，另一方面，宏观数据利好， 

加之去产能影响，商家目前观望居多。综合以上，料下周维稳为主。 

【广州市场】 

本周广州市场线螺先跌后涨。 自 8 月中下旬市场到货增加， 加之下游需求释放延续低迷， 

致市场库存增加迹象明显，又正值月末，冲量任务下商家低价出货积极性较高。而沙钢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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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提振上下游信心，整体采购有所放量，价亦跟随探高。下周预计价格小幅拉涨，幅度 

30-50 元/吨。主要是月初出货压力不大，且出于对后市看好预期下，钢厂政策还将维持坚 

挺，贸易商挺价情绪较强。但需求释放仍将是短期行为，钢价延续上涨动能不足 ，料价仅 

小幅上行，下半周企稳甚至回落。 

【昆明市场】 

本周价格先涨后稳，预计下周小幅偏强。近期因期货及钢坯走势不佳，市场心态偏弱， 

且受买涨不买跌心态影响，下游成交不佳，但周初钢厂乏力，商家虽有心拉涨但力不足，多 

试探性上调报价后实际成交暗降。目前库存处于正常状态，且月初各方压力较小，厂商拉涨 

心态较强，考虑到外围走势止跌趋强，本地商家心态转好，预计下周价格将小幅试涨为主。 

五、下游产业 

房地产市场：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8 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环比、同比 

涨幅均扩大，环比上涨了 2.17%，涨幅较上月扩大 0.54 个百分点，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较大， 

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圈。受调控传言影响，上海楼市 8 月新房成交 

量创新高，单月成交量超过 180万平方米，达到年内第二高位，仅次于 3 月，且同环比涨幅 

均已超 4 成。目前出现的新动向是厦门限购、武汉限贷款。厦门自 9月 5 日起执行住房限购 

政策， 对三种类型居民家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销售建筑面积 144 平方米及以下的普通 

商品住房。在武汉市拥有 1 套住房的居民家庭，再次申请个人住房贷款购买商品住房，贷款 

最低首付比例为 40%。市场预期后期楼市将继续调整，一二线及热点城市或将深度调整。不 

过，短期内房地产相关建材需求将延续季节性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