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轧周评：成本支撑仍存 预计下周热轧市场高位整理为主

（10.17-10.21） 

  【内容提要】 

 

  ◆成本上升以及检修减产影响  短期钢价或震荡趋强 

 

  ◆9月产量回升 行业危机缓解 

 

  ◆本周全国热卷价格大幅上涨 

 

  ◆预计下周热卷期货以横盘整理为主 

 

  ◆预计下周热轧市场高位整理为主 

 

  一、宏观热点 

 

  本周宏观：经济面上看，前三季度6.7%的数据表明经济基本企稳，接下来政策面不会有太

大的变动，四季度货币政策将保持相对宽松，高层将致力于引导资金流脱虚向实，对工业领域

形成利好。楼市方面，“查与罚”这种落实到具体企业头 上的直接手段很有效果，楼市降温明

显，且短期内似乎难以复燃。对于钢市本身，煤、焦成为黑马，带动整个“银十”起死回生，

各地钢价再迎涨价契机，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另外，环保部再度出击，21日起再赴20省市进

行督查，对钢市影响待观察。今年以来，钢市的“政策市”属性愈加明显，各类活动、督查、

楼市政策的出台都对钢价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不经意间就能逆转整个钢价走势，着实让人

感慨。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供求关系来判断长期走势--在经济仅仅只是企稳、楼市也重回

调控的背景下，用钢需求难以持续好转，这就注定了钢价上涨空间有限；但成本的上升、及检

查带来的检修减产又将逼迫钢企推涨钢价。所以小编认为，接下来钢价极有可能在反复震荡中，

逐步上涨。 

 

  【经济面】 

 

  1、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52997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分季度看，一季

度同比增长6.7%，二季度增长6.7%，三季度增长6.7%。 

 

  2、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22万亿元，预期1万亿元，前值0.95万亿元；9月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1.72万亿元，预期1.39万亿元。1-9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3.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1.46



万亿元。 

 

  3、1-9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长5.8%，增速比1-8月份提高0.4个百分点。房地产

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0.47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增速比1-8月份提高0.7个百分点。 

 

  4、多地经济收获“稳中向好”，难点主要在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和金融等方面。 

 

  5、10月12日，央行召集5家国有大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关负责人开会，讨论当前房

地产信贷形势。在上述会议上，有央行人士提出，房地产市场 过热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稳定造成

影响。受访经济界专家认为，预计未来货币信贷政策可能会出现变化，或会出台具体的针对房

地产市场的微调措施，并将其作为整个 宏观审慎管理的一部分。但整体货币政策立场不会发生

改变，更多在信贷结构上侧重把流动性引入实体经济。 

 

  【钢市】 

 

  1、统计局：1-9月份我国粗钢、生铁和钢材累计产量分别为60378万吨、52825万吨和85178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0.4%、下降0.3%和 增长2.3%。9月份我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6817

万吨、5932万吨和9809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9%、4.1%和4.3%；日均产量分别 为227.23万吨、

197.73万吨和326.97万吨，较8月份日均产量分别增长2.73%、1.84%和3.52%。。 

 

  2、16周连涨！10月19日，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BSPI）

报收于577元/吨，本报告期（10月12日至10月 18日）比前一报告期上涨了7元/吨，较年初371

元/吨上涨了206元/吨、累计涨幅达到了55.5%，继续刷新年内最高纪录。 

 

  3、时隔4年多，又见210国道陕西榆林段上的运煤卡车排起了长龙。一直以来，210国道榆

林段的运煤车数量，被看做当地煤炭市场活跃程度的“晴雨 表”。事实上，煤炭市场的活跃度

不仅反映在210国道榆林段，新民镇多个私营煤矿关闭两年之后也“重新开张”。在多家煤矿门

口，时隔多年又出现买主排队拉 煤的盛况。 

 

  4、自从国务院8月中旬派出督查组进行专项督查后，各地去产能进度明显加快。但受到资

金不足等诸多难题掣肘，一些企业的大门虽然关上了，职工安臵方案却迟迟未能出台。据初步

估算，今年安臵钢铁、煤炭行业在化解过剩产能中的分流职工，涉及80万人。 



 

  5、晋城市确定31座地方煤矿可适度释放产能：确定兰花科创伯方煤矿、望云煤矿等31座地

方安全高效矿井可释放产能，期限暂定为2016年10月1日 至2016年12月31日。根据方案，产能

释放矿井名单不得超出市煤炭煤层气工业局确定的名单，列入产能释放名单的矿井可在276至

330个工作日之间释 放产能；未列入产能释放名单的矿井仍严格执行276个工作日生产相关规定。 

 

  6、从10月21日起，环保部将组织10个督查组，对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安徽、

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等20个省市区落实环境执法监管重点工作情况进行督查。 

 

  二、产业信息 

 

  ◆ 钢材产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9月全国粗钢日均产量227.23万吨，较8月份增

长2.7%；钢材日均产量326.97万吨；生铁日均产量197.73万吨。2016年9月我国生铁产量5932

万吨，同比增长4.1%；1-9月我国生铁产量52825万吨，同比下降0.3%。 

 

  ◆ 行业现状：国际钢铁协会（Worldsteel）在迪拜召开的会议上表示，预计2017年全球钢

铁需求较上年增长0.5%至15.1亿吨，2016年需求料上升0.2%至15.01亿吨。钢铁行业的危机导致

大型钢厂关闭和工人失业的全球钢铁行业危机，如今正在缓解，2016和2017两年钢铁需求料增

长。 

 

  三、市场行情回顾 

 

  本周全国热卷价格大幅上涨，其中华东和华南主导市场涨幅在50-70元吨，而华北地区涨幅

在30-50。上半周随着关联期货强势反弹以及成本面的配合，商家拉涨热情被点燃，报价纷纷上

调，受买涨不买跌心理影响，下游询盘电话逐渐增多，入市采购积极性增强，从而带动商家出

货有所好转。下半周期盘走势转弱，而现货价格也因处于较高位臵，致使下游畏高心理滋生，

拿货计划推迟，成交随之放缓，但商家心态尚且平稳，观望出货为主，部分市场出现小幅松动，

临近周末，期盘回落，商家心态略显谨慎，实际成交时可适当让利。 

 

  四、热卷期货走势及分析 

 

  本周沪热卷主力合约1701开盘价2711，最高价2850，最低价2695，收盘价2791，涨73，涨

幅2.69%，成交1553904手。 



 

  本周热卷期货整体以上涨走势为主，至周五涨势有所放缓。从技术指标来看，日K线始终处

于5日均线上方，KDJ顶背离，MACD处于红柱区间；周线中KDJ金叉，MACD由绿转红。综合考虑，

热卷期货短期指标有所转弱，本轮上涨或面临结束，但中长指标依然表现良好。因此料下周热

卷期货以横盘整理为主，涨跌空间较小，主要运行区间2750-2800 

 

  五、下周行情预判 

 

  对于后市，目前原料价格居高，导致钢厂成本高企，故钢厂挺价意愿较强，加之近期市场

供应压力不大，整体库存普遍偏低，对钢价形成有力支撑，预计下周热轧市场高位整理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