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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月报：钢市利空主导 钢价弱势调整

核心提示： 12 月国内建材价格涨后下探，幅度在 200 元左右。市场整体资

源偏紧，但随气温渐低，工地停工普遍需求面愈发低迷，且资金压力致使贸易

商操作偏于放量回款。1 月，环保限产动作不停，该类消息逐步常态化，对钢市

提振作用有限；且工地等面临收尾，采购量难有上升；钢企对原料采购热情预

计不高，故对钢价支撑动力欠佳。料钢价还将弱势修整；待中间钢价跌至部分

商家心理价位后，冬储操作将有显现，届时钢价或有回涨。

【内容提要】

◆ 12 月国际钢市偏强调整

◆ 12 月国内建材价格先扬后抑

◆ 12 月钢企盈利空间先增后减

◆ 12 月国内线螺产量小幅下降

◆ 12 月国内建材总库存缓慢增加

◆ 预计 12 月线螺进出口量或小幅增量

◆ 预计基建相关用钢量将继续萎缩

◆ 预计 1 月钢厂政策继续偏弱

◆ 预计 1 月期螺先稳后弱

◆ 预计 1 月钢市环境整体偏弱

一． 国际市场概述

12 月国际钢市偏强调整。CRU 国际钢价综合指数为 202.7，比上月增加 3.3%，比去年同期增长 2

1.71%，CRU 长材指数为 245。欧美市场整体偏强，成本高企和需求影响致价格上扬；美国市场本土

资源受进口钢材增多的影响，成交总量减少； 亚洲市场钢材出现大范围下调，时至年尾，市场需求

萎缩，加之期货震荡，市场混乱下跌情况普遍，加之钢厂和社会库存较前期有所增加，成本支撑和利

好因素不足，但考虑到冬储，总体行情偏弱调整。综合看来，本年度即将结束，国际市场整体偏好，

因此预计短期内国际钢市仍将是高位盘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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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际钢价综合指数与长材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二． 国内市场动态

1. 国内市场变动情况

国内综述：本月国内建材价格先扬后抑，整体幅度在 200 元左右。期螺月初创下年内新

高 4104 点后续涨无力，偏弱震荡；成本端，坯料累计下跌 220；主导钢厂沙钢旬价连续两

次高探收涨 700 后平盘。本月初北方地区还处大规模限产状态，整体资源偏紧，库存连降；

且随气温渐低，工地施工条件不足，需求面愈发低迷；然月末年末叠加给贸易商带来资金压

力，市场操作都偏向于放量回款；又逢库存回升，供需格局反转下，钢价开启“螺旋式”下

跌。

表 1 七大区域螺线价格月度变化

12 月 29 日 上海 杭州 北京 唐山 广州 柳州 武汉 西安 沈阳 成都

HRB400 20mm 4350 4370 4030 4090 5090 4850 4290 4100 4240 4570

本月涨跌 30 60 -110 -30 380 410 -20 0 240 130

涨跌幅 0.7% 1.4% -2.7% -0.7% 8.1% 9.2% -0.5% 0.0% 6.0% 2.9%

高 线 6.5mm 4330 4720 4180 4850 4970 4950 4180 4050 4380 4550

本月涨跌 20 60 -130 -10 220 380 -200 30 240 120

涨跌幅 0.5% 1.3% -3.0% -0.2% 4.6% 8.3% -4.6% 0.7% 5.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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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2.成本分析

本月盈利空间较上月先增长后缩小，据富宝成本模型测算，截至 12 月 29 日，国内中小

钢企 20mm 三级螺纹钢盈利空间为正 1278 元/吨，较上月末（正 1360）盈利负增长 82 元/吨；

6.5mm 高线盈利空间为正 1411 元/吨，较上月（正 1497）盈利负增长 86 元/吨。12 月建材

先涨后跌，前期整体库存依旧处于低位，主导钢厂旬价大涨带动现货续涨，然后期需求跟进

消化有限，出货成交不畅，加之年末资金压力显现，商户多降价出货为主，市价纷纷走弱，

钢企盈利空间逐渐缩小，1 月来看，天气渐寒，需求开始步入疲软期且持续萎缩，库存将不

断累积，对市价支撑不断减弱，但月初资金压力初步释放，钢价或在月初迎来一波回涨，幅

度预计有限，综合考虑，下月钢价预计整体震荡偏弱，因此富宝建材研究小组预计，下月中

小钢企盈利空间将收紧。

图 2 中小钢企 20mm 三级螺纹钢盈利空间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图 3 中小钢企 6.5mm 高线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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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3.产能及产量分析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 1-11 月份我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76480 万吨、

65614 万吨和 97298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5.7%、 2.3%和 1.1%。其中 11 月份粗钢、生铁和

钢材产量分别为 6615 万吨、5488 万吨和 8685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2.2%、下降 3.5%和下降

2.9%。受 11 月份的“26+2”限产影响，而受限地区为我国主导产钢区，因此 11 月份生产量

大幅下降。对于 12 月产量预期，除了 11 月中旬开始的北方“2+26”个城市采暖季限产正式

执行外，同时本月江苏徐州、河南安阳、河北武安等地区钢厂限产力度进一步加码，预计

12 月份全国粗钢日均产量将会进一步下降到 215 万吨左右的水平。

图 4 2016-2017 年全国冶金产品产量统计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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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螺线总库存变化

12 月国内建材总库存量缓慢增加。截 12 月 28 日，全国线螺社会库存总量约为 421.20

万吨，整体环比减少 29.25%，上月增加 5.24%，同比减少 14.60%；其中螺纹总量约为 316.05

万吨，环比增加 0.73%，上月减少 28.91%，同比减少 31.73%；线材总量约为 102.83 万吨，

环比增加 11.99%，上月减少 30.38%，同比减少 10.02%。据中钢协统计，12 月上旬重点钢铁

企业粗钢日产量 172.89 万吨，比上期下降幅约 0.90%，另截至 12 月上旬末，重点企业钢材

库存 852.98 万吨，旬环比减少 27.23%，工地陆续停工，钢厂除部分限产外，其他均正常生

产，预计节后库存总量继续增加。

图 5 2016-2017 年全国螺线库存总量变化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5.进出口分析

（1）进口分析

2017 年 11 月，我国线螺进口总量约 4.52 万吨，同环比分别下降 20.50%和 200.82%。

其中线材进口约 4.43 万吨，同比下降 16.36%，环比增加 9.48%；钢筋进口约 0.09 万吨，同

环比分别下降 76.88%和 44.84%。12 月，国内钢材价格持续走弱为主，季节性天气影响，下

游工地需求下降，加之钢厂环保检修消息不断，钢市利空消息主导，年末资金面压力承压，

商家变现操作想法居多。继 2017 年 12 月 1 日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之后，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还将对其他进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整。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和出口情况变化，

将取消钢材、绿泥石等产品的出口关税，适当降低三元复合肥、磷灰石、煤焦油、木片、硅

铬铁、钢坯等产品的出口关税。因此出于利益方面考虑，进口价格仍存在一定优势。综合考

虑，预计 12 月线螺进口量或小幅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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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2017 年我国螺线进口变化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2）出口分析

2017 年 11 月，我国线螺出口总量约 48.86 万吨，同比下降 36.11%，环比增加 27.22%；

其中钢筋出口 1.31 万吨，同比下降 8.02%，环比增加 174.04%；线材出口 47.55 万吨，同比

下降 36.64%，环比增加 17.49%。12 月，国际钢市方面，印度钢铁行业过去面临许多由低价

中国进口钢材带来的挑战，为了应对不公平贸易行给国内钢铁业带来的挑战困难，采取了一

系列贸易措施，如反倾销税、保护性关税和引入最低进口限价政策；美、欧自越南进口的钢

产品征收高额双反税，中国钢材出口受冲击。目前中国国内市场价高，出口竞争力下降，短

期似乎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但长期来看肯定不利。考虑到国内临近年末，且天气较冷，下游

工地陆续收工，国内需求消化萎缩，或多寄望于出口以谋利润。综合考虑，预计 12 月线螺

出口量或仍小幅增量。

图 7 2016-2017 年我国螺线出口变化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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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游需求分析

1.基础设施建设

据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核算，11 月份，全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87%，增速

较 10 月份加快 4.43 个百分点；环比下滑 3.75%，增速回落 3.90 个百分点。统计局数据显

示，1-11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2%，增速比 1-10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施

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 18.7%，增速比 1-10 月份提高 0.6 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计划

总投资增长 6.2%，增速提高 2.4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4.4%，增速比

1-10 月份提高 0.8 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来看，11 月份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到位资

金的速度有所加快，这是为了年底赶工的需要，不过，随着淡季深入，基建投资在 1、2月

份将逐步回落到年度的低位，相关建材的用钢需求将继续萎缩。

图 8 近 4年来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月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富宝资讯整理

2.房地产市场

12 月份，政治局会议定调 2018 年楼市，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作为

2018 年着力抓好的重点工作之一，楼市调控重心将由限购、限价等短期行政性调控转移向

由中央政府统一部署的长期性和基础性制度。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

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住建部部长表示，明年将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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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预计，2018

年政策面调控不放松，商品房销售增速继续放缓，房价继续趋弱，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将

出现回落，房地产市场将逐步进入相对“低速”的平稳发展时代。近月内由于处于施工淡季，

房地产对建材的消费也将维持平淡。

图 9 全国新屋开工面积月度走势图

资料来源：统计局，富宝资讯整理

7.钢厂调价分析

12 月钢厂政策先涨后跌。12 月开始，北方工地停工，北材南下逐步增多，华南工地多

数处于需求旺季，市场供不应求，库存消化较快，市场缺规格现象亦较普遍，现货价明显高

于钢厂结算价，主导钢厂沙钢河钢在前两旬结算价上大幅追涨，市场心态坚挺，现货不断追

高。下旬来看，工地需求逐渐寡淡，商家销售压力增大，对后市预期转弱，主导钢厂调价稳

中下调。后市来看，临近年底，市场需求弱，前期囤货商户为出货变现，甩货操作增多，拖

累市价下行，综合来看，料下期钢厂政策继续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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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主要钢厂调价 12 月统计表（单位：元/吨）

执行日期 钢厂

调整幅度 执行价格

备注

高线

（HPB300）

螺纹钢检尺

（HRB400/E）

高线

（HPB300）

螺纹钢检尺

（HRB400/E）

12 月 1 日 沙钢 +400 +500 4780 4800 含税

12 月 1日 河钢 +340 +500 5190 4550 唐、宣、承

12 月 11 日 沙钢 +200 +200 4980 5000 含税

12 月 11 日 河钢 +160 +200 5350 4750 唐、宣、承

12 月 21 日 沙钢 - - 4980 5000 含税

12 月 21 日 河钢 -330 -330 5020 4420 唐、宣、承

资料来源：富宝资讯

三． 期货市场分析

1、期螺综述及技术分析

截止 12 月 29 日，期螺主力 RB1805 合约开盘 3993，本月最高 4104，最低 3740，收盘

3794，收盘价较上月跌 196，跌幅为 4.91%，成交 99927772 手，月末持仓为 2524270 手。

12 月期螺主力 RB1805 基本呈现高位宽幅震荡格局，震荡区间维持在 3750-4000 区间。

从技术指标来看，日线图中 K 线跌至 BOLL 下轨上方，KDJ 低位拐头向上，MACD 处于绿柱区

间；周线图中 KDJ 死叉，MACD 由红转绿；月线图中 KDJ 高位拐头向下，MACD 处于红柱区间。

综合考虑，期螺各项指标表现均偏弱，但幅度不明显，后市走势仍有待观察。

图 1 期螺主力周 K线及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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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月期螺市场预判及策略

预计 1月期螺先稳后弱，主要运行区间 3650-3900，下月投资者应以短线略偏空操作思

路为主，总仓位控制在 20%左右。

四． 下月趋势预判

从影响建材市场走势的各主要因素来看，1 月市场：宏观面，环保限产动作不停，破除

低端无效产能，分解落实年度钢铁去产能任务之信心坚决。但该类消息逐步常态化，对钢市

提振作用有限。供应面，“2+26”个城市采暖季限产加码，粗钢日均产量有所下降。虽近期

钢价下跌至钢企利润空间有所下滑，但部分仍高至千元左右，部分合规生产积极性不减，自

12 月下旬钢厂及市场库存已开启增仓节奏，不利稳定市场心态；需求面，农历年末临近，

工程施工逐步进入收尾阶段，且受资金紧张抑制，整体采购量难有明显上升。原料面，在终

端需求萎缩预期下，钢企对原料采购热情预计不高，故其价对钢价支撑动力欠佳。综合来看，

1 月整体利空因素占主导，钢价还将弱势修整，幅度 200 元/吨左右。待中间钢价跌价部分

商家心理价位后，冬储操作将有显现，届时钢价止跌回涨，幅度 100-2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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