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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钢铁贸易行业基本特点：  

    1、钢铁贸易行业中，企业数量比较多，集中度比较低，而且实力普遍偏小，主要是民营的

中小企业数量比较多。  

    2、功能相对比较单一。在25万家企业里面，真正可以在行业中发挥领头作用的企业不多，

还是一种相对比较分散的，市场竞争还没有达到一定集中的阶段。同时企业的经营方式、服

务对象基本上大体相同，同质化问题严重，面对同样的市场、同样的客户，用同样的方式和

手段竞争。  

    3、缺乏避险机制，由于钢材期货市场没有恢复，钢材的价格大起大落，对于流通行业来说

风险很大。  

    4、定价机制是以供应商为主导的，流通商和中小用户的话语权不大。  

    5、经营模式基本上都是用现款买进，然后分级经销，资金需求大。这种特定的经营方式使

得资金需求量很大。  

    从钢铁贸易企业的主要销售模式来看，根据钢材产品和资金的流通形式，主要能分为直销

模式和分销模式。直销模式是指钢铁企业不通过中介直接向用钢企业推销钢材产品的方式，

目前我国约有 20-30%的钢材由钢材生产企业向终端用户直接供给。而分销模式是指钢材生产

企业不直接与钢材用户打交道，而是通过中间商把钢材产品销售给用户。根据经过的环节多

少，可分为一级分销、二级分销、三级分销等，每级中间分销商可以进行不同的组合。目前

约有 70-80%的钢材通过分销模式销售给终端客户。  

    目前，我国的钢铁企业分销模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由钢铁企业自己的销售子公司完成销

售工作，一种是委托代理商销售钢材，还有一种是将钢材销售给钢材经销商销售。  钢材分销

流通模式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而就经营方式方面来讲，钢贸企业的经营方式总体可以分为三种，分别为核心企业绑定、

市场主导、佣金代理三种方式。经营方式与分销模式的相互组合，进而形成了完整的钢贸行

业产业链。  

国内钢材行业现状：  2004-2014年中国钢材行业产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4 年，房地产进入调整期，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不断下滑，影响到钢材消费需求。通过自

下而上的行业法和自上而下的宏观法两种方法测算，我们预计2015 年粗钢实际消费量6.66 亿

吨，同比增3.6%；粗钢表观消费量6.69 亿吨，同比增3.8%。  

    由于我国钢铁需求量已经达到平台期，未来几年增长空间有限，而产能过剩，钢铁行业盈



利难以短期难以好转。对于铁矿石价格，未来一定时期内，国际铁矿石价格将在70-80美元/吨

之间徘徊，跌破60美元/吨的概率很小，除非发生重大经济危机。  2004-2014年中国粗钢消费

量统计（千吨）       年份   中国   全球   中国消费占比       2004年   287312   1062396   26.0%       2005

年   361950   1139039   31.8%       2006年   393400   1245085   31.6%       2007年   435860   1328888   32.8%

      2008年   465480   1335257   33.9%       2009年   574420   1234086   46.5%       2010年   612060   1408871

  43.4%       2011年   667930   1519643   43.0%       2012年   687580   1548251   43.4%       2013年   771729  

1648127   46.8%       2014年   738910   -   -      资料来源：世界钢铁工业协会  

    我们采用自下而上的宏观法进行测算，预计2015 年下游行业对粗钢需求的增长分别为：建

筑业3.36亿吨、同比增3.77%，制造业3.3 亿吨、同比增3.39%。  2015 年钢铁行业需求结构  资

料来源：金友期货研究所  

    考察宝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马钢控股

有限公司、本钢集团有限钢丝等五家重点企业的资产总额情况。五家重点企业利润总额

为4696.5亿元，其中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占比高达47.3%，另外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和马钢控股有

限公司占比分别为18.8%和14.2%。  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占比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4年1-9月的资产总额统计数据，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五家企业2013年总资产为4968.5亿元

，只占全国总净利润的6.5%。  2013-2014重点钢铁企业总资产（万元）       企业名称   2014

年1-9月资产总计   2013年资产总计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22919700   22666800       鞍山钢铁集团

公司   9228100   9286500       马钢控股有限公司   7257320   7131720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4475470  

4305030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3839940   3574950     资料来源：艾凯咨询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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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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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7、预测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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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对行业的重要数据指标进行连续性对比，反映行业发展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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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s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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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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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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