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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国际钢协表示，尽管全球钢铁业仍然面临一些下行风险。但是一些积极因素也正在显现，

发达经济体也传来越来越多积极的消息，尤其是欧元区的复苏动力不断加强。而在发展中经

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我们看到人们对印度的态度越来越乐观，中东北非地区和东盟地区的钢

材消费量不断增加。尽管这些积极因素不能完全抵消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影响，但仍然预

期2016年之后需求增速逐步回升。

    国际钢协认为中国需求将继续下降。2014年，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对房地产市场产生

的重大影响，中国的钢材需求量出现了继1995年之后的首次负增长。这种局面在短期内可能

不会变化，中国的钢材需求量将在2015年和2016年继续出现0.5%的负增长。从中期来看，不

会出现强力反弹。为了稳定减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这些措施

可能产生的影响，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随着中国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但是需要一定时间。从短

期来看，由于国内供应严重过剩，2014年中国钢材出口量大幅增长，这将对全球钢铁贸易格

局产生影响，甚至可能激化贸易摩擦。

    2014年，发展中国家(中国除外)出现了2.3%的低速增长，其中的一个特别原因是巴西和俄罗

斯钢材市场的持续恶化。预计2015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势头仍将整体疲软。许多发展中经

济体的钢材市场表现出成熟因素，这抑制了钢材需求的增长。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预期印度

、印尼、越南和埃及等部分新兴经济体将出现积极增长，这些国家的钢材市场仍在不断发展

。这些市场的整体钢材需求量预计将在2015年增长2.4%，在2016年增长4.0%。

    在2014年，随着美国基本面的强势回归和欧盟的强力复苏，发达国家的钢材需求量增加

了6.2%。尽管如此，预计2015年发达国家的增长幅度将有所趋缓，其部分原因是高基数效应

，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日本和韩国钢材市场大环境较为不利。虽然欧盟的经济

复苏在地区范围内有广泛基础，却仍然受到投资活动疲软和高失业率的束缚。发达经济体的

钢材需求量将在2015年增长0.2%，在2016年增长1.8%。

    我国钢贸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较小，在将近25万家钢铁流通企业中，没有明显的领先企业，

同时服务对象与操作方式单一。

但是行业整体的区域集中度则较高。河北省、湖北省是我国的钢铁产销大省，就2011年的销

售额占比来讲，两省的钢铁销售额均占到了我国全部钢铁销售额的20%以上。此外，天津市

、江苏省、山东省的钢铁销售总额也在全国的钢铁销售总额中占比较大。

    总的来讲，河北省、湖北省、天津市、江苏省、山东省这五省的钢铁销售总额占到了我国

钢铁销售总额的75%左右，占到了总量的绝大多数。依照省市地区划分的钢铁行业洛伦兹曲



线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经过测试，我国依照省市地区划分的钢铁销售额的基尼系数=0.73，行业整体呈现出明显的

区域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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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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