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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钢铁行业未来趋势预测分析及投资规划研究建议报告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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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从钢铁需求总量来看，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的基本特点，GDP增速下滑0.2个百分点至6.7%，全年GDP增速在6.7%附近小幅波 动，经
济L型寻底特征强化；年初起地产销售量价齐升带动地产投资复苏以及财政支出继续扩张以
及PPP项目推广下基建投资维持高速增长，推动库存周期由主动去库
存阶段进入到被动去库存阶段，带动工业品价格回升向中游制造业传递利好信号，
从而于后半段驱动库存周期进入补库存阶段。预计2016年全年钢铁需求量为6.70亿
吨，同比增长0.3%，钢铁需求量不降反升，超出市场预期。
2016年第三季度末起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向楼市
传递降温信号，地产销售开始下行并可能于明年第二季度末传递到地产投资 2017年
地产投资将重回低位；地产投资与库存投资驱动的补库存周期仍将延续，大约持续
到2017年第一季度末或第二季度初，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接棒地产投资支撑经
济增长。预计2017年全年钢铁需求量为6.60亿吨，同比下降1.5%。
2015-2017年钢铁需求量（单位：亿吨） 2015年各行业的需求主要仍体现为同
比回落。对比2015年的同比增速，2016年建筑、机械、汽车和铁道出现比较明显的
复苏迹象，其增速相对2015年有明显改善，主要是受地产投资复苏、基建投资加码
以及汽车消费受政策利好超预期的拉动。分品种来看，2016年钢铁消费量的主要增
量来源是汽车行业，其次为建筑行业，因此板材、长材需求均有所增长但板材更胜 一筹。
2017年地产投资降温背景下建筑、机械钢需将回落，而作为2017经济增长重要
支柱的基建投资与汽车消费将拉动汽车、铁道的钢铁消费量继续维持高位。分品种
来看，2017年钢铁消费量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汽车行业，板材需求将明显好于长材。
2015-2017年各主要下游行业钢铁需求量（单位：亿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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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产业转移的内涵及模式概述 1.1 产业转移的概念界定 1.1.1 产业转移的定义 1.1.2
产业转移的分类 1.1.3 产业转移的特点 1.2 产业转移的规律及意义 1.2.1 产业转移的规律
1.2.2 产业转移的条件 1.2.3 产业转移的战略意义 1.3 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 1.3.1
扩张性产业转移和衰退性产业转移 1.3.2 产业整体转移与部分产业链的转移 1.3.3
协作性产业转移与并购性产业转移 1.3.4 技术转移与资本流动 1.3.5 企业迁移与要素流动
第二章 全球钢铁产业转移趋势分析 2.1 2015-2017年国际钢铁产业发展现状 2.1.1 运行特征
2.1.2 产能分析 2.1.3 产量分析 2.1.4 需求状况 2.1.5 钢铁贸易 2.2 国际钢铁产业格局调整
2.2.1 市场洗牌 2.2.2 产业转移 2.2.3 联合重组 2.2.4 企业竞争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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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钢铁产业转移动因分析 2.3.1 市场因素 2.3.2 政府因素 2.4
国外钢铁产业转移规律分析 2.4.1 美国钢铁产业转移 2.4.2 日本钢铁产业转移 2.4.3
英国钢铁产业转移 2.4.4 德国钢铁产业转移 2.5 国外钢铁产业转移经营借鉴 2.5.1
立足资源，因地制宜 2.5.2 利用水运，沿河沿海 2.5.3 立足国情，建改相宜 2.5.4
注重规模，建立基地 第三章 中国钢铁产业转移的必然性分析 3.1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分析
3.1.1 转型升级成大势所趋 3.1.2 转型升级目标和内涵 3.1.3 经济转型取得初步成效 3.1.4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3.1.5 转型机遇与风险并存 3.2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分析
3.2.1 钢铁行业产能过剩 3.2.2 钢铁企业效益不佳 3.2.3 钢铁市场过度竞争 3.2.4
原料对外依存度高 3.2.5 钢铁企业布局不合理 3.2.6 工艺方法结构性失衡 3.3
中国钢铁工业结构调整分析 3.3.1 钢铁业结构调整周期 3.3.2 钢铁业结构调整成效 3.3.3
钢铁业结构调整路径 3.3.4 钢铁业结构调整方向 3.4 中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着力点 3.4.1
淘汰落后产能 3.4.2 支持升级改造 3.4.3 推进兼并重组 3.4.4 调整产品结构 3.4.5
延伸产业链条 3.5 产业转移推动转型升级 3.5.1 优化区域产业格局 3.5.2
加速传统产业升级 3.5.3 发展区域资源优势 3.5.4 切实推进节能环保 第四章
中国钢铁产业转移的外部环境分析 4.1 经济环境 4.1.1 宏观经济运行 4.1.2 工业经济发展
4.1.3 固定资产投资 4.1.4 社会消费品市场 4.1.5 经济走势分析 4.2 需求环境 4.2.1
下游需求变化 4.2.2 基础设施建设 4.2.3 装备制造业 4.2.4 房地产行业 4.3 社会环境
4.3.1 社会环境因素 4.3.2 行业融资困境 4.3.3 节能减排形势 4.3.4 新型城镇化建设 4.4
技术环境 4.4.1 劳动生产率提升 4.4.2 钢铁技术创新成果 4.4.3 钢铁污水处理技术 4.4.4
钢铁工艺技术趋势 第五章 中国钢铁产业转移的政策导向分析 5.1
全国区域工业发展总体导向 5.1.1 东北地区 5.1.2 东部地区 5.1.3 中部地区 5.1.4
西部地区 5.2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 5.2.1 总体要求 5.2.2
承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5.2.3 促进承接产业集中布局 5.2.4 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环境 5.2.5
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5.2.6 完善承接产业转移体制机制 5.2.7
强化人力资源支撑和就业保障 5.2.8 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 5.3 钢铁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5.3.1 市场消费预测 5.3.2 规划原则及目标 5.3.3 重点领域和任务 5.3.4 政策措施 5.4
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修订） 5.4.1 总则 5.4.2 规范条件 5.4.3 申报及公告 5.4.4
附则 5.5 钢铁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解读 5.5.1 钢铁项目投资核准政策 5.5.2
钢铁工业出口退税政策 5.5.3 钢铁工业节能环保政策 5.5.4 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条件 5.5.5
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矛盾政策 5.5.6 钢铁行业企业兼并重组政策 5.5.7
钢铁行业规范企业管理办法    第六章 2015-2017年中国钢铁产业发展格局分析 钢铁行业作
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下游用户主要包括建筑业、机械、家电、汽车、造船、能源设施
及石化产业等行业，属于典型的强周期性行业，其产业链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
钢铁行业主要下游消费市场分布格局及预测 2016年在稳增长的政策刺激下，下游需求情况
良好。政府将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区间下限设定为6.5%，该增速为“十三五”经济增长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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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底线，2016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7%，增速与前两季持平，今年有望达到6.5%以上增
速；同时政府加大了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宽松力度，一系列“稳增长”的举措使得2016年房地产
、基建、汽车等领域投资呈现回暖态势。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在2014年930新政2015年330
新政等一系列降税、加杠杆政策的刺激下，房地产信贷出现了显著回暖，前三季度银行新增
10.16万亿信贷中有4.32万亿流向房地产领域，并推动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大幅反弹
。2016年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83974.61亿元，同比增长6.60%，房屋新开工面积达1
37375.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10%。基建方面，1-10月基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122113.5
8亿元，同比增长17.59%，保持了自2012年以来的年均15%以上的增长水平。整体而言，2
016年整年受益于下游房地产、基建投资的增长，钢铁需求出现好转。
2016年1-10月钢铁相关下游行业主要经营数据指标 钢铁相关下游行业 2016 年
1-10月累计值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484429.02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亿元）
83974.61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730980.81 房屋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137375.4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65211.16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20338.28
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91482.12 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万台） 63.6
工业锅炉产量（蒸发量吨） 365117.5 铁路机车产量（辆） 975 汽车产量（万辆） 2201.6
汽车销量（万辆） 2201.72 家用电冰箱产量（万台） 7814.7 家用洗衣机产量（万台）
6201.1 空调产量（万台） 13315.5 *造船完工量（万载重吨） 2493
民用钢质船舶产量（万载重吨） 3467.9 *新接船舶订单量（万载重吨） 1852
*手持船舶订单量(万载重吨) 10930 6.1 2015-2017年中国钢铁产业规模 6.1.1 生产规模
6.1.2 消费规模 6.1.3 投资规模 6.1.4 进出口规模 6.1.5 库存规模 6.1.6 价格水平 6.2
2011-2017年中国炼钢行业经济效益分析 6.2.1 中国炼钢行业经济规模 6.2.2
中国炼钢行业盈利能力指标 6.2.3 中国炼钢行业营运能力指标 6.2.4
中国炼钢行业偿债能力指标 6.2.5 中国炼钢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6.3
2011-2017年中国炼铁行业经济效益分析 6.3.1 中国炼铁行业经济规模 6.3.2
中国炼铁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6.3.3 中国炼铁行业营运能力指标 6.3.4
中国炼铁行业偿债能力指标 6.3.5 中国炼铁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6.4
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6.4.1 进出壁垒 6.4.2 市场容量 6.4.3 经济规模 6.4.4
产品差异化 6.5 中国钢铁产业区域转移态势分析 6.5.1 京津冀地区 6.5.2 长三角地区 6.5.3
珠三角地区 6.5.4 东北地区 6.6 中国钢铁产业转移走向分析 6.6.1 钢铁议价权转移 6.6.2
钢铁需求转移 6.6.3 钢铁利润转移 6.6.4 经营重心转移 6.6.5 钢铁库存转移 第七章
中国钢铁产业区域转移的经济效应分析 7.1 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7.1.1
产业转移对转移地经济的影响 7.1.2 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经济的影响 7.2
产业转移有利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7.2.1 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7.2.2
利用产业转移推进区域发展的必要性 7.2.3 利用产业转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 7.3
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影响 7.3.1 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协作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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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业转移各方共赢 7.3.3 主导产业显现地方特色 7.3.4 加快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7.4
区域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分析 7.4.1 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7.4.2 区域经济结构的变迁
7.4.3 生产要素供给结构的变迁 7.4.4 产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迁 7.4.5 政府政策的影响
7.4.6 地域文化的影响 7.5 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要素 7.5.1 市场规模及潜力 7.5.2
基础设施条件 7.5.3 产业配套能力 7.5.4 人力资本情况 7.5.5 经济发展水平 第八章
中国钢铁产业沿海转移投资机会及策略分析 8.1 中国钢铁产业沿海转移的必然性 8.1.1
符合世界钢铁工业布局趋势 8.1.2 产业转移政策导向 8.1.3 节能减排环保要求 8.1.4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8.2 沿海转移助推中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8.2.1 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8.2.2
抑制中小钢厂扩张 8.2.3 满足市场高端需求 8.2.4 调整产业区域布局 8.2.5
预留未来发展空间 8.3 沿海四大钢铁精品基地布局 8.3.1 日照钢铁基地 8.3.2
湛江钢铁基地 8.3.3 曹妃甸钢铁基地 8.3.4 防城港钢铁基地 8.4
沿海新建钢铁项目投资风险预警 8.4.1 压减产能 8.4.2 融资困难 8.4.3 产品同质 8.4.4
竞争加剧 8.4.5 严控投资 8.5 中国钢铁产业沿海转移策略建议 8.5.1 科学合理定位 8.5.2
调整产品结构 8.5.3 提升技术水平 8.5.4 控制运输成本 8.5.5 注重污染防治 第九章
中国钢铁产业沿海转移目标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9.1 河北省 9.1.1 产业基础 9.1.2 市场现状
9.1.3 转型升级 9.1.4 转移布局 9.1.5 风险预警 9.1.6 发展策略 9.1.7 规划目标 9.2 辽宁省
9.2.1 产业基础  9.2.2 市场规模
 9.2.3 风险预警
 9.2.4 发展策略
 9.2.5 规划目标
 9.3 山东省
 9.3.1 产业基础
 9.3.2 市场规模
 9.3.3 风险预警
 9.3.4 政策导向
 9.3.5 规划目标
 9.4 江苏省
 9.4.1 产业基础
 9.4.2 市场规模
 9.4.3 风险预警
 9.4.4 发展策略
 9.4.5 规划目标
 9.5 广东省
 9.5.1 产业基础
 9.5.2 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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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 风险预警
 9.5.4 发展策略
 9.5.5 规划目标
 9.6 广西
 9.6.1 市场规模
 9.6.2 项目动态
 9.6.3 风险预警
 9.6.4 发展策略
 9.6.5 规划目标
 
 第十章 中国钢铁产业西部转移投资机会及策略分析
 10.1 西部地区承接钢铁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
 10.1.1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10.1.2 城镇化提振用钢需求
 10.1.3 受益新丝绸之路建设
 10.1.4 产业转移差别化政策
 10.2 西部地区钢铁产业结构分析
 10.2.1 铁矿石资源结构
 10.2.2 钢铁产能结构
 10.2.3 钢材资源流向
 10.2.4 钢铁产品结构
 10.2.5 钢铁投资结构
 10.2.6 钢铁贸易结构
 10.3 西部地区钢铁产业主要驱动力分析
 10.3.1 重点经济区建设
 10.3.2 铁路投资
 10.3.3 公路网建设
 10.3.4 机场群建设
 10.3.5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10.3.6 重点装备制造业布局
 10.4 西部地区承接钢铁产业转移的风险预警
 10.4.1 竞争风险
 10.4.2 过剩风险
 10.4.3 交易风险
 10.4.4 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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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西部地区承接钢铁产业转移的策略建议
 10.5.1 科学规划有序发展
 10.5.2 优化钢材产品结构
 10.5.3 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10.5.4 深入推进节能减排
 10.5.5 强化技术创新和改造
 10.5.6 发展钢铁生产服务业
 
 第十一章 新疆承接钢铁产业转移的投资潜力分析
 11.1 2015-2017年新疆钢铁产业发展规模分析
 11.1.1 产业发展回顾
 11.1.2 价格水平分析
 11.1.3 产能规模分析
 11.1.4 行业发展机遇
 11.2 新疆承接钢铁产业转移的政策环境
 11.2.1 财税优惠政策
 11.2.2 转型升级政策
 11.2.3 投资准入政策
 11.2.4 产能调整政策
 11.2.5 节能环保政策
 11.3 新疆承接钢铁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
 11.3.1 矿产资源富集
 11.3.2 钢材产销规模
 11.3.3 抢占内地市场
 11.3.4 钢铁再生利用
 11.3.5 建筑业钢材需求
 11.3.6 装备业钢材需求
 11.4 新疆承接钢铁产业转移的目标区域
 11.4.1 伊犁
 11.4.2 哈密
 11.4.3 喀什
 11.4.4 巴州
 11.4.5 若羌
 11.5 新疆承接钢铁产业转移的投资前景
 11.5.1 需求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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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 供需平衡预测
 11.5.3 产业转型趋势
 11.5.4 产业布局方向
 
 第十二章 中国钢铁产业境外转移投资机会及策略分析
 12.1 中国钢铁产业境外转移的战略机遇
 12.1.1 巨头加速跨国转移
 12.1.2 “一带一路”战略
 12.1.3 高铁出口拉动需求
 12.1.4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12.1.5 政策助推企业走出去
 12.2 国际钢铁产业全球化特征分析
 12.2.1 资源和原材料全球配置
 12.2.2 国际钢材交易规模扩大
 12.2.3 钢铁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
 12.2.4 钢铁跨国并购和投资活跃
 12.2.5 企业积极构建战略联盟
 12.3 中国钢铁产业境外转移态势分析
 12.3.1 境外转移历程
 12.3.2 境外转移模式
 12.3.3 境外投资进展
 12.3.4 境外转移融资
 12.4 河北省钢铁产业境外转移分析
 12.4.1 转移导向
 12.4.2 项目动态
 12.4.3 海外布局
 12.4.4 扶持政策
 12.4.5 转移目标
 12.5 中国钢铁产业境外转移的风险预警
 12.5.1 世界经济低迷
 12.5.2 全球产能过剩
 12.5.3 产品结构制约
 12.5.4 科技水平制约
 12.6 中国钢铁产业境外转移的投资策略建议
 12.6.1 建立产能转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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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 建设国外资源基地
 12.6.3 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12.6.4 控制境外投资风险
 12.6.5 深化多行业战略协同
 
 第十三章 中国钢铁产业境外转移目标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13.1 非洲地区
 13.1.1 投资环境
 13.1.2 市场需求
 13.1.3 产能规模
 13.1.4 外贸规模
 13.1.5 铁矿石规模
 13.1.6 重点市场
 13.1.7 投资建议
 13.2 拉美地区
 13.2.1 产量情况
 13.2.2 外贸规模
 13.2.3 投资机遇
 13.2.4 智利市场
 13.2.5 巴西市场
 13.2.6 墨西哥市场
 13.3 南亚地区
 13.3.1 印度市场
 13.3.2 越南市场
 13.3.3 泰国市场
 13.3.4 巴基斯坦市场
 13.3.5 马来西亚市场
 13.3.6 印度尼西亚市场
 13.4 中亚地区
 13.4.1 哈萨克斯坦市场
 13.4.2 吉尔吉斯斯坦市场
 13.4.3 塔吉克斯坦市场
 
 第十四章 中国钢铁产业链转移投资机会及潜力分析
 14.1 钢铁行业产业链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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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产业链简介
 14.1.2 上游行业分析
 14.1.3 下游行业分析
 14.2 钢铁产业链上游铁矿石市场投资潜力
 14.2.1 运行特点
 14.2.2 市场行情
 14.2.3 竞争格局
 14.2.4 需求分析
 14.2.5 前景展望
 14.3 钢铁产业链下游钢铁贸易市场投资潜力
 14.3.1 行业特征
 14.3.2 企业格局
 14.3.3 竞争结构
 14.3.4 发展模式
 14.3.5 电商模式
 14.3.6 转型升级
 14.3.7 前景展望
 14.4 钢铁产业链下游钢铁物流市场投资潜力
 14.4.1 市场特征
 14.4.2 竞争格局
 14.4.3 盈利模式
 14.4.4 园区建设
 14.4.5 问题对策
 14.4.6 投资机遇
 14.4.7 风险评估
 14.4.8 前景预测
 14.5 钢铁产业链下游钢铁节能服务市场投资潜力
 14.5.1 需求规模
 14.5.2 市场格局
 14.5.3 竞争态势
 14.5.4 政策规划
 14.5.5 发展模式
 14.5.6 前景展望
 
 第十五章 中国主要钢铁企业产能转移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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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首钢
 15.1.1 企业发展概况
 15.1.2 经营状况分析
 15.1.3 驱动转移因素
 15.1.4 产业转移路径
 15.1.5 产业转移效应
 15.1.6 未来发展规划
 15.2 宝钢
 15.2.1 企业发展概况
 15.2.2 经营状况分析
 15.2.3 产业转移路径
 15.2.4 宝钢湛江项目
 15.2.5 宝钢海外战略
 15.2.6 未来发展规划
 15.3 河钢
 15.3.1 企业发展概况
 15.3.2 经营状况分析
 15.3.3 产业转移路径
 15.3.4 海外战略发力
 15.3.5 未来发展规划
 15.4 鞍钢
 15.4.1 企业发展概况
 15.4.2 经营状况分析
 15.4.3 产业转移路径
 15.4.4 产业转移效应
 15.4.5 未来发展规划
 15.5 武钢
 15.5.1 企业发展概况
 15.5.2 经营状况分析
 15.5.3 产业转移路径
 15.5.4 产业转移效应
 15.5.5 未来发展规划
 
 第十六章 中国钢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标准
 16.1 钢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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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16.1.2 环境影响评价因子筛选
 16.1.3 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16.1.4 评价范围及环境保护目标
 16.1.5 环境影响评价标准确定
 16.2 钢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分析
 16.2.1 工程分析内容
 16.2.2 工程分析方法
 16.3 钢铁建设项目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分析
 16.3.1 清洁生产分析内容
 16.3.2 清洁生产技术要求
 16.3.3 循环经济分析内容
 16.3.4 循环经济技术要求
 16.4 钢铁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
 16.4.1 环境管理
 16.4.2 环境监测
 16.4.3 环保验收
 16.5 钢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16.5.1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16.5.2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6.5.3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16.5.4 环境风险评价
 16.5.5 环保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16.5.6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16.5.7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16.5.8 产业政策符合性、规划相容性分析
 16.5.9 厂址选择及总图布置合理性分析
 16.5.10 公众参与
 16.5.11 结论及建议（AK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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