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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2021 年，公共安全事件带来的影响已经弱化，且央行货币政策保持稳定，流动

性相对充裕，为建筑钢材市场的良好发展奠定基调。1-2 季度，建筑钢材供需结构稳定，且

相关部门一再强调 2021 年粗钢产量不超过 2020 年，市场氛围积极，价格震荡上行。3 季度，

需求转弱，库存累积，供需两弱局面逐渐形成，对行情形成一定压制。另外，与之相关的铁

矿石价格在 5 月份创新高后震荡下行，“双焦”与之相反，5 月份高点调整后，继续创新高。

在以上背景下，经济政策、行业政策、房地产政策及基建计划等成为了市场参与者关注的重

点。基于 2021年国内外经济政策和建筑钢材上下游情况来看，2022年国外经济或有所收紧，

国内相对保持宽松，钢铁行业继续朝着 “碳达峰”目标前进，严格控制产能产量，但下游

房地产行业或维持弱势，建筑钢材供需两弱局面成为主基调，2022 年建筑钢材市场如何运

行仍值得深思。 

一、2021 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1、GDP 增速前高后低 

 

年初以来，我国经济延续稳健复苏态势，主要宏观指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前 3 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9.8%，其中 3 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9%，两年平均增长 4.9%。

前 3 季度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特点：从需求端看，消费回暖，9 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叠加中

秋消费拉动，居民出行、娱乐等方面需求有所恢复。投资总体平稳，房地产投资小幅下行；

基建投资反弹力度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出口支撑有

力，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均大幅增长，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从供给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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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总体保持恢复态势，前 3 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已基本回到疫情前水平，但在终端需

求较弱、限电限产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3 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逐月下降。服务业新

动能发展良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渗透，带动行业升级，但 3 季度以来，受疫

情影响，接触型服务行业恢复较缓。从金融运行来看，信贷同比多增，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

速快于各项贷款；货币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经济转型调整压力

下，中长期融资有效需求仍有待进一步提振。 

后期中国经济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坚持跨周期调控，财政政策加“快”，专项债发行

量可能加大；货币政策助“稳”，政策目标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二是经济走势总体平稳。

考虑基数效应影响，预计全年经济走势将呈现“前高后低”特点，全年经济增速在 8.0%至

8.5%区间。三是工业保持平稳，国家多途径保障冬季煤炭、天然气等基础能源供给，有利于

工业生产平稳运行。四是出口韧性较强，主要经济体经济持续复苏对我国出口形成支撑，但

疫情影响减退也会削弱出口“替代效应”。五是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持

续落地，叠加“双十一”、元旦等重要时点带动，消费有望得到改善。六是投资温和上升。

专项债发行提速、重大项目陆续启动促进基建投资小幅回升，基建、消费回暖支撑制造业需

求，制造业投资保持温和上升态势。七是 PPI-CPI 剪刀差略有收敛，通胀水平温和。八是市

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央行将通过等额等息续作中期借贷便利（MLF）以及公开市场操作

等方式维护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融余额增速小幅回升。 

2、制造业仍面临挑战 

 

1-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两年平均增长 6.1%。今年以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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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克服多方面困难挑战，总体保持恢复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为我国经济平

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世界制造业持续复苏发展面临着新挑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也对制造

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下一步工信部将强化创新驱动，促进转型升级，着力保持制造

业占比基本稳定，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不断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效益和核

心竞争力，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步伐。 

3、CPI 先升后落  PPI 不断上涨 

 

CPI 月度同比先升后落。前三季度，CPI 上涨 0.6%，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

分月看，CPI 同比总体呈先升高后回落走势。前两个月，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CPI 同

比下降；随着高基数效应逐渐减弱，3 月份同比转为上涨 0.4%，之后继续回升，5 月份上涨

1.3%；6 月份起，在猪肉价格下降等因素带动下，涨幅逐步回落，9 月份同比上涨 0.7%。在

11 月份 2.3%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0.6 个百分点，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7 个百分点，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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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 月度同比涨幅不断走高。前三季度，PPI 上涨 6.7%，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1.6 个百分

点。今年以来，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冲击，叠加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PPI 同比

快速上涨，涨幅由 1 月份的 0.3%逐月扩大至 5 月份的 9.0%。6 月份同比涨幅略有回落，上

涨 8.8%。7 月份后，多重因素导致煤炭、钢铁、化工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推动 PPI 同比涨

幅再次走高，9 月份 PPI 涨至 10.7%。在 11 月份 12.9%的 PPI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

翘尾影响约为 1.2 个百分点，比上月减少 0.6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1.7 个百分点，与

上月相同。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多。前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8.9%，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2.1

个百分点，影响 PPI 上涨约 6.61 个百分点。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带动国内石油相关行

业价格上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

学纤维制造业价格涨幅在 13.8%-32.6%之间，较上半年均有所扩大。受需求旺盛叠加供应持

续偏紧影响，煤炭加工业价格上涨 41.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 31.0%，涨幅比上半

年分别扩大 8.9 和 13.5 个百分点。此外，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 27.7%，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 21.8%。 

保供稳价效果有所显现。各部门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措并举推进保供

稳价，政策效果有所显现，近期金属相关行业价格涨幅较前期有所回落。三季度，黑色金属

矿采选业价格平均上涨 43.1%，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价格平均上涨 12.6%，涨幅比二季度分别

回落 3.3 和 3.8 个百分点。三季度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平均上涨 34.0%，涨幅回

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炼钢、钢压延加工价格涨幅分别回落 2.0 和 1.3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平均上涨 23.3%，涨幅回落 5.1 个百分点，其中铜冶炼、铅锌冶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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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涨幅分别回落 18.0 和 7.0 个百分点。 

二、2021 年建筑钢材市场行情回顾 

 

1 月份全国各地除基建外大部分项目已停工，需求大幅减弱，全国冬储意愿相对 2020

年明显减少，市场节日氛围浓厚，下游多观望为主。2 月需求尚未恢复，建材整体偏弱，但

考虑今年冬储库存相对去年低位，钢厂完成了一部分海外跟自储订单，整体供需相对平衡。

3 月全国建材价格呈现震荡偏强局势运行，期螺创 10 年新高，钢厂利润一个月翻 3 倍，材

强料弱格局正式形成。唐山限产此起彼伏，“碳中和”议题即将贯穿全年，在原材料持续上

涨前提下，旺季需求不言而喻。4-5 月份国内建筑钢材市场继续上攻，频频刷新高位。随着

价格的大幅拉涨，下游普遍难以接受，多部门频频发声应对大宗商品过快上涨问题，5 月下

村建筑钢材价格冲高回落，幅度之大令人瞠目。经历大幅回调之后，6 月份现货及期货市场

均有修复整理的诉求，故整体市场平淡无奇，成交也是不温不火。 

进入下半年，7-9 月份多个省份陆续出台压减粗钢任务目标，叠加限电、突发事件引发

的减产，国内建筑钢材产量有所下滑，价格因此而再次上涨。进入 10 月，伴随央行持续收

紧流动性，导致市场资金面愈加趋紧，尤其工程回款开始逐步出现困难，不断压制需求释放；

而由于地产持续高压调控、国家有意控制基建进度，导致地产及大基建新开工均严重偏低，

二者直接导致需求释放严重不足；而之前一个刺激钢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限电限产，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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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0 月后也随着煤炭供应压力缓解开始出现松动迹象；上述因素叠加作用，使得资本面最

先反馈，开始加速大跌回调，现货市场也最终被拖入下降通道。 

三、建筑钢材产业相关数据分析 

1、建材产量及开工率 

 

随着多地能耗双控加严，钢厂限电限产消息频发，钢铁产量继续下滑，尤其建筑钢材产

量下降更为明显。1-11 月份螺纹产量累计 2.32 亿吨，累计增速下滑 4.1%。其中 6 月份产量

最高，达到 2375 万吨，随后产量开始下滑，11 月份产量仅 1776.6 万吨。 

 

1-11月份线材产量累计 1.43亿吨，累计增速下滑 6.9%。其中 5月份产量最高，达到 1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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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随后产量开始下滑，11 月份产量最低，仅 1102.5 万吨。 

 

 

由于近期价格持续下跌，钢厂利润不断压缩，当前钢厂利润微薄，主动减产意愿较高；

另外进入采暖季，“2+26”区域内的钢厂执行秋冬季限产，以及部分区域启动环保限产相应

政策，建筑钢材产量下降较为明显。建筑钢材钢厂产能利用率基本处于近几年的最低水平，

且钢厂厂内库存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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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材进出口数据统计 

 

 

    1-10 月份螺纹累计进口量 138.52 万吨，较去年累计增加 28.3%。1-10 月份线材累计进

口量 81.04 万吨，较去年统计累计减少 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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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月份螺纹累计出口量 41.9 万吨，较去年累计增加 14.25%。1-10 月份线材累计出口

量 304.2 万吨，较去年统计累计增加 30.7%。5 月 1 日取消部分钢铁产品出品退税，只是提

高国外进口我国钢铁产品的进口成本；在总需求未明显变化，在国外钢铁产品高溢价的情况

下，会平衡一定的溢价，但钢材出口影响不是很大，近几个月出口同比增幅仍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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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材库存数据统计 

 

年底前，螺纹钢产量预计处于小幅下行趋势，需求受房地产贷款松动预计有起色，力度

有待观察，螺纹钢库存预计延续去库周期，但速度预计慢于往年同期水平。至截稿，建筑钢

材社会库存总量为 572.86 万吨，年同比增加 29.55 万吨；其中螺纹钢库存 442.77 万吨，年

同比减少 7.66 万吨；线材库存 130.09 万吨，年同比增加 37.21 万吨。 

四、建筑钢材终端行业需求分析 

1、房地产市场“降温” 

 

 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37314 亿元，同比增长 6.0%；比 2019 年 1-11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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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3.2%，两年平均增长 6.4%。其中，住宅投资 103587 亿元，增长 8.1%。1-11 月份，房

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95965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3%。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679540

万平方米，增长 6.5%。房屋新开工面积 182820 万平方米，下降 9.1%。其中，住宅新开工面

积 135017 万平方米，下降 8.4%。房屋竣工面积 68754 万平方米，增长 16.2%。其中，住宅

竣工面积 49582 万平方米，增长 16.2%。1-11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8287 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 11.2%；土地成交价款 14519 亿元，增长 4.5%。 

当前新建商品房价格的下跌是成交量下行的结果。一季度市场过热，重点城市房价上涨

较多，自二季度以来，新房、土地市场相继降温，现在价格回调是对前期过热的自然消化。 

房地产市场的矛盾从“过热”开始转为“过冷”。需要积极防范市场过快降温和出现房

地产金融风险。尤其需要防范三四线城市出现新的风险，包括房企销售困难导致项目开工意

愿不强的风险。 

2、基建投资回升加快 

1-11 月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0.5%。

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2.1%，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下降 1.6%，道路运输业投资下降 0.3%，

铁路运输业投资下降 1.7%。 

受基建项目资金陆续到位，以及开工项目增多等影响，第四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将进一步

加快回升。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前所未有冲击，为了稳增长，稳住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十分

关键，各地推出一批重大基建项目，3.75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 1 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等资金则保障重大项目建设。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底，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 35466 亿元，基本完成全

年发行任务。其中 9 月底专项债实际支出资金达到 2.8 万亿元。 

另外，1 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被纳入了中央财政直达资金管理。根据财政部数据，

目前采取直达资金管理的 1.7 万亿元资金中，截至 10 月底已经有 1.607 万亿元指标下达到

资金使用单位，涉及 32.63 万个项目，形成实际支出 1.198 万亿元。其中，用直达资金安排

的 1 亿元以上的项目是 2000 余个，总规模超过 4500 亿元。 

四季度的基建投资增速还将进一步加快，全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达到 2.5%。因为专项

债项目正快速落地，3.5 万亿专项债投资效果正在显现。另外四季度基建项目普遍开始赶工

期，争取弥补因疫情造成的停工影响，而“十三五”收官，补短板项目陆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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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2 年建筑钢材市场行情预测 

经济层面：扰动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均呈现逐步趋弱的状态，经济增长的动能呈现放缓

趋势；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好跨周期调节，统筹考虑今明两年政策衔接”；以美元

指数所代表的全球流动性扰动将持续，且密切关注美联储 Taper 的节奏；制造业成本上升，

未来成本会逐步影响到居民消费品价格，系统的促消费措施或适时公布；国际上疫情影响虽

有所减弱，但后续影响依旧存在，且部分区域仍存一定变化。 

供应层面：碳中和目标明确，后续持续推进实施。2022 年继续压缩粗钢产量，而目前

山西区域部分钢企依旧处于产能置换阶段，新设备和新技术暂未实际应用于生产，而置换老

设备陆续淘汰，或进一步促使供应下降，但山西钢铁产能在国内处于前列，开工率维持正常

偏低水平的情况下，本区域依旧难以消化相应供应端，高供应状态或持续。 

需求层面：房地产周期仍处于下行状态，“房住不炒”政策延续，房企受制于“三道红

杠”政策，近几年以回笼资金降负债为主，新开工项目积极性下降，房地产对建筑钢材需求

量维持弱势。从基建投资看，2021 年底地方政府专项债增加，对下游产生实质性影响，预

计在 2022 年上半年，但目前基建投资已处于高位，后续对建筑钢材难产生持续有效消耗。

同时，从区域及经济特点来看，资源型特点依旧明显，且经济活力不足，市场信心较弱，走

出去仍是消化建筑钢材的主要途径。 

利润方面：预期 2022 年利润或有所萎缩，主要由于需求端和供应端的不匹配。同时，

2022 年大概率会进入到去库存周期，而朱格拉周期仍处于产能投放的高峰期，给价格和利

润方面带来压力。 

综合预判：2022 年，建筑钢材市场或维持高供缓需结构，价格或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

势，均价较 2021 年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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