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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钢铁

中国钢铁行业概况
2022年，中国粗钢产量为101,796万吨，同比下降

1.7％，连续两年出现同比负增长。2022年全球粗钢生
产总量为18.79亿吨，同比下降4.2％。其中，中国约占
54％，同比提高了1个百分点（图）。

图: 中国粗钢产量及全球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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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orld Steel Association

中国钢铁行业2022年的运行情况及2023年的重点
任务

2022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就

2022年的粗钢产量提出：“重点压减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及环保绩效水平差、耗能高、工艺装备水平相对落后的粗钢

产量，确保实现2022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明确表示

将在2021年的基础上继续同比压减粗钢产量。

2022年1月-6月的粗钢产量降至5.3亿吨，同比下降6.5％

（按全年计算为10.6亿吨）。此外，自4月份起，受严格的新

冠病毒疫情防控措施及房地产行业进一步低迷的影响，粗

钢的市场需求不断减少，钢材价格持续急剧下跌。在此情况

下，7月-12月的粗钢产量为4.9亿吨，虽然与上年同期的低水

平相比增长3.5％，但是按全年计算则为9.6亿吨，已转为减

产。全年粗钢产量为101,796万吨，同比下降1.7％，继2021年

之后持续实现同比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2年钢铁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销

售收入为8.7万亿元，同比下降9.8％，利润为366亿元，同比

下降91.3％，降幅明显。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CISA）的原料价格统计显示，1

月-11月的铁矿石价格同比下降26％，但仍处于高位；炼焦煤

价格同比上升29％，喷吹煤价格同比上升27％，炼钢企业的

成本进一步上涨。

CISA2023年的工作重点具体如下：（一）加强行业监

管，推动实现平稳运行；（二）建立产能治理新机制，优化联

合重组政策；（三）推进三大改造工程（产能置换、超低排

放改造、极致能效）；（四）落实基石计划和钢铁应用拓展计

划；（五）推动关键技术产品创新；（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七）提升行业形象。

钢铁供需：2022年回顾与2023年展望
2022年，占钢铁需求三分之一的房地产行业陷入了低

迷。商品住宅投资占到了房地产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三，其销

售面积同比下降26.8％，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39.8％，出现大

幅回落。房地产开发投资整体同比下降10.0％，转为负增长

（2021年较2020年同比增长4.4％）。

从202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5.1％）的结构

来看，制造业（同比增长9.1％）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9.4％）的增长弥补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下滑。

从工业生产情况来看，汽车产量同比增长3.5％，延续了

去年的增长态势；液压挖掘机的产量则受到房地产投资减

速的影响，同比下降21.7％；机床的产量同比下降13.7％，呈

现两位数的负增长。

据CISA的统计，2022年1月-11月的粗钢表观消费量为

8.87亿吨，同比下降2.7％。此外，预测2023年的钢材需求，

将会因（一）房地产行业减速放缓、（二）基础设施发挥支撑

作用、（三）汽车行业保持增长等积极因素而保持平稳。

钢铁贸易：2022年回顾与2023年展望
中国政府从资源和环境影响的角度出发，自2021年起取

消了钢铁行业所有品类的出口增值税退税，不再鼓励钢铁产

品的出口，同时鼓励生铁、废钢和半成品的进口。

在此背景下，2022年的钢材出口量为6,732万吨，同比增

长0.9％，基本与上年持平。CISA分析认为，自2021年取消增

值税退税以来，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高附加值钢铁产品

正在迅速失去竞争力。同时，CISA还进行了细分HS编码的

研究，就鼓励高附加值钢材产品的出口向政府部门提出了建

议，并在2023年的HS编码调整中增加了三个编码。

另一方面，钢坯和半成品的进口量为640万吨，同比下降

53.5％，连续两年大幅负增长。

铁矿石和废钢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2022年2月发布的《关于促

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方针，CISA提出了有关

钢铁原料的“基石计划”。该项计划针对废钢、国内铁矿石、

海外铁矿石权益这三种主要原料，分别明确了2025年、2030

年及2035年的供给目标，其目的在于降低钢铁资源的对外依

存度，加强中国对钢铁资源的保障，已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中央政

府部门启动了相关工作。

7月，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正式成立，其目的在于实现铁矿

石等重要矿产资源的集中采购和批量进口。

同月，CISA还成立了“铁矿石工作委员会”，作为其下

属专门机构，旨在提高铁矿石相关业务的自主管理能力和

行业自律性。CISA表示，“成立该委员会是钢协按照市场

化、法治化要求，有效统筹国内钢铁企业力量，加强对铁矿

石相关重大问题研究，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而采取的

重大举措”。

综上所述，2022年，中国政府从确保钢铁原料稳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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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出发，启动了中长期的政策和措施，并成立了相应的

组织。

节能环保相关动向
2021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碳中和目标总体规划《关于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

见》。在此基础之上，2022年2月发布的《指导意见》中明确

给出了钢铁工业到2025年前的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在二

氧化碳减排工作中坚持总量调控和科技创新降碳相结合，

全面推进超低排放改造，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

方针，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努力通过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控

制、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和二氧化碳减排的综合效应来促

进发展。

2022年12月，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

化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

碳的若干意见》以及《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CISA制定

并发布了一项计划，力争到2025年，让2亿-3亿吨产能达到能

效标杆水平。

此外，钢铁行业EPD（环境产品声明）平台于2022年5月

正式上线，2023年1月又在原有钢铁产品的基础上，发布了铁

矿石EPD报告。CISA认为，“这对于树立中国钢铁行业环保

低碳发展的正面形象具有很大价值”。

＜建议＞
① 关于钢铁生产

　2022年的钢铁产量与2021年一样，在政府提出确
保粗钢产量逐年下降的政策下，由于新冠病毒疫
情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下行压力、包括房地产行业
在内的钢铁需求行业增长放缓、以及复杂的国际
形势等困难，钢铁产量同比下降。

　我们认为，这与钢铁行业提出的为“到2030年实
现碳达峰”这一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持的政策相
一致，符合稳定推进钢铁行业经济运行的观点。

　随着2023年工业政策继续以国家战略为目标，准
确评估市场趋势并从钢铁行业稳定的经济运行
角度采取相应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应当根据未来需求，针
对中国整体的炼钢产能（规模以上、109,486万
吨、国家统计局、截至2021年底）制定相应的调
整政策。

　期待中国政府和钢铁行业携手加快建立相应流
程机制的步伐，同时，日本钢铁行业将分享在这
方面的经验，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加强与中方
的合作。

② 应对全球产能过剩问题

　“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是2016年发起的讨
论全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多边框架，得
到了大多数成员的肯定，并将在2023年之后继续
开展活动。中国政府自2020年以后虽然没有参与
该论坛的活动，但希望中国作为一个钢铁产量和

消费量占全球一半以上、负责任的主要钢铁生产
国，继续积极参与到这项活动中。

③ 钢铁贸易

　在钢铁行业减产政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从资源
安全和环境影响的角度出发，明确表示不鼓励通
用型钢材的出口。与此同时，2022年钢材出口自5
月份以来连续8个月同比增长，累计来看，超过了
同样实现同比大幅增长的2021年。

　日本钢铁行业认为中国政府将会继续坚持控制
钢铁出口的基本方针，拟将密切关注中国钢铁企
业的出口动向。

　在中日钢铁贸易方面，希望通过两国政府主办的
“中日钢铁对话”平台，促进相互理解，进一步
深化互信关系。

④ 关于节能及环保措施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于2022年8月公布了钢铁行业
低碳技术路线图，明确了从现在到2060年分为四
个阶段的每十年计划，努力实现碳中和。

　日本钢铁行业认为，始于2005年7月的“日中钢
铁业环保节能先进技术专家交流会”，会上的讨
论交流，为中国钢铁行业的节能环保措施做出了
贡献。

　推进脱碳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钢铁
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共同的重要主题，日本钢
铁行业希望通过这个交流会，继续交换见解，加
深相互理解，共同推进各项措施。

⑤ 统计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
底，钢铁 行业 规 模以上企 业的炼钢能力达 到
109,486万吨。但另一方面，如果根据国家统计局
每月公布的规模以上企业的粗钢产量进行估算，
则计算得出的炼钢能力在2021年4月的高峰期接
近12亿吨，与以上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粗
钢产能已经占到了全球的50％以上，我们认为建
立一个更加准确可靠的炼钢产能、生产统计系统
已成为当务之急。

　到2020年12月，从官方发布的生产统计数据的钢
材品种来看，已从以前的24个品种减少至只有5
种。此外，之前从中国海关总署可以获得较为详
细的进出口统计数据，但是在2018年3月份以后
便没有了这个通道。包括钢材（按品种）生产统
计数据在内，我们强烈希望尽快恢复以前的发布
形式。

　钢铁生产统计中，重复统计的问题仍未得到解
决。为确保钢铁行业未来能够继续保持可持续
发展的步伐，希望今后在公布统计数据时，将重
复统计从中剔除，或者就重复统计部分公布相应
的调整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