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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Q：螺纹钢市场前景如何？ 

A：未来螺纹产能过剩将加剧，竞争将愈发激烈。Mysteel 研究中

心预测，未来 5年，螺纹钢需求预计下降 10%。当前，螺纹供应已过剩

900 万吨左右，如若高炉企业不进行转产，在未来电炉产能新增的背景

下，螺纹供应过剩将加剧。 

Q: 那螺纹钢市场还有几年“镀金期”？ 

A：近五年，螺纹钢利润水平整体呈下行趋势，且于 2020年底被板

材超越。以此推测，螺纹的“镀金时代”将在 2025 年前被终结。螺纹

钢市场供应过剩的加剧，势必会压缩螺纹钢企的利润空间。且根据测

算，到 2025年螺纹钢产能利用率将跌破 60%，不利于钢厂的产业增值。 

Q：钢企应采取什么措施应对未来螺纹钢困境呢？ 

A: 在“废钢之争”的专题中我们提到长短流程的成本战，除此以

外，长流程企业利用自身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的优势，转产短流程的弱

势产品，如利润更高、下游需求更活跃的镀锌钢板、无取向电工钢等板

材产品，避免在市场中与电炉企业的直接竞争。  

Q： 顺利实现品种转化，需要关注哪些问题？Mysteel 可以做什

么？ 

A:  

⚫ 钢铁业未来如何发展：如宏观经济分析，产业中长期判断等  

⚫ 产品结构如何配置：如市场规模测算、产品定位以及布局等 

⚫ 投放节奏如何设定：如产线精准投放、各生产阶段投入测算等 

⚫ 下游市场如何布局：下游占比分析、下游未来增量分析等 

⚫ 经营模式如何选择：与上下游合作模式、风险管理等 

螺纹钢的“镀金时代”还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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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十四五”钢铁工业定位和“碳达峰、碳中和”的更高环保要求下，钢铁

行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为此，很多钢企采用品种调整的方式来适应行业

变革。我们注意到，在近年来的产能置换和新建产线中，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趋

势：越来越多钢企将视线从螺纹钢转向其他品种。如陕钢新建中厚板项目、梧州

永达上马热轧钢板项目等。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结合宏观

经济阶段以及针对性行业分析对螺纹钢未来市场前景进行预测。 

1 供需是螺纹钢价格波动的直接驱动因素 

螺纹钢是我国最重要的钢材品种之一，主要用于房屋、桥梁、道路等土建工

程建设中，其价格波动与国民经济发展、国际经济环境、政策等因素高度相关。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1997 年至今，螺纹钢价格波动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图1 长周期下螺纹钢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Mysteel 

可以看出，螺纹钢价格波动的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设定规

划和出台政策来影响市场预期和供需变动，从而影响价格。随着我国从高速发展

转向高质量发展，钢铁消费进入平台期，以基建、房地产为主的螺纹钢消费占比

将逐步下降。参照美国钢铁消费结构，预计我国钢铁消费未来将以装配式建筑消

费的结构钢，机械设备、汽车消费的板材为主。除此之外，精密仪器、新基建、

航空航天、国防等领域消费的特种钢材也成为钢铁消费的重要力量。  

 

 

 

 

 

 

 

 

 

 

 

 

 

 

 

 

 

随着我国从高速发展转

向高质量发展，钢铁消

费进入平台期 

 

 

 

 

我国钢铁未来消费方

向：结构钢、板

材 

世界经济形势转好，中国固定

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带动螺纹钢

消费大幅上涨。 

受经济危机影响，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快速回落。 

货币宽松

政策刺激

地产回暖 

通货膨胀压力，叠加

房地产调控措施。 

供给侧改革，后在双

碳背景下，粗钢减产

预期大幅提升。 



上海钢联金属产业研究中心 （MRI）                                

3 

 

2 未来螺纹钢需求空间将被压缩 

2.1 螺纹钢的主要下游—地产+基建 

螺纹钢的下游需求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基建行业。根据 Mysteel统计，房地

产和基建合计约占螺纹钢总消费量的 93%。 

图2 螺纹钢下游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Mysteel 

2.2 地产预测—人口增速持续放缓，改善性需求由存量满足，增量空间不大 

人口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需求来源。不论从房屋的居住属性抑或是投机属

性出发，人口规模都是重要基础。因此，长期来看，人口周期是影响房地产市场

的主要因素。而未来我国人口预计将呈现以下趋势： 

• 人口增速持续下降。 

目前，我国人口仍处于表面正增长阶段，但是人口内在增长率在 1990 年代

就已由正转负，人口增速不断放缓，人口负增长惯性逐渐积聚。伴随着生育率长

期走低和人口老龄化不断推进，未来中国人口增速将会进一步减慢，直至人口增

长率从正转为零，再转为负，迈入负增长时代。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

学人口学教授翟振武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房价迅速提升，人均收入快速增

长，教育水平发展迅速，生育率下降速度要比原来预计的快一些。我认为在‘十

四五’期间，即 2025年之前，甚至再过两三年左右，中国人口就有可能实现零

增长。” 

• 城镇化率上升空间有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63.89%，城镇

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接下来城镇化的进程、节奏，直接关系到城市建设和发展速

度。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达到 70%以后，城镇化建设速度和房地产发展速度

 

 

 

 

 

房地产和基建约占螺纹

钢总消费量的 

93% 

 

 

 

 

 

 

 

 

 

房地产未来增量空间不

大 

 

 

 

 

2025 年之前，中国人口

或将实现零增长 

 

 

城镇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63.89% 

待城镇化率达到70%，

或将使发展速度放缓 

 



上海钢联金属产业研究中心 （MRI）                                

4 

 

放缓。我国城镇化率上升空间有限。 

• 适龄购房人口规模下降 

25-44岁人群是置业最活跃人群，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 25-44岁年龄段

人口占购房人口总数的比例高达 7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 2000年到 2010

年，我国 20-44 岁人口增加 6.3%，达到顶部（5.5 亿人）后开始下降，到 2020

年已经降至 4.4 亿人。置业最活跃人群减少，未来刚需市场规模或受抑制，适龄

购房人口占比下降、人口红利退去，推动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的根本需求逐渐减弱。 

另外，根据统计局数据，目前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为 39.8平方米，已经超过

部分发达国家。从各国历史规律来看，当人均居住面积超过 35平米之后，购房

者满足自发性改善需求将大部分由存量置换来满足。 

• 房贷政策趋严、融资收紧抑制地产增速 

目前地产销售出现回落趋势，地产融资新规（“三道红线”）正式实行收紧

融资效果显著，投资降低，土地成交量开始下滑，新开工面积增速放缓，预期到

本年度四季度地产行业就会出现明显收缩。基建全年投资力度偏弱，2021 年 1-

5 月，全国专项债新增发行额为 5800 亿元，同比降低 72.8%。  

综上，中国房屋目前存量已经富余，全国性房地产建设的高峰期已经过去，

未来房地产新建或将持续保持中低速发展，未来登顶下探的可能性很大。 

2.3 基建预测—大规模建设基本完成，增量空间来自改善性需求 

• 铁路：中国铁路里程仅次于美国，但密度大幅低于美日，其中高铁里程世界

占比超 2/3。目前我国铁路营业里程 13.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铁

路里程为 0.95 公里/万人，大幅低于美国（6.88 公里/万人）等发达国家；

高铁方面，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超 3.5 万公里，全球占比超 2/3，但中国铁路

服务效率评分仅 59 分，在 141 个经济体中排名 24；区域分布方面，中国区

域间基础设施发展基本平衡，欠发达地区尽管密度较低但人均水平不低。 

• 公路：中国公路里程仅次于美国，密度大幅低于美日，道路质量评分为 59.7

分，排名世界 45位。 

• 机场：中国公共机场仅 235个，相当于美国的 62%，航空服务效率得分仅 60.7

分，位居世界第 66名。 

• 城轨：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居世界第一，人均高于美国，但低于日英法德俄。 

  

 

 

 

 

 

 

 

 

 

 

目前我国人均住房面积

为39.8 平方米 

 



上海钢联金属产业研究中心 （MRI）                                

5 

 

表1  部分主要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主要基础设施 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13 23 3 2 3 3 

铁路密度（公里/万平方公里） 137 246 749 696 516 957 

公路里程（万公里） 485 672 122 39 105 63 

公路密度（公里/万平方公里） 5049 7349 33431 16303 19235 17890 

公共机场（个） 235 380 175 460 464 539 

城市轨道交通（公里） 5767 1297 887 868 1183 3148 

数据来源：Mysteel 

我国大规模基础建设基本完成，老基建需求疲软，政策侧重点新基建，对钢

材消费增量直接影响有限。新基建发力于科技端的“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

通、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基站”等四个领域，对钢材总消费量上升的

推动作用有限，更多增加的是对特钢等高性能钢材的需求。 

2.4 综合预测—螺纹需求端未来增速放缓或回落 

通过对螺纹钢的主要下游——房地产和基建的未来市场空间分析，可以预

测未来螺纹钢需求端将维持中低速发展，增速放缓甚至回落，增量空间并不大。

根据 Mysteel 模型测算，到 2025 年螺纹钢年需求量约为 25650 万吨，和 2020

年螺纹钢的消费量相比下降 10%左右。 

表2  未来螺纹钢消费预测 

 2021E 20222E 2023E 2024E 2025E 

房地产螺纹钢消费量 19335.61 19157.92 19484.11 19236.89 19150.62 

基建螺纹钢消费量 8043.001 7332.37 7112.006 6944.028 6499.314 

总消费量 27378.61 26490.28 26596.12 26180.92 25649.93 

数据来源：Mysteel 

3 供应端若无举措，未来螺纹钢产能利用率或将跌破 60% 

表3  高炉、电炉和调坯产能及产能利用率 

 高炉 电炉 调坯 

产能占螺纹钢总产能 77% 13% 10% 

产能利用率 76% 53% 31% 

数据来源：Mysteel 

从上表可以看出，目前螺纹钢的生产仍以长流程高炉企业为主。一直以来，

 

 

 

 

 

大规模建设基本完成 

 

 

老基建需求疲软，政策

侧重点新基建 

 

 

特钢等高性能钢材的需

求增加 

 

 

2025 年螺纹钢年需求量

约为25650 万吨 

 

 

 

2025 年螺纹钢的消费量

较 2020年下降10% 

 

 

 

 



上海钢联金属产业研究中心 （MRI）                                

6 

 

电炉炼钢受制于成本因素，产能占比较小。但随着中国钢铁产业优化产能结构，

绿色发展要求的提高，国家产能置换、环保、土地、财政等政策倾斜，废钢资源、

电力等支撑条件逐步完善，以及碳排放权的强制性约束作用逐渐增强，电炉钢比

例将开始逐步回升。根据 Mysteel 测算，到 2025 年，新增电炉炼钢产能至少为

螺纹钢总产能带来 5.6%的增量，届时钢企产螺纹钢综合产能利用率将跌破 60%。 

综合来看，受下游行业影响，螺纹钢未来需求端增量空间有限，增速放缓或

回落。同时螺纹钢未来供给总量仍有望增加，竞争将逐渐加剧。结合上文分析，

我们预测螺纹钢的“镀金时代”将在 2025年前被终结。未来螺纹钢市场供需错

配的加剧，会导致价格下跌，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且产能利用率早已跌破警戒

线，不利于钢厂的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建议长流程企业利用自身生产工艺和生

产设备的优势，转产短流程的弱势产品，如利润更高、下游需求更活跃的镀锌钢

板、无取向电工钢等板材产品，避免在市场中与电炉企业的直接竞争。 

4 与螺纹相比，主流板材未来利润更高、需求增量更大 

4.1 利润空间-板材利润已反超螺纹钢，且将持续增长 

图3 螺纹钢及部分板材利润对比 

 
数据来源：Mysteel 

根据 Mysteel 的调研，螺纹钢与其他板材的利润差逐年减小。近年来，其

他板材的利润已大幅超过螺纹钢，甚至部分特殊品种，如：镀锌，2021年的利

润接近螺纹钢的 3倍，可见螺纹钢已经失去利润优势。 

结合未来螺纹钢供大于求的趋势，其利润将继续下行。与之相反的是，其

他钢种的下游市场仍存在可观的增量空间，未来利润持续看好，将大幅领先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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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钢。 

4.2 下游市场-仍然具有增量空间 

4.2.1 汽车—千人保有量仍具有提升空间 

2020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72 亿辆，其中汽车 2.81 亿辆，汽车保有量

在 200辆/千人左右，与全球对比，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仍具有提升空间，跟发

达国家相差较大。   

对比美国和日本历史上的千人保有量变化情况，在千人保有量 200 辆左右

时，美国和日本其销售增速在 5%和 2%附近，美国汽车销量增速高于日本。中国

目前正处于千人保有量 200辆的时期，结合到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空间的国情，

预计我国汽车销量复合增长率在 2%-3%左右。 

新能源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根据工信部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

线图(2.0版)》规划，到 2025 年新能源占总销量 20%，到 2030年这一数据达到

40%左右。 

4.2.2空调—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属于成长期产业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空调户均保有量仅为 1.09台，且近年来保

有量增速不断提高。而日本 2018年的保有量 2.81 台，我国与其差距仍较大。其

中，城镇和农村户均保有量分别为 142.2台和 65.2 台，城乡差距较为明显，远

高于其他白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对空调的需求会逐渐增加，近三年

的保有量增量在提速。 

2012年至 2019年，我国空调出口的复合增长率仅为 3%，全球对空调的需求

增长不及中国。其中，有 44%出口至亚洲国家。受制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电

力基础设施，东南亚空调普及率低。2016 年，东南亚空调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是

泰国也尚未达到 30%，而中国已经达到了 80%。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电力设

施的完善，东南亚地区存在广阔的空调需求空间，无疑将利好我国空调的出口，

未来将继续保持增长。 

综上，空调行业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属于成长期产业。根据 Mysteel

测算，未来五年，空调出口+内销仍有 40%左右的增量空间。 

5 转产到新品种应考虑的因素 

上海钢联是国内最著名的大宗商品专业咨询公司，是钢铁行业资讯与咨询

的领军企业。拥有最全面钢铁产业链的大数据，最富有行业经验的咨询团队，合

作过的客户已达数百家，并长期为国内外知名企业提供服务。其中金属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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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为客户提供独特而专业的全方位视角分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的解决

方案。 

⚫ 钢铁业未来如何发展：如宏观经济分析，产业中长期判断等  

⚫ 产品结构如何配置：如市场规模测算、产品定位以及布局等 

⚫ 投放节奏如何设定：如产线精准投放、各生产阶段投入测算等 

⚫ 下游市场如何布局：下游占比分析、下游未来增量分析等 

⚫ 经营模式如何选择：与上下游合作模式、风险管理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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