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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当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

都萎靡不振的时候，中国的钢

铁出口却逆势而上。 国内市

场低迷刺激了钢材出口的大

幅增长。 上半年，全国出口钢

材 5240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27.8%， 上半年累计净出口钢

材折合粗钢 4766万吨， 同比

增加 1279万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朱

继民认为， 一方面国产钢材在国际市

场上有竞争力， 可以满足国际市场需

求；另一方面，国际钢材市场价格水平

高于国内， 钢铁企业有动力提高出口

量。

受益于“一带一路”

中国钢铁在上半年的出口数据和

世界钢铁协会 7 月 22 日公布的日本上

半年粗钢产量 5260 万吨几乎相同。 中

国钢铁在今年上半年名副其实“出口了

一个日本”。

东南亚国家、印度、非洲十国等地

区对钢材需求的增长也在刺激中国钢

材出口。

据海关总署数据，中国钢材出口流

向占比中，东南亚七国（缅甸、泰国、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马来

西亚）一直高居第一位，2014 年占中国

钢材出口总量的 27.8%，2015 年前 5 个

月占比为 30.7%， 出口钢材同比增长

57.4%。 数据同时显示，2015 年 1—5 月

中国向印度、非洲十国、欧盟七国、中东

九国、韩国、南美洲六国出口钢材增长

115.7% 、45.8% 、43.9% 、38.8% 、8.7% 、

1.1%。

河北钢铁内部人士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河北钢铁有一些钢材是出口

到东南亚的，甚至还有中东等地区。

兰格钢铁经济研究中心首席分析

师陈克新表示，根据中国以往经验，每

亿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消耗

2000 吨钢材。 加之高速铁路、港口、油

气输送管线、 电力工程等单位耗钢强

度明显高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 如每

亿元（人民币）铁路基本建设投资约拉

动钢材需求 3300 多万吨，高出平均投

资耗钢量 65%。据此保守估算，如果未

来国内各省市“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

规模达到 10 万亿元人民币，需要消耗

钢材超过 3 亿吨； 如果未来 10 年内，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要 8 万—10 万

亿美元， 折算人民币 50 万—60 万亿

元，需要消耗钢材 15 亿吨左右，每年

需要 1 亿多吨钢材；如果到 2030 年全

球基础设施投资 57 万亿美元，折算人

民币 350 万亿元， 需要消耗钢材超过

70 亿吨，每年需要消耗钢材至少 4 亿

吨。

据《中国冶金报》测算，目前涉及

“一带一路” 的 26 个国家和地区内，人

均钢消费量为 101.6 公斤，粗钢消费总

量为 2.7 亿吨。 2014 年，我国向这 26 个

国家和地区出口钢材 3449 万吨， 占其

钢材消费量的 12.7%。 未来 30 年，这些

国家和地区人均粗钢消费量若能达到

目前世界人均水平 235 公斤， 则将有

3.6 亿吨的增长空间。

电商携钢铁出海

去年，作为钢铁电商平台的找钢网

开始筹划跨境电商业务，第一站就放在

了韩国。 找钢网在韩国调研了很久，并

组织了一个韩国的团队， 实现了本土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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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金属、农产品价格全线下跌，有机构预计大宗商品将成为今年余下时

间里表现最差的资产

“最冷”的夏天：大宗商品不胜“寒”

本报记者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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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跌下的反转：中国钢铁出海走强

本报记者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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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清语制图

谢先生已经很久不做进口铁矿石的贸易

了， 现在他的身份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总

经理， 身上携带的矿石贸易公司的白色名片

早已换成了粉色的医疗器械公司的名片，用

他的话说， 现在的进口铁矿石已经到了每吨

60美元左右， 这与前几年动辄 100多美元的

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反转。 钢厂进口铁矿石

已无利可图。

铁矿石价格下跌并不是个例， 在这个夏

天，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坐着滑梯”向谷

底而去。 彭博大宗商品指数创下了自 2002年

以来的最低水平，自 2011 年 9 月起，该指数

下跌近 40%，最近一个月内更下挫达 7.2%。

宏观经济低迷

拖了大宗商品的后腿

世界银行在最新发布的今年二季度《大

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中预测，今年能源价格

平均将比去年低 39%， 非能源大宗商品价格

比去年平均低 12%； 金属价格比去年平均低

16%，其中铁矿石跌幅 43%；农产品价格将会

比 2014 年平均低 11%。

数据显示，基本金属上半年 LME（伦敦金

属交易所）铜、铝、铅、锌、镍、锡价格同比分别

下 滑 19.64% 、12.21% 、0.48% 、12.18% 、

37.72%和 37.05%。

近期， 美联储加息预期成为了黄金价格

下挫的主要推手。 不久前，COMEX 黄金在多

轮大跌之后， 最低下探至 1072 美元/盎司，为

2010 年 2 月以来最低价。

这恐怕还不是最坏的时刻。 以铁矿石为

例，上半年全国进口铁矿石平均价格为 64 美

元/吨，其中 6 月份进口均价为 58 美元/吨，同

比都有较大幅度下降。 花旗集团等机构预计，

由于供给增加， 今年 4 季度国际铁矿石价格

将跌至每吨 40 美元以下。

对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原因， 高盛研

究认为：一是大宗商品总体供过于求；二是美

元走强；三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疲软。 高盛

在对明年下半年宏观展望报告中表示， 大宗

商品将成为今年余下时间里表现最差的资

产。

大宗商品， 作为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基

础， 这样的价格走势足以说明实体经济仍

然处在某种“焦头烂额”之中。 而大宗商品

价格的下跌反映出的问题是国内产能过剩

和需求低迷。

实际上， 宏观经济的疲软在某种程度上

拖了大宗商品的“后腿”。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在肯定上半年

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的同时也称， 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依然较大，市场需求较弱、增长动力依

然不足，工业生产和价格仍比较低迷，部分企

业生产经营依然面临着较多的困难。

一家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高层告诉记者，

因为整体形势的低迷，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已

经放缓了节奏， 采购量只有原计划的 6 成左

右。

大宗商品企业的“落寞”

在 7 月 28 日的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发布会上， 中钢协常务副

会长朱继民表示，钢铁

企业主营业务亏损严

重，钢铁行业面临的形

势仍然十分严峻。

中钢协会议披露，上半

年，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

务亏损加剧，实现销售收入

1.5 万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17.9%；实现利润总

额 16.4 亿元， 而主

营业务亏损 216.8

亿元， 增亏 167.68

亿元； 亏损企业 43

户，占统计会员企业

户数的 42.6%，亏损

企业亏损额 185.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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