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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供需变化主导钢材出口大增，未来钢材

海外市场空间仍值得期待  
 

 

 

 2023 年钢材出口大幅增长，主要出口地为东南亚地区。2023 年，我国钢材出
口累计 9120.18 万吨，同比增长 35.20%；累计钢材净出口 8355.60 万吨，同比
增长 46.88%。2023 年我国钢材出口数量仅次于 2014-2016 年阶段。从节奏上
看，我国钢材出口数量节奏与国内钢材市场景气度相似。 

出口结构上看，2023 年我国钢材出口前十大国家合计出口钢材 4730 万吨，占
全年出口总量的 51.87%；出口数量增量前十的国家合计增加 1527 万吨，占全
年钢材出口增量的 64.31%。其中，越南、印度、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增量
居前。 

从出口品种上看，2023 年，增幅角度最大的五个品种分别为螺纹钢、热轧、线
材、带钢、中厚板，增幅分别为 146%、84%、50%、45%、44%。根据出口增
幅较多品种看，这些钢材产品大量应用于建筑领域。 

出口增长分析，我们认为，核心逻辑在于海内外需求的变化，叠加海外供给弹
性不足，使得 23 年钢材出口大幅增长。根据统计局数据，2023 年粗钢表消先
升后降，与全年单月出口数量（前低后高）吻合，即下半年国内需求不足，钢
材开始出海销售以消化供给。另一方面，2023 年全球粗钢产量基本保持平稳。
主要产钢国中，印度、俄罗斯、中国、韩国、伊朗、美国六国合计贡献增量 2147.2

万吨，其中印度增加 1480 万吨。回溯来看，近年来世界主要产钢国中，年粗
钢产量仅印度在保持增长。其余国家供给端均表现为较强刚性特征。 

展望未来，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未来三年（2024-2026 年）全球钢厂仍有约
1.24 亿吨的产能扩产计划，在此轮扩产周期中，大量的钢厂建设、相关公辅设
施建设及产业链相关配套需要大量的钢材。若未来新增产能按计划执行落地，
中短期内，钢材需求释放或将提前于供给释放。而我国作为钢材供应大国，有
望在此轮扩产周期内获益。 

 印度铁矿石进口增量明显。2023 年，我国进口铁矿石数量 11.79 亿吨，同比
2022 年增加 7241.43 万吨，增幅 6.5%。从结构上看，澳大利亚&巴西进口量占
总进口量的 83.66%，较 2022 年占比下降 2.69 个百分点。2023 年我国从印度
进口铁矿石数量快速增长。2023 年 1-11 月，我国从印度进口铁矿石累计
3284.69 万吨，同比增加 2287.79 万吨，占全国进口铁矿石增量的 36.66%。 

印度成为了 2023 年我国铁矿石进口数量的主要增量国之一。而印度国内同时
具有钢铁业和铁矿业，印度大部分铁矿石资源需要满足印度国内钢铁业的生产
需要。我们认为，虽然印度国内的钢铁产量及铁矿石产量均快速上涨，但上涨
过程中节奏的不一致导致了印度铁矿石出口需求增加。长期来看，根据印度在
2017 年发布的《国家钢铁政策》，印度计划到 2030 年，粗钢总产量达到 3 亿
吨，印度钢铁业对于铁矿石需求将逐步增加，相应的铁矿出口资源或逐步减少，
但短期看，由于钢铁产能释放需要一定周期，在不考虑关税等贸易环节因素影
响情况下，印度铁矿石出口量仍然可观。 

 蒙煤进口大增，未来或仍有增长空间。2023 年，我国进口炼焦煤 1.02 亿吨，
较 2022 年增加 3825.76 万吨，增幅达到 60%。从进口国家看，我国从蒙古进
口炼焦煤 5395.06 万吨，占总进口数量的 52.84%；从增量角度看，我国从蒙古
进口炼焦煤增加了 2833.95 万吨，占全部进口增量的 74.08%。展望未来，我国
炼焦煤进口增量或仍将主要来自蒙古及俄罗斯。 

就蒙古而言，2023 年我国从蒙古国进口数量呈现了前低后高的情况。2023 年
下半年，我国从蒙古月均进口数量由上半年的 370.9万吨上升至下半年的 528.3

万吨。展望 2024 年，假设月均 500 万吨，全年从蒙古进口量或达到 6000 万吨
左右水平。 

 海外市场支撑钢材需求，建议关注海外市场占比高标的。在全球整体钢材供给
呈刚性状态下，我国钢材出口市场空间仍在。我国钢铁企业有望借助自身成
本、规模优势，进一步保持较高的出口水平。目前国内经济正面临转型阶段，
国内钢材需求尚有不确定性。若出现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企业寻求出海扩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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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成为企业在面临目前局面下的一种选择。而培育海外渠道、市场需要一定
产品技术能力及时间。因此，目前阶段建议关注出口比例高的上市公司：常宝
股份、久立特材、中信特钢、华菱钢铁、新钢股份、首钢股份、甬金股份、南
钢股份。 

 风险提示：海外市场需求下滑，海外国家反倾销政策变化，海外相关产品供给
能力变化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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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主题 

报告亮点 

1. 报告详细拆分了 2023 年我国钢材出口的具体情况。2023 年，钢材出口
总量水平仅低于 2014-2016 年，并通过全年出口节奏与国内需求变化情
况，得出出口增加的核心因素是国内外钢材需求情况出现变化所导致； 

2. 分析全球主要产钢国供给情况，分析出全球整体供给呈现刚性特征，但
印度等国家成为未来全球供给主要增量国家。根据 2024-2026 年全球钢
铁新增产能统计情况，分析出未来产能扩张过程中，对于钢材的释放或
提前于供给的释放，叠加全球其他主要产钢国供给刚性特征，判断我国
钢材未来出口市场仍有空间； 

3. 对于铁矿石、炼焦煤进口情况进行拆分，判断未来进口或继续增加，进
而平抑目前钢铁企业较高的成本压力。 

投资逻辑 

2023 年出口增加的核心逻辑在于我国国内需求不足，而海外需求尚可。但全
球供给整体呈现刚性特征，仅有供给增加的国家中，增量或不足以满足本国
经济增长。因此，在内需不足，外需增长的情况下，我国钢材在下半年加速
出口。 

展望未来，未来三年仍有新增产能投放，但短期内钢材需求释放或将提前于
供给释放。而我国作为钢材供应大国，有望在此轮扩产周期内获益。 

铁矿石方面，2023 年印度铁矿石进口量增加。主要由于印度铁矿石增幅领先
于粗钢产量增幅，铁矿石供应外溢至我国；炼焦煤方面，2023 年全年蒙煤进
口量呈前低后高走势，若 2024 年进口炼焦煤保持去年年末水平，全年进口量
有望在 6000 万吨左右。原材料进口资源量的增加有望平抑钢厂成本。 

展望 2024 年国内需求，按照 5%GDP 增速测算，中性假设下，基建、制造业
用钢对于房地产用钢量下降形成有效对冲，钢材终端需求结构整体保持稳定，
则 2024 年每万元 GDP 对应表观消费量与 2023 年相当，约为 78 公斤；悲观
假设下，整体投资增速仍有所下滑，参照 2021-2023 年万元 GDP 对应粗钢表
观消费量年降幅 6.17%假设，则 2024 年每万元 GDP 对应表观消费量约为 74

公斤。因此，预计 2024 年粗钢表观消费量在 9.2-9.8 亿吨之间。2024 年供给
端暂根据 2023 年数据假设，则可供出口的粗钢在 3940-9980 万吨。我们认
为，若 2024 年国内需求仍然不足，钢铁企业出口积极性仍有望保持旺盛，海
外需求支撑供给，对我国钢材价格有望形成有力支撑。对于企业而言，海外
市场填补国内需求不足，有利于企业保持合理的产能利用率，进而控制成本，
消化订单。 

我们认为海外占比高的钢铁企业，未来仍有望通过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维
持利润的稳定性。通过梳理 2023 年上半年上市钢铁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情况，
建议关注常宝股份、久立特材、中信特钢、华菱钢铁、新钢股份、首钢股份、
甬金股份、南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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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钢材出口数量大幅增长 

（一）整体出口数量仅低于 2014-2016 年行业产能过剩阶段 

2023 年，我国钢材出口累计 9120.18 万吨，同比增长 35.20%；累计钢材进口 764.58 万

吨，同比减少 27.66%；累计钢材净出口 8355.60 万吨，同比增长 46.88%。 

综合来看，2023 年我国钢材出口数量仅次于 2014-2016 年阶段，而钢材进口数量则创下

了 2002 年以来的最低值。从两次出口数量快速增长对应时期来看，均是由于国内钢材供

需关系导致的钢材外溢。 

 2014-2016 年，虽然国内需求尚可，但大量的表外供给及落后产能使得实际供给在当

时阶段严重过剩，国内需求无法支撑供给，同时国内钢材价格快速下跌，钢铁企业

在国内销售亏损严重，导致钢材向海外销售增加。 

 2023 年核心逻辑与上一阶段相似。2023 年年初，经济复苏预期较强，钢铁企业开工

率提升，导致年初钢材供给增加，而实际需求并未如预期增长。叠加全年原材料高

位运行，钢铁企业利润被明显压缩，使得企业端需靠维持一定产能利用率来降低成

本维持现金流。因此，2023 年行业呈现了国内需求不足，但供给收缩有限的局面，

钢材出口需求再次放大。 

图表 1  钢材出口数量仅低于 2014-2016 年产能过剩阶段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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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11-2022 年我国粗钢产能利用率  图表 3  2023 年 247 家高炉企业产能利用率前高后低 

 

 

 

资料来源：wind，Mysteel，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2023 年单月出口数量上看，全年出口量维持较高水平，且 2023 年下半年出口水平较上

半年有所增长。2023 年下半年，累计出口钢材 4733 万吨，较上半年增加 345 万吨，增幅

7.86%。 

从节奏上看，2020 和 2021 年，下半年较上半年出口量分别减少 372 万吨和 785 万吨，

自 2022 年四季度开始，出口数量开始持续上升，这与国内钢铁行业景气度下行节奏相匹

配 

图表 4  2023 年钢材出口数量维持高位（万吨）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二）出口结构上，东南亚国家增量较多 

从 2023 年我国钢材出口目的地角度看，前十大国家合计出口钢材 4730 万吨，占全年出

口总量的 51.87%；从增量角度上看，出口数量增量前十的国家合计增加 1527 万吨，占

全年钢材出口增量的 64.31%。 

前十大国家主导了我国钢材出口的增长。其中，从出口绝对量与增量前十大国家对比看，

主要目的地国家重合度很高。区别在于出口数量菲律宾排在第四位，对其出口量增加

39.79 万吨，排在增量国家中的第 14 位；增量角度马来西亚排在第十位，23 年全年向马

来西亚出口 211 万吨，排在出口数量绝对值的第 1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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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2023 年钢材出口数量前十国家情况  图表 6  2023 年钢材出口数量增量前十国家情况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回溯来看，出口数量前十的国家和地区合计占我国全年出口总数量的比例约为 50%，且

主要出口目的地重合度较高。 

图表 7  2010 年-2023 年出口数量前十名国家和地区占全国出口总量比例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图表 8  2010 年-2023 年出口目的地数量前十国家和地区具体情况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279

299

337

366

378

401

432

474

840

925

0 200 400 600 800 1000

巴西

印度

沙特阿拉伯

印尼

阿联酋

土耳其

菲律宾

泰国

韩国

越南

目的地国家：出口量（万吨）

66

80

90

112

123

145

156

176

201

379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沙特阿拉伯

巴西

印度

土耳其

阿联酋

韩国

越南

2023年出口国家增量（万吨）

5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占比



 
钢铁产业链出口分析报告   

 

 

证监会审核华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批文号：证监许可（2009）1210 号   9  

（三）出口品种，2023 年建筑类用钢出口增量较多 

根据 Mysteel（海关总署）数据，2023 年，出口增量最多的品种为热轧、涂镀、圆棒、管

材、中厚板，出口增量分别为 967 万吨、631 万吨、373 万吨、288 万吨、260 万吨；增

幅最大的五个品种分别为螺纹钢、热轧、线材、带钢、中厚板，增幅分别为 146%、84%、

50%、45%、44%。 

图表 9  具体钢材品种出口数量变化情况 

品种 
出口量(万吨） 增加量（万吨） 

2023 年增幅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热轧 667 1059 1151 2118 -231 392 91 967 84% 

涂镀 2644 3373 2828 3460 -265 729 -545 631 22% 

圆棒 1049 1185 1126 1499 -399 136 -59 373 33% 

管材 1422 1471 1782 2070 -285 49 311 288 16% 

中厚板 359 369 597 858 -167 10 228 260 44% 

线材 288 323 333 498 -137 36 10 165 50% 

螺纹钢 43 45 73 179 -4 2 28 106 146% 

冷轧 400 779 595 666 -60 379 -184 71 12% 

型钢 207 163 109 147 -33 -45 -54 38 35% 

带钢 27 22 23 34 -1 -5 2 11 45% 

电工钢 52 98 129 124 3 45 31 -5 -4%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根据出口增量较多品种看，这些钢材产品大量应用于建筑领域。我们认为，这或是由于

海外建设需求较为旺盛，同时我国地产建筑需求较弱。 

（四）出口增长分析：海内外需求变化是核心 

1、国内需求下降，导致钢材出海增加 

根据统计局数据，2023 年，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为 9.33 亿吨，较 2022 年的 9.59 亿吨下

降 2.69%。从全年月度表现来看，2023 年春节后，复工复产进度加速，粗钢表消开始恢

复，但随着需求端释放不充足，自下半年开始，表观消费量持续下滑。 

2023 年国内表观消费量的变化节奏与全年出口节奏相似，即下半年国内需求不足，钢材

开始出海销售以消化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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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小幅下滑  
图表 11  2023 年我国单月表观消费量先增后降（万

吨）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2、海外主要国家钢材供给不足为我国钢材出口带来市场空间 

根据世界钢协数据，2023 年，全球粗钢产量 18.50 亿吨，同比减少 24.9 万吨，基本保持

平稳。2023 年，全球主要产钢国中，印度、俄罗斯、中国、韩国、伊朗、美国六国合计

贡献增量 2147.2 万吨，其余主要产钢国产量均有所下降。 

图表 12  2023 年主要产钢国粗钢产量情况（万吨）  图表 13  2023 年主要产钢国粗钢产量增量（万吨）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备注：中国产量按照中国统计局

数据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备注：中国产量按照中国统计局

数据进行调整 

回溯来看，近年来世界主要产钢国中，年粗钢产量仅印度在保持增长，而中国作为全球

粗钢产量最大的国家，由于产业政策因素，2021 年以来粗钢产量有所回落。可以看出，

印度或由于国内经济发展需求，钢材产量处于上升通道，其余国家供给端均表现为较强

刚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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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2010-2023 年全球主要产钢国粗钢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备注：中国粗钢产量数据按照中国统计局数据，其余国家按照世界钢协月度数据加总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钢铁工业产业链配套齐全，规模、成本优势明显，使得我国钢材在

国际市场上具备明显的价格优势。因此，在国内需求对于钢材供给支撑不足时，我国钢

材出口具备较强出口能力。 

图表 15  2020-2023 年，主要产钢国与中国钢材价差情况（美元/吨）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具体来看，2020 年以来，热轧卷板出口 FOB 价格，印度与中国价差持续扩大，由 2020

年的 6.1 美元/吨上升至 2023 年的 70.3 美元/吨；土耳其与中国价差虽较 2022 年的 149.1

美元/吨下降至 121.1 美元/吨，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日本与中国仍维持一定程度价差。 

图表 16  2020 年-2023 年主要产钢国 FOB 价格与我国价差（美元/吨） 

 印度-中国 土耳其-中国 日本-中国 

2020 年 6.1 8.6 33.5 

2021 年 17.9 96.6 64.5 

2022 年 45.2 149.1 85.6 

2023 年 70.3 121.1 32.5 

资料来源：Mysteel，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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