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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6年3季度板材盈利超长材7-8月淡季不淡行情支撑下，3季度钢材需求相对景气，但结构

上仍强弱有别，表现为板材整体优于长材。3季度板材均价环比上涨0.14%，而长材均价同期

环比下跌1.16%，同比增速分别为26.05%、14.21%，其分化原因在于相比投资峰值已过的建筑

终端，地产溢出效应主导的制造业复苏相对滞后，由此带动以制造业为主要下游的板材价格

更为强势。  

      此外，板材库存去化力度超过长材，可进一步印证机械制造、汽车及家电等领域需求更为

乐观。因此，板材类钢企业绩明显超过长材，也就顺其自然，在3季度整体行情景气度相对不

及2季度之下，板材类钢厂归母净利润环比仅下滑0.93%，而长材则大幅下滑55.28%；同比方

面，板材、长材类钢企归母净利润分别增长187.09%和114.09%。

 3季度长材均价环比下跌1.16%，同比上涨14.21%

 

      2016年3季度特钢盈利胜普钢不同于普钢下游需求集中于地产和基建，特钢广泛应用于机械

制造、汽车、机电等制造业领域，由此导致3季度制造业相对景气格局之下，普钢盈利整体不

及特钢。若用大冶特钢、中原特钢、西宁特钢、抚顺特钢、永兴特钢、方大特钢及沙钢股份

共7家特钢类

      企业的平均水平，来反映特钢领域整体情况，结果显示，3季度特钢和普钢类企业毛利率

环比分别上升0.76个百分点、下降3.18个百分点，同比分别增长10.29个百分点、7.20个百分点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环比分别上升55.74%、下降40.85%，同比分别增长211.83%、123.27%，特

钢企业业绩大幅强于普钢企业。

 特钢主要下游应用于制造业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钢铁市场全景调查与行业发展趋势报告》共十

章。首先介绍了钢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钢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钢铁行业市场运

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钢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钢铁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钢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钢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钢

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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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   24   -72.9       2016年1-3月   152.6   -15.8       2016年1-4月   361.6   41.9       2016年1-5月



  558.6   74.8       2016年1-6月   690.3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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