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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是钢铁生产和消费大国，粗钢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钢铁

产业快速发展。2013年，全国粗钢产量77904万吨，同比增长7.5%；钢材产量106762万吨，同

比增长11.4%。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达82269.8万吨，累计增长0.9%。在满足国内对于钢材数量

需求的同时，我国钢材品种结构和质量不断优化，绝大多数钢材已经基本可以满足下游行业

对材料质量性能不断提升的要求。  

      通过比较过去 10 年各季度中国 GDP 增长速度可以明显看出，目前中国在&ldquo;调结构、

促转型&rdquo;的经济软着陆情况下，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6 年经

济增长期目标 6.5%-7%，国家宏观经济增速明显趋缓，而 GDP 增速与钢材需求存在相关性，

增速下降意味着市场对钢材需求强度可能减弱，这也将会影响到作为基础工业原材料生产环

节钢铁企业的生存环境。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钢铁行业前景展望及投资战略分析报告》共十

章。首先介绍了钢铁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钢铁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

国钢铁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钢铁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

对中国钢铁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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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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钢铁行业向下游整合及延伸动态

8.4 中国钢铁行业供应链管理分析

8.4.1 钢铁行业供应链管理特征

8.4.2 钢铁冶炼环节供应链管理

（1）供应链集成管理

（2）供应链协作战略

8.4.3 钢铁流通环节供应链管理

8.4.4 钢铁行业供应链管理案例

（1）宝钢供应链管理分析

（2）武钢供应链管理分析

8.4.5 钢铁行业供应链管理发展趋势

 

第九章 中国钢铁行业亏损深度解析及建议

9.1 钢铁行业经营性亏损情况

9.2 亏损原因深度解析及对策建议

9.2.1 钢材价格低迷及对策建议

（1）钢材价格历年走势

（2）产业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3）淘汰落后产能势在必行

9.2.2 铁矿石定价权及对策建议

（1）铁矿石定价机制变迁

（2）提升中国钢企铁矿石定价权的途径

9.3 非钢产业发展建议

9.3.1 发展非钢产业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

9.3.2 国际钢企龙头发展非钢产业案例分析

（1）蒂森?克虏伯

（2）新日铁

9.3.3 中国钢企发展非钢产业的思路

 

第十章 中国钢铁企业竞争标杆企业（ZY ZM）

10.1 中国钢铁企业竞争标杆企业财务数据

10.1.1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1.2 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1.3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1.4 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0.1.5 中国首钢集团公司

10.1.6 河北钢铁集团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1.7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0.1.8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0.1.9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1.10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0.1.11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0.1.12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0.1.13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0.1.14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0.1.15 新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0.1.16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1.17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10.1.18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10.1.19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20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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