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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为803.83百万吨，同比降低了2.3%;2016年为808.37百万吨，同比增长

了1.2%;2019年1-6月为419.75百万吨，同比增长了4.6%。  

综合以上因素，2019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839百万吨，未来五年(2017-2021)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为1.47%，2021年产量将达到890百万吨。2017-2021年中国粗钢产量预测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钢铁贸易市场运行动态分析及投资前景战略研究

报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钢铁贸易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钢铁贸易规模及

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钢铁贸易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钢铁贸易面

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钢铁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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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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钢铁行业供需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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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钢铁贸易行业营销模式现状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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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中国主要钢材贸易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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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上海钢材贸易市场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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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广东钢材贸易市场发展前景

 

第7章：钢铁贸易行业物流发展现状与前瞻

7.1 钢铁贸易行业物流发展现状

7.1.1 钢铁物流成本费用分析

7.1.2 钢铁物流运输方式分析

7.1.3 钢铁物流信息化分析

（1）钢铁物流信息化的价值

（2）钢铁物流信息化的内容

（3）钢铁物流信息化的现状

（4）钢铁物流信息化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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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干散货运价影响因素

（2）干散货运输船型运价分析

（3）干散货运输价格走势预测

（4）干散货运输价格波动带来的贸易风险



7.2.2 国内铁路运输价格分析

（1）铁路运输价格走势回顾

（2）铁路运输价格走势预测

（3）铁路运输价格波动带来的贸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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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钢铁物流园区的建设现状

7.3.3 钢铁物流园区信息平台建设现状

7.3.4 钢铁物流园区建设规划

（1）钢铁物流园区的战略定位

（2）钢铁物流园区的地址选择

（3）钢铁物流园区的规模确定

（4）钢铁物流园区的功能规划

1）仓储业务

2）流通加工及配送

3）电子商务平台

4）增值服务功能

7.4 物流发展对钢铁贸易行业的影响

 

第8章：钢铁贸易行业领先企业个案经营分析

8.1 钢铁贸易领先直销企业经营分析

8.1.1 上海宝钢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营销网络分布

8.1.2 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营销规模分析

8.1.3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营销网络分布

8.1.4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营销网络分布

8.1.5 中钢贸易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营销网络分布

8.1.6 北京首钢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营销网络分布

 

第9章：钢铁贸易行业投融资分析与策略建议

9.1 钢铁贸易行业投资风险与机会提示

9.1.1 钢铁贸易投资风险提示

（1）调控政策风险

（2）宏观经济风险

（3）钢材价格波动风险

1）钢材定价机制及影响因素

2）钢材价格走势回顾及预测

3）钢材价格波动带来的贸易风险

（4）行业其他风险

9.1.2 钢铁贸易投资机会分析

（1）供应链投资机会



（2）细分品种投资机会

（3）区域市场投资机会

9.2 钢铁贸易行业融资现状与模式分析

9.2.1 钢铁贸易融资现状分析

（1）钢铁贸易融资环境现状

（2）钢铁贸易融资环境趋势

（3）钢铁贸易融资现状分析

9.2.2 钢铁贸易融资模式分析

（1）供应链金融

（2）动产质押

（3）厂商银

（4）商票保贴

（5）保理业务

（6）电子票据

（7）融资担保

（8）订单融资

9.3 钢铁贸易企业发展策略建议

9.3.1 贸易产品市场定位策略

9.3.2 钢材贸易价格定位策略

（1）按客户类型和采购数量定价

（2）按新钢材产品进入市场定价

（3）按钢材运输成本分摊方式定价

（4）按与竞争对手价格比较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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