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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明确提出，2017-2022年，全行业要实现产能过剩矛盾得到有效

缓解，粗钢产能净减少1亿-1.5亿万吨。经济新常态下，国内宏观经济支撑钢铁需求乏力，建

筑、机械等下游需求趋弱，叠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压力只增不减阻碍钢铁出

口，钢铁行业需求端整体上呈现疲软态势。在此背景下，钢铁工业产能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持

续扩张已处高位，供给端过剩压力空前巨大，而与此同时，钢铁产能分布呈现显著区域分化

，结构性过剩压力更加突出。因此，供需失衡态势加剧是钢铁工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格局调整仍将是钢铁行业战略部署的关键。  

 钢铁&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主要指标一览     重点任务   指标   2015年   2020年   &ldquo;十三

五&rdquo;累计增加       工业增长   工业增加增速(%)   5.4   6.0左右(年均增速)   /       去产能   粗钢

产能(亿吨)   11.3   10以下   减少1-1.5       产能利用率(%)   70   80   10个百分点   产能利用率(%)       

调结构   产业集中度(前十家)(%)   34.2   60   25个百分点以上       创新驱动   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重(%)   1   &ge;1.5   0.5个百分点以上       绿色制造   钢结构用钢占建筑用钢比例(%)   10  

&ge;25   15个百分点以上       能源消耗总量   /   /   下降10%以上       吨钢综合能耗(千克标煤)   572  

&le;560   降低12以上       吨钢耗新水量(立方米)   3.25   &le;3.2   降低0.05以上       污染物排放总量  

/   /   下降15%以上       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千克)   0.85   &le;0.68   降低0.17以上       钢铁冶炼渣综

合利用率(%)   79   90以上   11个百分点以上       智能制造   钢铁智能制造示范试点(家)   2   10   8    

  主业劳动生产率(吨钢/人&middot;年)   514   1000以上   486以上       综合集成大型企业比例(%)  

33   &ge;44   11个百分点以上       管控集成大型企业比例(%)   29   &ge;42   13个百分点以上       产

供销集成大型企业比例(%)   43   &ge;50   7个百分点以上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钢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下游用户主要包括建筑业、机械、家电、汽车、造

船、能源设施及石化产业等行业，属于典型的强周期性行业，其产业链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密

切相关。

 钢铁行业主要下游消费市场分布格局及预测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钢铁市场深度研究与发展前景报告》共十章。

首先介绍了钢铁产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钢铁行业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

对中国钢铁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钢铁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

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钢铁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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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 2014-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背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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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国货币和准货币（M2）供应量及增速

 2016年中国货币和准货币（M1）供应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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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减少1亿-1.5亿吨，产能利用率从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0%的目标，力争到2020年，

钢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钢铁行业仍处于产能严重过剩状态，2016年下半

年以来，钢铁行业去产能全面加速推进，通过环保加压、信贷收紧、税收等方式，预计2017

年粗钢产能将减少6000万吨以上，有望提前、超额完成十三五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

 各省份在&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的去产能计划     省份   去产能计划（万吨）   数据来源       

河北   4913   河北省人民政府网       江苏   1750   江苏省人民政府网       山东   1500   山东省人民政

府网       天津   900   天津市人民政府网       陕西   850   陕西日报       安徽   700   安徽省人民政府网 

     新疆   700   国家发改委       黑龙江   610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网       辽宁   602   辽宁省人民政府

网       云南   453   云南省人民政府网       内蒙古   400   内蒙古发改委       重庆   400   重庆市人民政

府网       浙江   300   浙江省人民政府网       甘肃   300   甘肃省人民政府网       湖北   200   湖北省人

民政府网       吉林   108   吉林省人民政府网       湖南   50   湖南省人民政府网       山西   82   山西经

信委       青海   50   青海省人民政府网       广西   42   西本新干线       江西   433（2016年目标）   江

西省人民政府网       福建   445（2018年目标）   福建省人民政府网       河南   104（2016年目标） 

 河南省人民政府网       广东   450（2017年目标）   广东省发改委       四川   420（2016年目标）   

四川省人民政府网       贵州   220（2016年目标）   贵州省人民政府网       合计   16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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