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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钢材产量波动来看宏观经济走势 
 

从总体上看，近半年以来净出口因素一直对钢材产量起到了负面的影响，并且仍

未显示出调整的迹象；而消费品用钢需求在经历了波动之后已开始出现了回暖趋势，

但其绝对数量较少，对钢材产量的波动影响也较小；投资品的用钢需求，先是作为钢

材产量下降的重要原因（2008 年 7 月和 8 月），而后又成为支撑钢材产量回升的主要

力量（2008 年 11 月和 12 月），之后趋于平稳（2009 年 1 月），在十大行业振兴规划

的支持下，该项需求还将有持续稳健的表现；库存调整因素主要显示出了顺周期调整

的特点，至 2008 年末钢材库存降至历史低位，但是在 2009 年 1 月，钢材库存猛增 500

万吨左右，反映了生产者和经销商对非同一般的乐观预期。而在进入 2 月之后，实体

经济表现导致的真实钢材供需情况并不乐观，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对原先乐观的库存调

整行为做出了警示性的评价。可见，短期内钢材产量仍然感受到来自市场的下行压力，

前期政策利好所带来的乐观情绪高估了经济回升的速度，这种普遍的微观个体行为导

致了：近期的 V 型反弹很可能会演化成 W 型波动。当然，十大行业振兴规划的落实

将可能在其中有所作为。以上结论源自下面的分析： 

 

一、钢材的供给和需求分解 

钢材的供给和需求，贯穿于国民经济的多个部门。从流量上来看，钢材的供给来

源于三个方面：（1）当期国内产量（Q）；（2）从国外进口的数量（IM）；（3）库存减

少的数量(SM)，即反窖藏数量。而同时，钢材的需求则对应于以下三个方面：（1）对

外国的出口数量(EX)；（2）库存的增加数量(SP)；（3）国内生产的用钢数量。 

其中，国内生产的用钢数量，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方面：（1）由真实固定资

产投资引致的钢材需求数量（I），简称为投资品的用钢需求，例如设备工具和器具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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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建筑安装工程等引起的钢材消耗；（2）其他非投资品（主要是用于消费用途的工

业品）的生产过程也会对钢材产生需求（C），例如汽车、家电行业的生产引起的钢材

消耗，这些行业生产消费性的工业产品。需要强调的是：上面的钢材需求分析，对应

的都是最终市场需求——净出口需求、库存投资需求、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

等，而没有涉及中间品生产的用钢需求，从而避免了重复计算。根据以上分析，则有

下面的等式： 

M PQ IM S C I EX S+ + = + + +                   （1） 

整理上式，得到 

( ) (P MQ C S S I EX IM )= + − + + −                 （2） 

在上式中，Q，EX和IM，以及净库存变化 ( P MS S )− ，都是直接可得的数据1。

将净出口因素 ( )EX IM− 和净库存变化因素 ( )P MS S− 从Q中剔除，得到了钢材产量

用于生产方面的真实需求（C+I）。具体如图 1 所示：自 2008 年 7 月至 8 月，国内钢

产量真实需求呈现出绝对下降的趋势；这种情况到 9-10 月有所缓解，甚至在 11 月份

出现了回升，到了 12 月以及最近的 1 月份，这种回调性则更加显著了。当然，我们

还需要对消费品和投资品的用钢需求作进一步分解，从而分析两种力量在其中的不同

作用。 

 
 
                                                        

)

1 国内钢材产量Q，钢材进、出口数量EX和IM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净

库存变化 ( 来源于各月度的《钢材产品营销统计数据汇总》（CSIC，中创思科

钢铁信息咨询公司），根据其报告的“期初库存”和“期末库存”计算得到。 
P M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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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钢材使用量估计 

钢材行业的下游产业有：汽车、造船、机械、家电、集装箱、钢结构等。其中汽

车中的部分类别（主要是轿车）以及家电可列为消费性产品，其他行业以及汽车中的

部分类别（公路客车和载货汽车）可列为投资品性质的生产。因此，这里分析消费品

生产引致的钢材需求量，主要从轿车行业，以及家电行业入手。 

1. 轿车用钢分析 

首先，我国的轿车用钢已基本实现自给。2007 年 11 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给出

的数据显示2：目前我国的经济型轿车和微型车钢材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而中高档轿

车钢板的自给率也达到了 70%左右。因此，轿车的产量增减也就直接对应了国内相关

钢材产量的变化。 

其次，根据《全国轿车用钢情况统计》，2006 年和 2007 年轿车平均用钢都是 0.8415

吨/辆3。因此，可以依据近期轿车月度产量的变化，来推算相应的钢材使用数量。根

据相关各月份的轿车产量4，以及每台轿车的用钢数量，我们给出各月对应的轿车用

钢数量变化如下图。 

 

                                                        
2 中国证券报，《我国经济型轿车用钢材基本实现自给》，2007 年 11 月 23 日。 
3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全国轿车用钢情况统计》，
http://www.chinacir.com.cn/sjzx/200851585808.shtml 
4 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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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电用钢分析 

关于 2007 年家电行业的总体用钢状况。2008 年 3 月兰格钢铁发布了《2008 年我

国家电用钢分析报告》，其中的数据显示：2007 年主要家电产品钢材用量超过了 570

万吨。  

考察 2008 年家电行业的钢材使用数量。首先，2007 至 2008 年，两年间家电用钢

数量的变化，与家电总产量的变化相关。其中，与钢材使用相关的主要家电种类有：

家用洗衣机、家用电冰箱、微波炉和房间空气调节器。关于四类家电，2008 年产量相

对于 2007 年情况的变化，如图 3 所示，其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经月度数据加

总处理得到。图中显示，家用洗衣机增量最大，增量为 401 万台；房间空气调节器减

量最大，减少数量为 679 万台。同时，这两种家电的增加幅度和减少幅度（百分比）

也是最大的5。下面，我们直接使用家用洗衣机数量作为 2008 年家电全行业的产量代

替性指标，并利用与轿车用钢相似的办法，得到家电行业的用钢需求。由于家用洗衣

机产量上升幅度最大，所以由此估计得到的家电行业用钢数量是一个上限的概念；同

理，使用房间空气调节器来估计得到的家电行业用钢数量则是一个下限的概念。我们

对两者取算术平均值，得到整个家电行业用钢数量的估算，如图 4 所示。具体数据来

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和 2008 年 3 月兰格钢铁发布的《2008 年我国家电用钢分析报告》。 

                                                        
5 2008 年与 2007 年相比，四大家电的产量变化幅度分别为：家用洗衣机上升 10.4%, 家用电冰箱减

少 3.1%，微波炉上升 0.9%，房间空气调节器下降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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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费品生产钢材使用量估计 

根据前面两部分的估计，将轿车和家电行业的用钢数量加总，便得到了消费品生

产钢材使用量的估计。结果如图 5 所示。 

 
4．投资品钢材使用的估算 

根据等式（2） 

( ) (P MQ C S S I EX IM )= + − + + −                 （2） 

我们现已知道的信息有：Q，C， ( )P MS S− ， ( )EX IM− ，仅有 I 项为未知。

利用上面的等式关系，我们就可以用其他项的已知信息来估测投资品的钢材使用数量

（I）。估计结果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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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国内钢材价格指数（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2 月 20 日） 

 
数据来源：浙江金属网。 

 

图 10：全国库存走势图（2008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2 月 20 日） 

 
数据来源：浙江金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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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对钢材的产量变化进行了分项解析，综合前面的各项考察，

我们可以将数据汇总得到图 7。该图给出了近期钢材月产量环比变化的绝对数量分解。

图 8 给出了近年来的月度钢产量数据，图 9 描述了近期的国内钢材价格指数，作为考

察的背景。根据以上信息，我们有这样一些结论： 

    1．从近期月度钢产量的回升势头来看（图 8），经济回暖的迹象比较明显，其中

2009 年 1 月的钢材产量已非常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08 年 6 月）。 

2．但是，从钢材产量增长的贡献来看：在第一阶段（2008 年 11 月至 12 月），投

资品用钢需求在其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而在第二阶段（2009 年 1 月），钢材产量

上升在需求方面的最主要贡献来源于库存调整（图 7）。而同期出口和消费品用钢需求

的贡献或是为负，或是贡献微弱。而近期钢材库存量的迅速上升，使其数量从历史低

位一跃上升到了较高水平（图 10）。库存的迅速增加，主要是经销商和生产商的行为，

反映了微观经济个体对国家庞大刺激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所寄予的厚望，以及由此产

生的乐观预期。 

3．然而，从紧随其后 2 月上旬及中旬的钢材价格指数来看，钢材价格的上升势

头受到了抑制，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反映了，前面乐观预期是一种过度行为。

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图 9），对前期的生产过度回调做出了如是的评价。 

4．消费品用钢的真实需求情况，并非如图 7 所示。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如

下事实：在 2008 年末，一些大的汽车生产商为了争夺年销售量排行榜的位次，纷纷

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将一些汽车产量硬塞给销售商及 4S 店，这也是核算到销售

量当中的。而销售商之所以愿意接受生产商塞到手里的存货，除了其他关系之外，还

因为银行的贷款方式中：如果生产商在给销售商一台汽车的同时，也给了相应的合格

证，则销售商即可以此抵押来获得借款。由于以上的原因，到年末汽车产量不减反增，

汽车生产厂商把市场压力转到了经销商那里。到了 2009 年初，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

车市明显回暖，汽车生产者纷纷调高产量计划。这说明，在年初的这段时间，市场已

将去年末的存货给消耗掉了，并且让生产者的未来预期也看好，因此增加产量。综上，

12 月份消费用钢数量多（汽车产量高），1 月份消费用钢数量少（汽车产量少），这些

只是表象。由于一些行为的扭曲，生产和消费是不同步的，虽然 1 月消费品用钢数量

较上月有减少，但实际上消费行为在 1 月还是非常活跃的。 

由于这种策略性行为不但在汽车行业存在，在家电行业也很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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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手段。因此，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给出的判断是：真实的消费品用钢需求应进

行相应调整，1 月份的真实消费情况是好于 12 月份的。当然，由于消费品生产的用钢

绝对数量较小，因此并不影响前述结论。 

5．最后，从总体上看，近半年以来净出口因素一直对钢材产量起到了负面的影

响，并且仍未显示出调整的迹象；而消费品用钢需求在经历了波动之后已开始出现了

回暖趋势，但其绝对数量较少，对钢材产量的波动影响也较小；投资品的用钢需求，

先是作为钢材产量下降的重要原因（2008 年 7 月和 8 月），而后又成为支撑钢材产量

回升的主要力量（2008 年 11 月和 12 月），之后趋于平稳（2009 年 1 月），在十大行

业振兴规划的支持下，该项需求还将有持续稳健的表现；库存调整因素主要显示出了

顺周期调整的特点，至 2008 年末钢材库存降至历史低位(图 10)，但是在 2009 年 1 月，

钢材库存猛增 500 万吨左右(图 7，图 10)，反映了生产者和经销商对非同一般的乐观

预期。而在进入 2 月之后，实体经济表现导致的真实钢材供需情况并不乐观，市场通

过价格信号对原先乐观的库存调整行为做出了警示性的评价。可见，短期内钢材产量

仍然感受到来自市场的下行压力，前期政策利好所带来的乐观情绪高估了经济回升的

速度，在这种背景下的消费激情回暖也是难以持久的。因此，这种普遍的微观个体行

为导致了：近期的 V 型反弹（图 7）很可能会演化为 W 型波动。当然，十大行业振

兴规划的落实将可能在其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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