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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 2024 年国内钢材市场，受限于上半年宏观因素偏对于市场带动有限，

下游刚需环境持续走弱，各钢材品种均有不同程度承压空间，尤其是房地产行业

的不景气，相对影响了整个钢材市场看涨预期，其中中厚板品种作为近些年来相

对活跃的品种，也承受了较强的压力。从宏观层面来看，在 2023 年结束了长达

三年的疫情影响下，国内方面全力推动经济复苏，加快基础建设和深度制造业的

发展，尤其是相关联的利好政策不间断落地，但除造船、风电等少量高附加值品

种仍能维持利润正增长外，如汽车、机械、高层建筑用钢等大部分行业均存在刚

需订单减量，流动资金萎缩的局面，因此中厚板市场供求矛盾仍然存在，急需寻

找新的出路。 

1. 2024 年中板基本面市场回顾 

2024 年，国内中厚板价格同比下滑 9.57%，全年价格重心进一步下移。2024

年钢材价格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市场供需失衡、成本因素变化、市

场预期与信心不足以及政策与外部环境等因素。9 月底发布一揽子增量政策，包

括扩大内需、加大宏观逆周期调节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尽管存在一

些积极因素如政策支持和需求回升等，但整体来看价格仍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1.1  价格走势 

据中华商务网数据跟踪，截止 2024年 12.27日今年中厚板上海地区均价 3717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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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能情况 

全国中板产能 1.2 亿吨，集中分布在华东、华北区域，两区域占全国产能的

64.62%，华中、东北、华南区域次之，分别为 15.83%、9.9%、4.82%，西北、西

南区域产能占比较少，分别为 2.96%、1.86%。2024 年已投产 860 万吨，2025 年

预计新增产能 1100 万吨。国内中厚板轧机型号以 3000mm-4000mm 居多，并且

近三年新投产的轧机以宽厚轧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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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库存情况 

2024 年中厚板库存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由于中厚板新增产能产线，资源

供给能力有所增强，除个别样本轧线受限于利润因素导致停产检修外，大部分轧

线基本保持满产、高产态势，而需求端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严峻、终端企业资

金偏紧等因素影响，下游需求释放不及预期，导致库存累积难以消化；后期随着

部分短流程生产企业因接单困难及利润倒挂，集中检修、减产，库存增速有所放

缓，加之现货价格触底反弹，降库速率加快，库存降至年内偏低水平。 

 

 

1.4 出口情况 

2024 年我国钢材出口延续良好态势，以价换量现象明显，利润微薄。中厚

板价格“内低外高”导致全年出口窗口持续敞开。当前我国发生的建筑钢材产能逐

步向工业钢材转移，是符合国际上钢铁行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也暗合我国经济

结构转型的进程随着中国钢铁工业水平的提高，钢材出口逐步向高端板材转型，

中国生产的厚板、中厚板等钢材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国内供应压力大，

通过出口缓解压力 

前三季度我国普中板出口量 532.92 万吨，同比增长 18.03%，我国厚板出口

量 157.5 万吨，同比增长 9.97%，我国厚板出口量 31.61 万吨，同比下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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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厚板供需矛盾仍存 

2.1 供求格局失衡 多空博弈趋势加剧 

中厚板产量明显下降的两个节点分别是第一季度及第三季度，虽然国家层面

也有相应利好政策释放，但受限于下游需求复苏不及预期，诸多行业如加工业、

制造业、运输行业等，新增订单大幅缩量，供求格局失衡，同期期货市场资金面

多空博弈趋势加剧，产品利润急剧缩减，部分中厚板钢厂只得进入设备检修期以

减少损失。 

中厚板品种流通性以及抗跌性，在近些年以来相比其他钢材品种名列前茅，

因此，上游钢厂将更多的目光也转向了中厚板品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24 年国内中厚板总产能预计达到 1.14 亿吨，同比 2023 年总产能预计新增 0.12

亿吨，新资源投放仍以华北、华东地区为主，两大地区中厚板总产能约占全国中

厚板产能的 68%左右。 

2.2 品质板材需求向好 

近些年以来，随着国内方面大力推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耕制造领域，

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造船板、风电板、压力容器板等产品用量逐年增加，尽管

在需求萎缩的局面下，市场经历了一段下行周期，但随着国内各地国债发行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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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基建投资力度加大等一系列举措，品种板材在制造业领域中，占比明显增

长，其中造船行业三大指标全线飘红，国际市场份额占比继续领先，造船行业的

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风电行业与压力容器行业于制造业占比均有不同程度增长，随着环保意识的

逐年提高，以及对于产品效能的要求也相应增加，两大品种无论自用亦或出口均

占有较大份额，尤其是在国家级工程西电东输、海上风电等项目上，由原本耗损

成本的火力发电逐渐转为更加低碳环保的风力发电以及光伏发电，对于风电产品

用量可想而知。结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品种板材用量逐年递增，尤其是在未来各

新兴领域应用中，品种板材或处于主导低位，因此预计未来品种板材发展趋势或

将持续向好。 

3. 总结及 2025 年预测 

2025 年，全球地缘政治仍存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对全球

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压力，但全球进入降息通道，货币宽松给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国内政策对经济的提振仍有期待，宏观环境有所改善，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格局

短期难以扭转，钢价仍处下行周期，在经历“去价格、去利润、去产量”交织共存

阶段后，下行趋势有望放缓。 

利润改善一方面需要成本端有让利条件，也就是原料供给问题缓解，但很难

大幅度宽松；一方面需要供给端更加自律，如果失血性生产继续下去，行政性减

产的必要性就会提升。尤其中厚板品种，供给压力恐有所显现，主动把控生产节

奏、调整品种生产结构，以此实现供需平衡。 

基建由于地方化债压力仍存，新开工项目数量增速放缓，更多仍以重点工程

与存量工程为主房地产板块的用钢需求可能继续下行；基建起到对冲地产用钢下

行的作用，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制造业仍将维持弱复苏；直接出口有承压回落

的预期，间接出口则受到海外补库与制造业减弱，继续维持高位出口。 

由于供给端受到利润缩水的影响处于偏低的水平，恢复速度较缓，供需双弱

下库存同比去年同期偏低，总体库存仍处于同比下降的局面。但由于 2025 年仍

有新增产能的投产，产量有一定的释放，年底库存压力较大。 

市场供需矛盾由紧平衡至略宽松，这对于价格或将起到承压，伴随着市场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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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由宏观逐步回归到基本面后，加之产能未来仍有释放，供给压力未来仍存。中

厚板预计均价围绕 3300-4000 元/吨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