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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助力&需求回暖，2023 年或将重心上移 

 

摘要 

2022 年螺纹钢及热卷期现货整体呈现“N”型走势。其中一季度受

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 5.5%，叠加俄乌冲突升级，市场

风险偏好回升支撑钢价走高；二、三季度则整体走弱，因国内疫情多点

散发，叠加美联储持续加息，推高美元打压钢材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

四季度中后期再度迎来反弹行情，由于房地产行业迎利好政策，叠加美

联储放缓加息预期增强，美元指数高位回落，支撑钢材在内的大宗商品

价格止跌反弹。 

展望 2023 年，螺纹钢及热卷价格或重心上移。首先供应方面，2023

年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控产政策对粗钢供给的影响将持续存在，

但由政策主导的供给波动幅度将再度减弱。其次需求方面，四季度一系

列房地产利好政策或支撑远期楼市回暖，将增加钢材现货需求，另外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市

场高度关注 2023 年扩大内需对螺纹钢及热卷现货需求。最后季节性因素

仍是我们参与投资及套保的重要参考指标，春节前冬储行为将令钢价保

持震荡偏强格局；而 2-3 月份随着库存达到峰值，需求释放缓慢，钢价

将阶段性承压，进入二季度在需求推动下重心将逐步上移，三季度钢厂

产量将推升到高位，供需格局偏于宽松，存回落可能，四季度再次关注

环保政策对钢厂的影响及寻找低库存环境下的投资机会。我们预测 2023

年螺纹钢期价运行期间或处在 3200-5300元/吨；热卷期价运行期间或处

在 3300-5500 元/吨。对于钢材贸易企业应合理配置对冲措施，对于钢材

生产企业则应该做好合理的利润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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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钢材市场行情回顾 

（一）、期货盘面回顾 

2022年钢材期货价格整体呈现头尾高，中间低的“N”型走势。其中一季度价格走高，

虽然恰逢春节假期，钢材终端需求处于上半年最低点，但在特殊时期市场关注重心也由常

规供需情况向冬储转移，另外钢材增产预期推高原材料价格叠加国家宏观利好政策扎堆聚

集，提振市场多头信心。进入 3月份，俄乌冲突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国际油价大涨带动大

宗商品价格上行，螺纹钢与热卷期货主力合约扩大涨幅，并分别于 4月 6日触及 5190元/

吨、5405元/吨年内最高价。 

其次，4月至 10月，钢价整体处于下跌趋势。因美联储加快升息步伐，美元指数强势

拉涨打压大宗商品价格，另外 5-10月份国内多地区不时因疫情严控，钢材终端需求回升未

能兑现。导致钢厂亏损幅度扩大，高炉检修增多，缩减炉料现货需求，炼钢成本下移拖累

成材期现货价格。螺纹钢与热卷期货主力合约重心逐步下移，并分别于 10月 31日触及 3389

元/吨、3450元/吨年内最低价。 

最后，11 月至 12 月中旬，钢价再次止跌回升。由于钢厂利润收缩及季节性因素，钢

厂高炉主动与被动减修增多，产量回落。同时稳经济增长政策、房地产金融十六条、央行

降准及证监会宣布在股权融资方面调整优化 5项措施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一

系列房地产行业利多政策连续推出，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2023年要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 持续提振市场信心，并推动螺纹钢及热卷期价逐步走高。 

 RB指数 RB主连 螺纹现货

（上海） 

HC指数 HC主连 热卷现货

（上海） 

1月 4日 4271 4302 4760 4391 4400 4860 

最高价 

（截止 12月 16日） 

5181 5190 5110 5356 5405 5300 

最低价 

（截止 12月 16日） 

3371 3389 3680 3438 3450 3600 

12月 16日 4041 4049 4010 4108 4105 4140 

年度涨跌幅 -7.8% -8.41% -15.8% -8.9% -9.23% -14.8% 

图表来源：文华财经、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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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钢材产业链分析及 2023 年展望 

（一）、原料端分析 

1、铁矿石市场情况 

2022年铁矿石期现货价格跌宕起伏，整体陷入 600-950区间宽幅波动。1月份，钢厂

高炉限产放宽，在华北、华东地区高炉逐步复产影响下，铁矿石现货需求增加，同时节前

钢厂补库预期也一定程度上提振多头信心，节后钢厂以消化厂内库存为主，矿价有所回调，

但伴随着俄乌冲突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国际油价大涨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叠加稳经济

增长预期作用下，铁矿石主力合约期价由 655元/吨上行至 6月 6日的 948元/吨，涨幅高

达 45%。进入 6 月中旬，由于美国通胀压力超预期，美联储加快升息步伐，美元指数持续

走高，同时钢厂利润收缩，钢厂高炉检修增多，炉料需求减弱打压矿价，铁矿石期价于 11

月 1日触及 599.5元/吨年内低位。11月至 12月中旬，铁矿石期价止跌反弹，并且伴随利

好消息释放，涨幅逐步扩大，其中普氏 62%铁矿石价格指数于 12 月 8日再次突破 110美元

/吨，铁矿石主力合约则触及 850元/吨高位。整体上，受稳经济增长政策、房地产行业利

好政策、央行降准等消息刺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12月 16日，铁矿石期价年度涨幅近

20%，现货涨幅近 5%。 

展望 2023年，铁矿石现货供应有望继续增加，市场预估 2023年四大矿山产量将增加

2500万吨。而国内随着“双碳”继续推动，年度粗钢产量或再度执行平控政策，同时房地

产回暖仍待时日，因此 2023年铁矿石价格或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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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WIND、瑞达期货研究院 

 

据海关统计，2022年 1-11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101609.7万吨，同比减少

2.1%；进口额达 7934.8亿元，同比降低 29.3%。数据显示，上半年铁矿石进口量同比下滑

4.5%，而下半年进口量明显回升，月均进口量超 9500万吨，比上半年月均 8931万吨，高

出 569万吨，因此前 11月年同比降幅继续缩小，进口量增加提升国内铁矿石现货供应。 

另外，从前 11个月澳洲及巴西铁矿石发运量分析，其中澳洲发运量为 76736万吨，高

于去年同期 716万吨；巴西发运量为 28299万吨，低于去年同期 1220万吨，全球铁矿石现

货减量主要来至于巴西。我们认为，2023年国内铁矿石进口量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一方面

国际矿山铁矿石现货供应有望进一步提升，另外国内粗钢产量有平控要求，但整体粗钢产

能基数大，对于铁矿石需求高。市场预估，四大矿山 2023年预计增产 2500万吨。其中，

淡水河谷预计增产 1000万吨，必和必拓产量持平，力拓和 FMG产量分别增产 1100万吨和

300万吨，其他矿山小幅增产 1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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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WIND、瑞达期货研究院 

2、焦炭市场情况 

2022 年国内焦炭期现货价格先扬后抑。1月份焦化厂开工率回升，焦企原材料补库及

采购意向较高，焦煤价格持续上涨，并推动焦炭期现货价格逐步走高，2-3 月份则因冬奥

会前后，炼焦主产区山西、河北等地区临时限产增多，焦化厂开工率下滑，焦炭出厂量缩

小，叠加 4月份全国多地区出现疫情，运输受阻焦炭现货保持强势，焦炭期货主力合约于

4 月 15 日触及年内高位 4284 元/吨。只是后市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大宗商品普遍承压，

同时钢材市场低迷，钢厂挤压焦炭价格，因此焦炭期现货价格重心逐步下移，而期货主力

合约于 11月 1日触及年内低位 2367.5 元/吨。11-12月中旬，则在房地产政策利好、央行

降准、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2023年扩大内需影响下，焦炭期现货价格止跌回升，

走出一波近 25%涨幅的上涨行情。 

展望 2023年焦炭价格走势或将呈现前低后高。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放宽，未来几个月将

出现一波疫情暴发期，钢材需求或弱于预期，将减少焦炭采购并挤压焦价。而随着时间推

移，疫情将往好的方向发展，同时稳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将推动焦炭现货需求回升及价格

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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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WIND、瑞达期货研究院 

 

据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份全国焦炭产量43438万吨，高于去年同期1259万吨，

同比增加3%。2022年焦炭生产受政策影响弱于去年，同时据Mysteel调研统计，2022年已

淘汰焦化产能1440万吨，新增3483万吨，净新增2043万吨，产能回升带动产量增加。 

据Mysteel调研统计，当前在产焦炭产能约5.6亿，生铁产能约9.8亿，折算焦炭需求

为4.4亿，焦炭产能过剩。预计2023年淘汰焦化产能3000万吨，新增焦化产能5000万吨左

右，2023年焦化产能继续净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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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我的钢铁、WIND、瑞达期货研究院 

（二）、钢材供应端分析 

1、钢材供应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11月份，全国累计生产粗钢 9.35亿吨，同比下降

1.40%，累计日均产量为 279.97 万吨。2022年粗钢产量提前实现全年平控的目标，上半年

粗钢产量同比降幅超 6%，进入下半年，虽然限产消息较少，但钢厂利润收缩，且部分钢企

陷入亏损，导致钢厂阶段性主动减限产。只是去年下半年为完成全年粗钢产量平控目标，

大幅减限产，因此今年下半年粗钢产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同时粗钢产量同比降幅缩小。 

2023 年在“双碳”大环境下，对粗钢供给的影响将持续存在，预计 2023 年粗钢产量

或继续执行平控政策，产量同比或再度小幅下滑。 

 
    

 图表来源：WIND、瑞达期货研究院 

 

据 Mysteel监测的全国 139家建材钢厂，2022年 1月 1日至 12月 16日螺纹钢产量为

14261万吨，产能利用率平均值为 62.5%；而去年同期产量为 16036 万吨，产能利用率平均

值为 71.7%；同比减少 1775万吨，降幅为 11%。由于 2021年上半年钢价大涨，刺激钢厂生

产积极性，而 2022年上半年螺纹钢产量出现大幅回落，因两会及冬奥会召开影响钢厂高炉

开工率，外加终端需求表现一般，螺纹钢降库缓慢。年度中因钢厂利润收缩，出现两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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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减限产，分别为 6月下旬至 8月中旬，10月中旬至 11月中旬。2023年，受稳增长政策

及粗钢产量平控影响，螺纹钢全年产量或维持在 1.5亿吨附近，而季节性产量或前高后低。 

 
图表来源：我的钢铁、瑞达期货研究院 

    

据 Mysteel监测的全国 37家热轧板卷生产企业总计 64条生产线，2022年 1月 1日至

12月 15 日热轧卷板产量为 15512万吨，产能利用率平均值在 79.5%；而去年同期产量为

15605万吨，产能利用率平均值为 81.2%；同比减少 93万吨，降幅为 0.6%。从统计数据显

示，2022年热卷周度产量一、三季度低于二、四季度，因冬奥会对华北地区钢材生产影响

较大，而三季度则因钢价下跌打压钢厂生产积极性。2023年，热卷全年产量或维持在

1.6-1.7 亿吨，季节性产量或为前高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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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我的钢铁、瑞达期货研究院 

 

2、钢材进出口情况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 1-11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6194.8万吨，同比增长 0.4%；

1-11 月累计进口钢材 986.7 万吨，同比下降 25.6%；1-11 月我国累计净出口钢材 5218 万

吨，同比增加 357万吨，增幅为 7.3%。2022年钢材净出口量明显回升，一方面疫情对海外

经济冲击减弱，钢材需求回升，另一方面国内房地产、家电等钢材下游行业需求低迷，钢

材进口量同比大幅萎缩。 

2023年，海外需求或因货币收缩再度放缓，同时国内稳经济增长、房地产行业利好发

力，我们预计 2023年钢材净出口量或出现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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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统计局、瑞达期货研究院 

 

（三）、终端需求分析 

1、基建、房地产市场 

从 2021年底至今，中央和地方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解决房地产企业融资难、市场下行

的政策，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据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 123863亿元，同比下降 9.8%；1-11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9685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6.5%；房屋新开工面积 111632万平方米，下降 38.9%；房屋竣工面积

55709万平方米，下降 19.0%。因此，数据显示出中国房地产业多项核心数据继续收缩。 

正是房地产市场的低迷，11月份房地产融资三支箭迅速推进。至今地产融资信贷、债

券、股权政策三箭齐发，房企主体融资端有望改善。另外，央行宣布 12月 5日全面降准，

稳定宽货币预期，为地产资金端再助力。就用钢环节而言，由于房地产用钢需求主要在新

开工和施工环节，因此当前的政策对于 2023年的钢铁行业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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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统计局、瑞达期货研究院 

 

2022年 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20043亿元，同比增长 5.3%。第

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8.9%。其

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4.1%，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11.6%，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2.3%，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2.1%。2023年在扩大内需基调下，基建、制造业投资有望延续

高景气，房建需求有望边际向上。 

图表来源：统计局、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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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行业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62.8 万辆和

2430.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1%和 3.3%，累计增速放缓，较 1-10月分别收窄 1.8和 1.3

个百分点。2022 年由于汽车有从 2021 年递延过来的芯片回补需求、有燃油车购置税优惠

带来的透支需求，因此在宏观经济波动、疫情影响之外，较其它行业有明显的上行景气特

征。然而今年的上行景气因素会抬高今年基数，展望 2023年，汽车销量增速可能仍保持在

较好水平，但景气领先度可能回落。市场预计 2023年乘用车上险增速+7.0%、批发增速+7.4%。 

 
图表来源：中汽协、瑞达期货研究院 

 

三、总结与 2023 年展望 

2022年螺纹钢及热卷期现货整体呈现“N”型走势。其中一季度受 2022年国内生产总

值（GDP）预期增长 5.5%，叠加俄乌冲突升级，市场风险偏好回升支撑钢价走高；二、三

季度则整体走弱，因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叠加美联储持续加息，推高美元打压钢材在内的

大宗商品价格；四季度中后期再度迎来反弹行情，由于房地产行业迎利好政策，叠加美联

储放缓加息预期增强，美元指数高位回落，支撑钢材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反弹。 

展望 2023 年，螺纹钢及热卷价格或重心上移。首先供应方面，2023 年在碳达峰、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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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背景下，控产政策对粗钢供给的影响将持续存在，但由政策主导的供给波动幅度将再

度减弱。其次需求方面，四季度一系列房地产利好政策或支撑远期楼市回暖，将增加钢材

现货需求，另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市

场高度关注 2023年扩大内需对螺纹钢及热卷现货需求。最后季节性因素仍是我们参与投资

及套保的重要参考指标，春节前冬储行为将令钢价保持震荡偏强格局；而 2-3月份随着库

存达到峰值，需求释放缓慢，钢价将阶段性承压，进入二季度在需求推动下重心将逐步上

移，三季度钢厂产量将推升到高位，供需格局偏于宽松，存回落可能，四季度再次关注环

保政策对钢厂的影响及寻找低库存环境下的投资机会。我们预测 2023年螺纹钢期价运行期

间或处在 3200-5300元/吨；热卷期价运行期间或处在 3300-5500 元/吨。对于钢材贸易企

业应合理配置对冲措施，对于钢材生产企业则应该做好合理的利润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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