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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国内生铁市场综述 
国内生铁市场回顾： 

 

本周国内生铁市场价格走高，市场需求有所好转。宏观方面：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 1 月

中国制造业 PMI。其中 PMI 指数为 51.3%，比上月微落 0.1 个百分点，连续 6 个月站上 50%荣枯线，延续平稳扩张态势。

从 1 月 PMI 数据看，2017 年我国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延续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就目前来看，近日钢坯、

成品材高位运行，矿石价格走高，提振商家信心，并且在产铁厂不多，市场资源较为紧张，周初各地市场价格均有不

用程度的上调。随着假期的结束，下游企业陆续恢复生产，采购积极性增加，铁厂出货转好，商家心态较好，市场成

交回暖，预计短期国内生铁市场维持偏强走势。 

 

国内各地区生铁市场分析： 

 

北方：本周北方生铁市场偏强运行，市场成交不错。受原材料价格走强，下游钢材市场上扬影响，北方市场整体

运行情况良好，市场成交渐好。其中北方资源相较华东依旧紧张，主要原因是下游企业基本恢复生产，需求上涨，并

且铁厂开工率不高，库存低位。炼钢生铁方面，近期钢坯表现良好，加之炼铁资源较少，商家心态向好。综上所述，

商家对后市较为乐观，预计短期北方生铁市场售价坚挺。 

 

华东：本周华东生铁市场价格上涨，市场出货情况尚可。炼钢生铁方面，虽然钢厂需求尚未放量，但炼钢生铁市

场信心有所增加，商家较为乐观。另外铸造生铁方面，下游需求有所回暖，但生铁整体大环境依旧没有实质性变化，

下游铸企对铸铁的采购依旧较为谨慎，因此生铁价格短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目前原料市场趋于平静，钢材市场也表

现良好，提振商家信心，预计短期华东生铁市场稳价运行。 

 

中西部：本周西部生铁市场依旧低迷，成交状况无改观，多数厂家仍停产观望，其中甘肃、宁夏市场以消耗库存

为主，厂家生产多为自用，当地以外卖为主的生铁在生产厂家数目寥寥，市场成交价格混乱。而近日成品材、钢坯等

价格相继走高，中部地区需求回暖，市场成交好转，预计短期中部生铁市场维稳运行。 

 

国内各地区生铁价格： 

 

炼钢生铁方面：本周炼钢生铁地区价格上涨。目前临沂地区价格 2650 元/吨，现金含税，停产货少；翼城地区价

格在 2740 元/吨，优质，缺货；武安地区报价基本在 2680 元/吨左右，现金含税；新疆地区报价基本在 2200 元/吨，

现款，停产资源少；乌海地区价格基本 2450 元/吨，货少；哈尔滨地区价格基本在 2650 元/吨，承兑价，昆明地区价

格较为混乱在 2500 元/吨左右，承兑价格，徐州地区价格基本在 2650 元/吨，停产，资源少。 

 

铸造生铁方面：本周铸造生铁地区价格上涨。目前临沂地区价格基本 2950 元/吨左右；翼城地区报价在 3180 元/

吨左右，个别企业报价低于此价格；武安地区报价在 3350 元/吨左右，货少；威海地区 3250 元/吨左右，承兑价；昆

明地区价格价格较为混乱在 3000 元/吨左右，承兑价；徐州地区价格在 2950 元/吨左右；新疆地区价格在 2300 元/吨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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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墨铸铁方面：本周球墨铸铁地区价格上涨。目前临沂地区价格混乱基本 3000 元/吨左右，一单一议为主；海城

地区价格较为混乱，报价在 3000 元/吨，承兑价，货少；武安地区报价在 3350 元/吨，现金含税；徐州地区球墨铸铁

价格在 2950 元/吨，现金含税；翼城地区价格较为混乱在 3160 元/吨；林州市场价格在 3300 元/吨，现金含税，一级

一类。 

二、本周国内生铁厂家价格汇总 

国内炼钢生铁厂家价格走势图： 单位：元/吨 

厂家 规格 2017-2-9 2017-2-16 涨跌 备注 

辽宁后英 L8 2650 2850 200 现金含税 

辽宁后英 L10 2670 2870 200 现金含税 

河南安钢 L8 2870 2870 0 现金含税，外卖量少

河南安钢 L10 2870 2870 0 现金含税，外卖量少

顺达重工机械 L4 - - - 停产，有复产计划

顺达重工机械 L8 - - - 停产，有复产计划

顺达重工机械 L10 - - - 停产，有复产计划

 

单位：元/吨 

厂家 规格 2017-2-9 2017-2-16 涨跌 备注 

威海鑫山 Z14 3150 3300 150 现金含税 

威海鑫山 Z18 3150 3300 150 现金含税 

圣戈班 Z14 3500 3600 100 出厂含税，挂牌价

圣戈班 Z18 3500 3600 100 出厂含税，挂牌价

山东国力 Z14 - - - 停产，恢复计划延后

山东国力 Z18 - - - 停产，恢复计划延后

辽宁后英 Z14 3050 3250 200 现金含税 

辽宁后英 Z18 - - - 现金含税，无货 

兴盛铸业 Z14 - - - 停产 

兴盛铸业 Z18 - - - 停产 

兴盛铸业 Z22 - - - 停产 

本溪坤埼铸造 Z14 3100 3150 50 承兑含税 

本溪坤埼铸造 Z18 3120 3170 50 承兑含税 

徐州北郊利国 Z14 2760 2970 210 现金含税 

徐州北郊利国 Z18 2800 2970 170 现金含税 

徐州北郊利国 Z22 2830 2970 140 现金含税 

山西建邦 Z18 3350 3500 150 出厂含税，挂牌价

山东胜达精密铸造 Z18 2880 2980 100 现金含税 

山东胜达精密铸造 Z22 2900 3000 100 现金含税 

翼城飞翔瑞泽铸管 Z14 3110 3140 30 现金含税 

翼城飞翔瑞泽铸管 Z18 3150 3180 30 现金含税 

 

 
 

国内炼钢生铁市场价格走势图： 

 
 

国内铸造生铁厂家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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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铸造生铁市场价格走势图： 

 

 

国内球墨铸铁厂家价格走势图： 

 
 

单位：元/吨 

厂家 规格 2017-2-9 2017-2-16 涨跌 备注 

威海鑫山 Q12 3150 3300 150 现金含税 

圣戈班 Q12 3400 3500 100 出厂含税，挂牌价

兴盛铸业 Q10 - - - 停产 

兴盛铸业 Q12 - - - 停产 

辽宁后英 Q10 2950 3150 200 现金含税 

本溪参铁 Q10 3100 3150 50 现金含税 

本溪参铁 Q12 - - - 无货，不报价 

本溪坤埼铸造 Q10 3020 3070 50 承兑含税 

本溪坤埼铸造 Q12 3050 3100 50 承兑含税 

徐州北郊利国 Q10 2800 2950 150 现金含税 

徐州北郊利国 Q12 2800 2950 150 现金含税 

徐州北郊利国 Q16 2800 2950 150 现金含税 

山东胜达精密铸造 Q12 2880 2980 100 现金含税 

山东胜达精密铸造 Q16 2880 3000 120 现金含税 

山西建邦 Q10 3300 3400 100 出厂含税，挂牌价

山西建邦 Q12 3320 3420 100 出厂含税，挂牌价

翼城飞翔瑞泽铸管 Q10 3100 3150 50 现金含税 

翼城飞翔瑞泽铸管 Q12 3110 3160 50 现金含税 
 

 

三、全国生铁产量与进出口统计 

全国分省市生铁产量 

单位：万吨 

月份 河北产量 山东产量 辽宁产量 江苏产量 山西产量 国内总产量 日均产量 

2015 年 1--2 月 3146.5 1100.4 1294.1 1169.9 588.6 11869.8 201.18 

2015 年 3 月 1665.2 552.8 531.3 585.5 303.9 6024.7 194.35 

2015 年 4 月 1495.8 574.5 522.3 589.6 329.7 5948.6 198.29 

2015 年 5 月 1492.9  594.6  565.7  618.5  332.1  6096.1  196.6  

2015 年 6 月 1424.8 576.9 541.8 605.7 308 5903.9  196.8  

2015 年 7 月 1454.2 567.9 501.9 580.3 278 5732.5 185 

2015 年 8 月 1377.1 576.2 500.8 578.4 302.8 5760.6 185.8 

2015 年 9 月 1347.4 573.5 478.4 580.7 310 5659.3  188.6 

2015 年 10 月 1352.8 573.3 480.1 593.2 285.9 5631.2 181.7 

2015 年 11 月 1306.9 543 423.1 573.2 277.2 5367.2 178.9 

2015 年 12 月 1304.8 514.5 429 571 260.2 5333.1 172 

2016-1-2 月 2788 1125.2 957.8 571 1132.3 10539.2  175.7 

2016 年 3 月 1750.55 597.98 515.36 600.8 301.41 6019.92 194.19  

2016 年 4 月  596.1 538.4 496.7 613.1 306.67 5842.03 194.73  

2016 年 5 月 1492.9 594.6 565.7 618.5 332.1 6096.2 196.65  

2016 年 6 月 1517.74 538.52 634.6 634.6 329.88 5429.36 1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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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1384.98 537.92 533.08 607.99 322.34 5780.7 186.47 

2016 年 8 月 1492.26 554.91 540.92 614.14 319.36 6019.3 194.16 

2016 年 9 月 1489.51 561.06 504.25 595.52 339.37 5931.7 197.72 

2016 年 10 月 1461.56 560.27 492.42 596.77 319.32 5875.9 189.55 

2016 年 11 月 1384.82 557.45 508.55 600.57 319.84 5722.8 190.76 

2016 年 12 月 1402.58 645.48 507.87 584.54 272.42 5747 185.39 

12 月全球直接还原铁生产统计 

单位：千吨 

国家/地区 
12 月 1-12 月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 

加拿大 106 97 9.2 1399 1502 -6.9 

墨西哥 470 344 36.7 5361 5499 -2.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 240 -100 129 2520 -94.9 

阿根廷 87 157 -44.6 773 1252 -38.3 

秘鲁 0 4 -100 11 72 -85.1 

委内瑞拉 100 111 -9.9 971 1356 -28.4 

埃及 260 206 26.5 2618 2451 6.8 

利比亚 95 60 59.7 699 449 55.7 

南非 69 81 -15 702 1125 -37.6 

伊朗 1323 1142 15.9 16013 14546 10.1 

卡塔尔 186 205 -9.3 2506 2631 -4.8 

沙特阿拉伯 490 97 404 5119 5800 -11.7 

阿联酋 351 219 60 3479 3190 9.1 

印度 1251 1024 22.1 14247 16228 -12.2 

总计 4789 3986 7 54026 58622 -7.8 

12 月全球高炉生铁生产统计 

单位：千吨 

国家和地区 
12 月 1-12 月 

2016 2015 同比(%) 2016 2015 同比(%) 

奥地利 503 511 -1.5  5 139  5 294 -2.9 

比利时 425 417 1.7  4 445  3 830 16 

捷克 342 314 9  3 823  3 717 2.8 

法国 900 718 25.4  8 903  9 379 -5.1 

德国  2 015  2 149 -6.3  25 008  25 693 -2.7 

匈牙利 98 83 18.1 765  1 164 -34.3 

意大利 523 453 15.4  5 526  4 598 20.2 

荷兰 460 463 -0.6  5 632  5 587 0.8 

波兰 420 381 10.2  4 217  4 440 -5 

斯洛伐克 290 208 39.3  3 697  3 530 4.7 

西班牙 273 343 -20.4  3 842  4 107 -6.5 

英国 435 519 -16.2  5 723  5 29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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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欧盟 28 国 676 609 11  7 011  6 640 5.6 

欧盟（28 国）  7 360  7 169 2.7  83 730  86 234 -2.9 

塞黑 67 65 3.4 711 781 -8.9 

塞尔维亚 136 69 97.2  1 019 835 22 

土耳其 867 872 -0.6  9 438  9 312 1.4 

其他欧洲国家合计  1 069  1 006 6.3  11 167  10 927 2.2 

哈萨克斯坦 320 321 -0.3  2 992  2 914 2.7 

俄罗斯  4 500  4 407 2.1  47 484  48 166 -1.4 

乌克兰  1 980  1 895 4.5  21 755  19 902 9.3 

独联体合计  6 800  6 623 2.7  72 231  70 982 1.8 

加拿大 505 507 -0.5  5 695  5 344 6.6 

墨西哥 425 387 9.9  4 095  4 189 -2.2 

美国  1 780  1 928 -7.7  20 417  23 507 -13.1 

北美合计  2 710  2 822 -4  30 207  33 040 -8.6 

阿根廷 161 174 -7.7  1 981  2 511 -21.1 

巴西  1 963  2 276 -13.8  22 778  25 527 -10.8 

智利 50 57 -12.9 618 586 5.3 

哥伦比亚 20 17 16.9 209 223 -6.1 

巴拉圭 3 8 -63.6 51 65 -21.8 

南美合计  2 197  2 533 -13.3  25 636  28 912 -11.3 

南非 332 323 2.8  3 979  4 141 -3.9 

伊朗 162 198 -17.8  2 200  2 261 -2.7 

中国  57 470  55 207 4.1  643 260  638 084 0.8 

印度  5 562  4 779 16.4  57 501  53 614 7.2 

日本  6 560  6 649 -1.3  73 627  74 362 -1 

韩国  3 989  4 152 -3.9  42 260  43 487 -2.8 

巴基斯坦 0 0 0 0 163 0 

中国台湾省  1 270  1 074 18.2  13 649  13 295 2.7 

亚洲合计  74 850  71 861 4.2  830 297  823 006 0.9 

澳大利亚 318 308 3.2  3 324  3 286 1.2 

新西兰* 65 56 15.8 606 622 -2.7 

大洋洲合计 383 364 5.2  3 930  3 908 0.6 

总计  95 864  92 898 3.2 1 063 377 1 063 412 0 

2016 年 12 月进口生铁统计 

进口生铁分国别统计 

国别 本月数量（吨） 本月金额（美元） 累计数量（吨） 累计金额（美元） 

朝鲜 21397.07 5129993 114574.006 22272574 

印度尼西亚 1000 678984 31260.75 18386822 

日本 62.85 21369 64.051 107311 

马来西亚 0 0 0.056 1366 

韩国 0 0 109.637 106335 

越南 0 0 6738.826 1265822 

中国台湾 0 0 0.04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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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0 0 500.485 200194 

德国 0 0 0.001 1322 

瑞典 0 0 1.705 3811 

俄罗斯联邦 0 0 36000 7221600 

乌克兰 0 0 123.685 79034 

塞尔维亚 0 0 0.076 365 

巴西 0 0 530.71 194290 

加拿大 86 55900 387 279500 

合计 22545.92 5886246 190291.036 50120490 

于上月比增长率 171.53% 211.03% 13.67% 13.88% 

进口生铁分省市统计 

省市 本月数量（吨） 本月金额（美元） 累计数量（吨） 累计金额（美元） 

北京 0 0 0.98 64,741 

天津 0.00 0 500.52 217,130 

河北 3,600.00 864,000 7,085.52 1,499,159 

辽宁 224.86 53,771 5,251.30 1,280,419 

吉林 1,699 271,786 20,551.09 3,277,287 

上海 0.00 0 18,750.06 10,374,378 

江苏 86.00 55,900 10,030.31 6,121,019 

浙江 0 0 1,991.28 1,574,158 

福建 0 0 0.048 144 

山东 15936.4 3961805 118322.85 23670926 

广东 1000 678984 1068.412 775802 

云南 0 0 6738.679 1265327 

合计 22545.92 5886246 190291.036 50120490 

于上月比增长率 171.53% 211.03% 13.67% 13.88% 

进口生铁分关别统计 

海关关区 本月数量（吨） 本月金额（美元） 累计数量（吨） 累计金额（美元） 

北京海关 0 0 0.978 64,741 

天津海关 0.00 0 500.52 217,130 

石家庄海关 3,600.00 864,000 7,085.52 1,499,159 

大连海关 162.01 32,402 5,188.45 1,259,050 

长春海关 1,698.66 271,786 20,551.09 3,277,287 

上海海关 148.85 77,269 19,200.05 10,675,742 

南京海关 0.00 0 9,643.16 5,841,024 

杭州海关 0.00 0 817.59 573,726 

宁波海关 0.00 0 1,173.69 1,000,432 

厦门海关 0.00 0 0.05 144 

青岛海关 15,936.40 3,961,805 118,322.85 23,670,926 

深圳海关 0.00 0 68.41 96,818 

江门海关 1000 678984 1000 678984 

昆明海关 0 0 6738.679 1265327 

合计 22545.92 5886246 190291.036 5012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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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月比增长率 171.53% 211.03% 13.67% 13.88% 

进口生铁分贸易方式统计 

贸易方式 本月数量（吨） 本月金额（美元） 累计数量（吨） 累计金额（美元） 

一般贸易 9,989.59 2,795,659 49,762.90 22,917,636 

边境小额贸易 233.21 43,794 18,240.99 3,761,616 

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 12,323.12 3,046,793 86,061.44 16,171,640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 0.00 0 36,000.00 7,221,600 

其他 0.00 0 225.72 47,998 

合计 22,545.92 5,886,246.00 190,291.04 50,120,490.00 

于上月比增长率 171.53% 211.03% 13.67% 13.88% 

进口生铁分洲别统计 

洲别 本月数量（吨） 本月金额（美元） 累计数量（吨） 累计金额（美元） 

朝鲜 21,397.07 5,129,993.00 114,574.01 22,272,574.00 

日本 62.85 21,369.00 64.05 107,311.00 

韩国 0.00 0.00 109.64 106,335.00 

中国台湾 0.00 0.00 0.05 144.00 

东亚合计 21,459.92 5,151,362.00 114,747.74 22,486,364.00 

印度尼西亚 1,000.00 678,984.00 31,260.75 18,386,822.00 

马来西亚 0.00 0.00 0.06 1,366.00 

越南 0.00 0.00 6,738.83 1,265,822.00 

东南亚合计 1,000.00 678,984.00 37,999.63 19,654,010.00 

亚洲合计 22,459.92 5,830,346.00 152,747.37 42,140,374.00 

南非 0.00 0.00 500.49 200,194.00 

南非合计 0.00 0.00 500.49 200,194.00 

非洲合计 0.00 0.00 500.49 200,194.00 

巴西 0.00 0.00 530.71 194,290.00 

南美合计 0.00 0.00 530.71 194,290.00 

拉丁美洲合计 0.00 0.00 530.71 194,290.00 

加拿大 86.00 55,900.00 387.00 279,500.00 

北美洲合计 172.00 111,800.00 774.00 559,000.00 

德国 0.00 0.00 0.00 1,322.00 

瑞典 0.00 0.00 1.71 3,811.00 

欧盟 15 国合计 0.00 0.00 1.71 5,133.00 

德国 0.00 0.00 0.00 1,322.00 

瑞典 0.00 0.00 1.71 3,811.00 

欧盟 25 国合计 0.00 0.00 1.71 5,133.00 

德国 0.00 0.00 0.00 1,322.00 

瑞典 0.00 0.00 1.71 3,811.00 

欧盟 27 国合计 0.00 0.00 1.71 5,133.00 

俄罗斯联邦 0.00 0.00 36,000.00 7,221,600.00 

乌克兰 0.00 0.00 123.69 79,034.00 

独联体合计 0.00 0.00 36,123.69 7,300,634.00 

俄罗斯 0.00 0.00 36,000.00 7,22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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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0.00 0.00 123.69 79,034.00 

东欧合计 0.00 0.00 36,123.69 7,300,634.00 

塞尔维亚 0.00 0.00 0.08 365.00 

南欧合计 0.00 0.00 0.08 365.00 

德国 0.00 0.00 0.00 1,322.00 

中欧合计 0.00 0.00 0.00 1,322.00 

瑞典 0.00 0.00 1.71 3,811.00 

北欧合计 0.00 0.00 1.71 3,811.00 

欧洲合计 0.00 0.00 36,125.47 7,306,132.00 

全球合计 22,545.92 5,886,246.00 190,291.04 50,120,490.00 

于上月比增长率 171.53% 211.03% 13.67% 13.88% 

2016 年 12 月出口生铁统计 

出口生铁分国别统计 

国别 本月数量（吨） 本月金额（美元） 累计数量（吨） 累计金额（美元） 

孟加拉国 0.00 0.00 385.00 131,993.00 

朝鲜 0.00 0.00 123.94 17,352.00 

中国香港 0.00 0.00 2.00 962.00 

印度 0.00 0.00 0.02 200.00 

印度尼西亚 0.00 0.00 260.00 96,786.00 

日本 0.00 0.00 67,004.58 13,138,719.00 

马来西亚 0.00 0.00 3,496.46 1,390,234.00 

蒙古 0.00 0.00 40.00 13,862.00 

巴基斯坦 0.00 0.00 199.64 65,476.00 

菲律宾 0.00 0.00 50.00 20,740.00 

新加坡 0.00 0.00 3.00 1,199.00 

韩国 0.00 0.00 43,479.39 8,935,735.00 

斯里兰卡 2.00 1,152.00 22.00 8,067.00 

泰国 0.00 0.00 600.00 193,328.0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00 0.00 0.07 39.00 

越南 0.00 0.00 922.00 134,572.00 

中国台湾 7,148.00 1,896,963.00 16,009.67 3,614,326.00 

吉布提 0.00 0.00 152.50 91,254.00 

挪威 0.00 0.00 150.00 59,450.00 

斐济 0.00 0.00 0.03 58.00 

新西兰 0.00 0.00 1.00 335.00 

合计 7,150.00 1,898,115.00 132,901.30 27,914,687.00 

于上月比增长率 -48.50% -34.60% 5.69% 7.30% 

出口生铁分贸易方式统计 

贸易方式 本月数量（吨） 本月金额（美元） 累计数量（吨） 累计金额（美元） 

一般贸易 2.00 1,152 8,720.54 3,245,079 

边境小额贸易 0.00 0 40.00 13,862 

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 7,148.00 1,896,963 88,140.76 16,969,316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 0.00 0 36,000.00 7,68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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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150.00 1,898,115.00 132,901.30 27,914,687 

于上月比增长率 -48.50% -34.60% 5.69% 7.30% 

出口生铁分省市统计 

省市 本月数量（吨） 本月金额（美元） 累计数量（吨） 累计金额（美元） 

天津 0.00 0 0.07 39 

河北 0.00 0 2,414.92 742,329 

山西 0.00 0 802.50 250,985 

内蒙古 0.00 0 40.00 13,862 

辽宁 0.00 0.00 9,177.99 1,941,425.00 

吉林 0.00 0.00 3,591.03 554,213.00 

江苏 0.00 0.00 497.60 42,296.00 

浙江 0.00 0.00 120.02 35,382.00 

福建 2.00 1,152.00 2.00 1,152.00 

山东 7,148.00 1,896,963.00 114,059.27 23,108,192.00 

河南 0.00 0.00 2,148.86 1,135,233.00 

广东 0.00 0.00 47.04 89,579.00 

合计 7,150.00 1,898,115.00 132,901.30 27,914,687.00 

于上月比增长率 -48.50% -34.60% 5.69% 7.30% 

出口生铁分关别统计 

海关关区 本月数量（吨） 本月金额（美元） 累计数量（吨） 累计金额（美元） 

天津海关 0.00 0.00 4,893.25 1,866,610.00 

呼和浩特海关 0.00 0.00 40.00 13,862.00 

大连海关 0.00 0.00 9,297.99 1,976,607.00 

长春海关 0.00 0.00 3,591.03 554,213.00 

上海海关 0.00 0.00 152.52 91,454.00 

南京海关 0.00 0.00 497.60 42,296.00 

福州海关 2.00 1,152.00 2.00 1,152.00 

青岛海关 7,148.00 1,896,963.00 114,379.87 23,278,914.00 

黄埔海关 0.00 0.00 47.04 89,579.00 

合计 7,150.00 1,898,115.00 132,901.30 27,914,687.00 

于上月比增长率 -48.50% -34.60% 5.69% 7.30% 

出口生铁分洲别统计 

洲别 本月数量（吨） 本月金额（美元） 累计数量（吨） 累计金额（美元） 

朝鲜 0.00 0.00 123.94 17,352.00 

中国香港 0.00 0.00 2.00 962.00 

日本 0.00 0.00 67,004.58 13,138,719.00 

蒙古 0.00 0.00 40.00 13,862.00 

韩国 0.00 0.00 43,479.39 8,935,735.00 

中国台湾 7,148.00 1,896,963.00 16,009.67 3,614,326.00 

东亚合计 7,148.00 1,896,963.00 126,659.58 25,720,956.00 

孟加拉国 0.00 0.00 385.00 131,993.00 

印度 0.00 0.00 0.02 200.00 

巴基斯坦 0.00 0.00 199.64 65,4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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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 2.00 1,152.00 22.00 8,067.00 

南亚合计 2.00 1,152.00 606.66 205,736.00 

印度尼西亚 0.00 0.00 260.00 96,786.00 

马来西亚 0.00 0.00 3,496.46 1,390,234.00 

菲律宾 0.00 0.00 50.00 20,740.00 

新加坡 0.00 0.00 3.00 1,199.00 

泰国 0.00 0.00 600.00 193,328.00 

越南 0.00 0.00 922.00 134,572.00 

东南亚合计 0.00 0.00 5,331.46 1,836,859.0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00 0.00 0.07 39.00 

西亚合计 0.00 0.00 0.07 39.00 

亚洲合计 7,150.00 1,898,115.00 132,597.77 27,763,590.00 

吉布提 0.00 0.00 152.50 91,254.00 

东非合计 0.00 0.00 152.50 91,254.00 

非洲合计 0.00 0.00 152.50 91,254.00 

斐济 0.00 0.00 0.03 58.00 

新西兰 0.00 0.00 1.00 335.00 

大洋洲合计 0.00 0.00 2.06 786.00 

挪威 0.00 0.00 150.00 59,450.00 

北欧合计 0.00 0.00 150.00 59,450.00 

欧洲合计 0.00 0.00 150.00 59,450.00 

全球合计 7,150.00 1,898,115.00 132,901.30 27,914,687.00 

于上月比增长率 -48.50% -34.60% 5.69% 7.30% 

 

京津冀治霾拟再出重手：冬季重污染城市钢铁拟限产 50% 

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治霾压力仍然较大的情况下，2017 年的治理措施将进一步加码。 

2 月 14 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工作方案》）正在征求意见。《工作方案》显示，针对 AQI（空气质量指数）指数“爆表”的城市，相关部门计划

加大钢铁企业限产力度，同时实施电解铝、化工类企业错峰生产。 

一位环保系统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正在向北京、天津等征求意见，治理措施力度很大。比如其中要求，在 2017 年冬季采暖季，相关城市钢铁拟限产 50%，

电解铝厂限产 30%以上。 

《工作方案》指出，为全面实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标，切实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空气质量，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2016~2017 年）》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治理力度，制定 2017 年工作方案。 

据介绍，此次《工作方案》的实施范围是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山东省济

南、河南省郑州、山西省太原等“2+26”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大气污染最重的区域，从 2016 年 10 月以来，该区域已经历过多次大面积的

重污染天气过程，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空气质量指数“爆表”的情况。从该区域 PM2.5 的来源看，钢铁、电解铝、化

工等企业排放依旧是主要贡献者，在区域内各地最高级别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对于这类企业基本上都是采取最

大程度限产甚至是要求停产。 

2016 年 7 月，环保部出台《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2016~2017 年）》要求，每年 11 月至次年 1 月，对污

染物传输通道城市工业企业实施生产调控。水泥、铸造、砖瓦窑行业除承担居民供暖、协同处置城市垃圾和危险废物

四、 本周行业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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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民生任务的生产线外，全部停产；钢铁行业根据污染排放绩效水平进行排序，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实行停产。 

比较而言，《工作方案》里面的措施要求更严。文件要求，AQI 指数“爆表”城市将加大钢铁企业限产力度，2016

年冬季 AQI 持续“爆表”的石家庄、安阳、邯郸、唐山等市，2017 年冬季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 50%。 

同时，《工作方案》要求，冬季采暖季，电解铝厂限产 30%以上；氧化铝企业限产 50%左右；碳素企业达不到特别

排放限值的，全部停产，达到特别排放限值的，限产 50%；医药、农药企业在冬季采暖季全部停产，由于民生等需求存

在特殊情况确需生产的，应报省级政府批准。 

此外，为了严格控制机动车排放，《工作方案》还提出天津港禁止接收公路运输煤炭的措施，要求在 7 月底之前，

天津港不再转运煤炭，转由张唐铁路经唐山港(4.520,0.30,7.11%)转运；9月底前，天津和河北所有集疏港煤炭一律由

铁路运输。 

“（大气治理措施）收严将是一个趋势，而雾霾的根源还是工业源。”上述环保系统人士告诉记者，《工作方案》中

的措施力度很大，考虑到北京主要的排放源是散煤和机动车，因此《工作方案》措施是以治理河北省的工业企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为主。 

不得不提的是，根据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大气十条”）的实施进程，2017

年将是“大气十条”的目标考核年。在天津、河北等相继提前完成“大气十条”中的 PM2.5 年均浓度目标后，环保部

对两地的目标要求进一步加码。 

《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2016~2017 年）》提出的目标是：到 2017 年，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达到 60 微

克/立方米左右，天津市 PM2.5 年均浓度达到 60 微克/立方米左右，河北省 PM2.5 年均浓度达到 67 微克/立方米左右。 

很显然，除了北京的 PM2.5 年均浓度目标未变外，天津、河北的目标都在加码。 

结合今年河北省提出的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2017 年相对于 2016 年，在 PM2.5 年均浓度降幅上，北京市要下降

17.8%，天津市要下降 13.0%，河北省要下降 6%以上。 

对于京津冀地区而言，今年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较重，完成任务的压力较大。上述环保系统人士称，实施《工

作方案》既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工作的要求，也是缓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雾霾的需求。 

该环保系统人士透露，目前《工作方案》正在征求北京市、天津市的意见，河北省在大气治理方面肯定会有一些

加严的措施。 

资产资源税费改革在即 最大收费项目将推“从价计征” 

矿产资源在 2017 年加快了税费改革的节奏。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矿产

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2017 年 1 月 16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

意见》（简称《意见》），对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提出了总体的要求。事实上，从 2016 年开始，包括《关于全面

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在内的多部政

策、文件的出台，将矿产资源领域的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提到了新的高度，也让具体办法的制定和实施加快提上了日程。 

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现已建立有偿取得和有偿开采相结合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而在矿产资源的税费体系中，主要包括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等主要税

费项目。2015 年，我国征收矿产资源税费总额约 2065 亿元。 

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负责人在解读《意见》时向外界表示，现有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还很不完善，表现在

矿产资源税费缺乏整体设计、定位不准确、功能不清晰，矿业权使用费调整机制不合理，矿业权出让未充分发挥市场

决定性作用，矿业权出让审批权限与中央简政放权要求不适应等问题。可以说，《意见》中对于矿产资源部分的改革要

求，正是基于这一现状而提出。 

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被认为是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中的核心部分。在最新出台的《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

案》中，从矿业权出让环节，矿业权占有环节，到矿产开采环节，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环节，均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同

时明确表示，改革的原则之一为“调整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利益关系，提高中央财政分享比例，弱化地方政府与资源

开发的直接利益关系”。 

国土资源研究院矿业权管理处处长王联军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早的国家权益金是一个狭隘的概念，是矿产

资源国家所有的所有者权益。“在新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中，国家权益金制度是由财政部牵头，按照财政部的

提法，它是一个大的体系，这一税费体系变革，对于矿业领域势将带来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从国家整体利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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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央、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的权益，在改革的过程中，无不需要谨慎权衡。”王联军说。 

按照规划，2017 年底前，财政部将会同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研究修订或制定《矿业权占用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矿

业权出让收益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并开展试点工作。到 2020 年之前，《矿产资源法》和配套法规的相关规定亦将完成

研究修订。 

去产能再发力 钢价上涨动能足 

上周钢材现货小幅上涨、期货大幅冲高。本周钢价仍然涨势依旧较足，前两个交易日继续收涨。2 月 10 日沪市螺

纹钢库存总量为 25.53 万吨，较上期增加 2.93 万吨；线材 12.4 万吨，较上期增加 0.6 万吨。 

据了解，上周多数工地仍未正常开工，市场成交主要集中在中间商和备货需求方面，整体成交依然偏弱。随着钢

厂资源陆续到货，市场库存继续明显上升。纵观全国市场，截至上周，全国 35 个主要市场螺纹钢库存量为 822.6 万吨，

增加 123.1 万吨，增幅为 17.6%；线材库存量为 247.1 万吨，增加 46.6 万吨，增幅为 23.24%。 

而从全国线材、螺纹钢、热轧板卷、冷轧板卷、中厚板五大品种库存总量来看，上周全国综合库存总量为 1579.25

万吨，较前一周增加 230.2 万吨，增幅为 17.06%。总体来看，全国钢材市场库存春节后连续两周库存增幅超过 200 万

吨，目前的库存水平较去年同期已增加 45.73%，创 2015 年 3 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另据中钢协数据，1 月中旬末重点钢企钢材库存 1230.80 万吨，比上一旬减少 28.87 万吨，比去年同期也减少 19.53

万吨。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社会库存与钢厂库存统计时间不一，但也基本反映出目前社会库存高企、钢厂库存低位的

现状，贸易商出于对后市良好预期积极备货，推动库存从钢厂向市场转移明显。而近期市场库存的累积幅度超出市场

预期，如果后期需求不能如期集中释放，对钢价走势将会形成明显抑制。 

2 月 9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第一批拟撤销钢铁规范公告企业名单的公示”，共 35 家钢铁企业因“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已被列入 2016 年去产能任务整体退出、停产超过 1 年以上”等情形而被列入第一批撤销钢铁规范公告企业名单，

显示钢铁去产能监管进一步趋严。 

从近期各地两会结束后陆续公布的 2017 年去产能目标来看，钢铁大省去产能任务比 2016 年相差无几，其中河北

省计划 2017 年压减炼钢产能 1562 万吨、炼铁产能 1624 万吨。江苏提出从 2017 年开始，用两年时间压减粗钢产能 1170

万吨。而近期辽宁、江西、四川、云南、安徽等省纷纷部署打击地条钢、预示着中频炉关停仍将加快。 

近期房贷收紧信号日益明晰。近日北京市银行业自律协会制定的相关公约被曝出，要求各行执行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 0.9 倍，并新增自 2 月 8 日起执行二套房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5 年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

是住房贷款年限在 1999 年央行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 30 年后的首次回调。 

2017 年以来，不少热点城市降温明显，合肥、南京、厦门等地出现了成交量大幅度萎缩现象。在当前房地产市场

遇到严厉调控，且货币政策收紧的局面下，市场已基本普遍确认房地产拐点已经到来，后期房地产销售及投资均将面

临下行压力，国内钢市需求也将受到影响。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市场对于即将到来的金三银四旺季需求释放仍有预期，伴随着钢铁去产能以及中频炉整治的

持续加码，市场供需存在进一步改善的预期，预计短期国内钢价仍将延续上涨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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