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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全球钢铁需求有望持续适度增长 

 
世界钢铁协会发布2017年10月更新的2017-2018年钢铁短期需求预测结果 

 
2017 年 10月 16日布鲁塞尔电-世界钢铁协会今日发布 2017年 10月更新的 2017-2018年短期钢

铁需求预测 结果。据预测，2017年全球钢铁需求将达到 16.221亿吨，2018年全球钢铁需求将

达到 16.481亿吨。 
 

世界钢铁协会预测，2017年全球除中国外的钢铁需求将增长2.6%，达到8.564亿吨，2018年增

长3.0%，达到8.8824亿吨。 

 

 *详见下列关于中国钢铁需求预测的说明。 
 

  世界钢铁协会市场研究委员会主席 T.V. Narendran在谈及预测结果时指出：“今年，全球钢  

  铁市场持续向好，周期性回升力度持续加强使得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钢铁市场表现好 

  于预期，而中东北非地区和土耳其的钢铁市场依旧较为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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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年 4月发布的钢铁短期需求预测结果中，我们曾指出全球经济面临诸多风险，如民粹主

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政策多变、欧盟主要国家政局更迭的不确定性及中国经济减速等，尽

管这些风险因素犹存，但其影响程度已减弱。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自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

当前各种风险因素已得以有效遏制，而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中国的债务问题及诸多

地区保护主义的抬头，仍将构成未来的主要风险因素。 

 

我们预测，2018年全球钢铁需求增速将放缓，主要受制于中国钢铁需求减速及其他地区仍将维

持当前的需求态势。 

 
因此，世界钢铁需求复苏势头良好，主要受周期性而非结构性增长因素的驱动。而缺乏能够取代

中国的强劲增长引擎、技术革新与环保重压下带来的钢铁使用强度下降等因素将会对未来钢铁需

求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于中国短期钢铁需求预测的说明 

 
* 2017年，中国关停了绝大部分落后的中频炉产能，这些产能未列入此前官方发布的产量统

计数据中。中频炉关停后释放的市场需求将由合法的主流钢铁企业填补，2017 年的官方统计

数据中将体现这部分产量，因此，中国钢铁需求名义增长率增至 12.4%，达到 7.657亿吨。在

不考虑上述基数效应的情况下，预计 2017年中国钢铁需求增长 3%，全球钢铁需求增长 2.8%。 

 
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加强将在短期内带动钢铁需求增长 

 

今年，尽管一些主要金融市场持续波动及对股票市场高估担忧存在，但大部分地区的投资信心持

续走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动能强劲。 
 

虽然保护主义的抬头及部分国家启动现有自贸协定的重新谈判引发担忧，但全球贸易增长势头却

不断加强，也让我们看到全球钢铁市场向好的积极信号。 

 

发达经济体的钢铁市场稳步复苏 
 

美国经济在强劲的消费支出和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双重支撑下持续走强，欧盟移民政策担忧逐步

消退，欧盟经济复苏持续加强。日本的钢铁需求好于预期，主要得益于日本推行的一揽子政策、

出口的提振及 2020年奥运会的场馆筹备。韩国的钢铁需求则受到消费者债务水平高企、建筑业

疲软及造船业萧条、朝鲜核武器威胁带来的紧张局势升级等多重风险因素的影响。 
 

鉴于上述诸多有利的发展条件，发达经济体的钢铁需求有望在 2017年增长 2.3%，2018年增长

0.9%。 

 

中国 
 

中国经济逐步放缓，投资持续减速，主要依靠消费支撑，政府出台的刺激计划，如建筑业的适度

刺激政策将有望推动 2017年的经济增长。 
 

2017 年，中国的钢铁需求预计增长 3%，在今年早期的预测上做了上调修正。由于近期中频炉产 

能关停，  2017年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测算的钢铁消费量将出现一次性大幅上升的情形，增长率

为 12.4%（详见上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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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钢铁需求增长势头趋缓，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深化及出台更为严厉的环保措施将遏

制对钢铁的需求，据预测，2018 年中国的钢铁需求同比难以出现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钢铁市场将不同程度从全球经济复苏与经济改革中获益 

 

埃及、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印度等诸多发展中国家推出改革措施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巩固这  

些国家的增长潜力，另外，全球经济不断走强也使这些国家从中获益。 
 

2017 年，印度的经济活动放缓，政府深化改革有望改善投资环境，进而拉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

长，然而，投资活动仍靠政府项目拉动，私营企业投资仍受企业的高杠杆率影响。 
 

东盟如越南和菲律宾仍将是钢铁需求高增长的地区，而更为成熟的经济体如泰国和马来西亚，

钢铁需求增速则将放缓。 

 

独联体国家的钢铁需求有望在 2017-2018年走强，俄罗斯则有可能继续保持缓慢复苏。 
 

2018 年，土耳其的钢铁需求有望恢复增长态势。 

 

中东和北非地区受低油价、地缘政治冲突及高通胀多重因素的影响，钢铁需求前景低迷，一旦 

主要冲突结束，重建工作将拉动该地区的钢铁需求。海合会各国仍在低油价困境中挣扎。 

 

南美国家虽然从全球经济复苏中获益，但钢铁需求增长较为缓慢。2017年，巴西建筑业持续萧   

条给该国的钢铁需求复苏蒙上阴影，2018年则有望出现强劲的复苏。 
 

据预测，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钢铁需求将在 2017 年增长 2.8%，2018年增长 4.9%。 

 

投资信心增强将拉动建筑业和机械业的用钢需求，汽车行业的用钢需求将适度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中，建筑业自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缓慢复苏，收入增加及投资信心增强带动了

住宅和商业领域用钢需求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拉动钢铁需求，并且将从发达

国家基础设施翻新建设中获取额外的支撑。 
 

2017 年，全球汽车行业的用钢需求表现强劲，土耳其和墨西哥的市场尤为突出。然而，美国和

中国的汽车用钢市场趋于平稳，这一趋势或将在 2018年扩散到其他国家。 

 

 

# 结束 # 

 
编者按: 

 

• 世界钢铁协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活跃度最高的行业协会之一，代表了大约160家钢铁生产

企业（其中包括世界上10家最大型钢铁企业其中的9家），以及各国和各地区的钢铁行业协

会和钢铁研究机构，会员企业粗钢产量占世界粗钢产量的大约85%。 

• 下列短期钢铁需求预测表格中所列的7%全球钢铁需求增长率是基于中国地区12.4%名义增

长率计算得出，而中国地区的高名义增长率主要与近期中频炉产能关停带来的数据调整

有关，详见上述关于中国短期钢铁需求预测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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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短期钢铁需求预测 
2017年10月更新的预测报告，成品钢 
 

百万吨 

  
 
 

同比增长, % 
地区   2016 2017 (f) 2018 (f) 2016 2017 (f) 2018 (f) 

欧盟(28) 158.2 162.1 164.3 
 

2.8 2.5 1.4 
欧洲其他国家 40.5 40.1 42.2  1.2 -1.0 5.2 
独联体 49.4 51.1 53.0  -2.7 3.6 3.8 
北美自贸区 132.2 138.7 140.4  -1.5 4.9 1.2 
中南美洲 39.4 40.4 42.3  -13.5 2.5 4.7 
非洲 37.6 37.0 38.2  -2.7 -1.6 3.3 
中东 53.1 53.9 56.5  -1.4 1.5 4.8 
亚洲和大洋洲 1 005.4 1 098.8 1 111.1  2.2 9.3 * 1.1 
全球 1 515.9 1 622.1 1 648.1  1.0 7.0 * 1.6 

        

全球(不包括中国） 834.8 856.4 882.4  0.8 2.6 3.0 
发达经济体 398.8 408.1 412.0  0.0 2.3 0.9 
中国 681.0 765.7 765.7  1.3 12.4 * 0.0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 436.0 448.2 470.4  1.5 2.8 4.9 
东盟(5) 74.1 77.7 83.0    13.9 4.8 6.8 
中东和北非 72.6 72.6 75.8  -0.5 0.0 4.5 

 

f –预测值 
东盟(5):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 

 
 
 

表2： 2016年前10大钢铁消费国 
2017年10月更新预测报告，成品钢 

 

百万吨 同比增长, % 
国家  2016 2017 (f) 2018 (f) 

 
中国 681.0 765.7 765.7  1.3 12.4 0.0 
美国 91.8 96.2 97.3  -4.5 4.8 1.1 
印度 83.5 87.1 92.1  4.1 4.3 5.7 
日本 62.2 64.0 64.5  -1.2 2.9 0.8 
韩国 57.1 56.2 56.4  2.3 -1.5 0.4 
德国 40.5 41.4 41.6  3.1 2.1 0.6 
俄罗斯 38.2 39.2 40.5  -3.6 2.6 3.2 
土耳其 34.1 33.5 35.5  -0.9 -1.7 6.0 
墨西哥 25.4 26.8 27.6  2.5 5.7 3.0 
意大利 24.1 23.9 24.2  -1.6 -0.6 0.9 

f – 预测值 
       

 
*关于中国短期钢铁需求预测的说明 
* 2017 年，中国关停了绝大部分落后的中频炉产能，这些产能未列入此前官方发布的产量统计数据中。中频炉关停后释放的市场需求将

由合法的主流钢铁企业填补，2017 年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将体现这部分产量，因此，中国钢铁需求名义增长率增至 12.4%，达到 7.657 亿

吨。在不考虑上述基数效应的情况下，预计 2017 年中国钢铁需求增长 3%，全球钢铁需求增长 2.8%。 
 
 

2016 2017 (f) 201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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