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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钢铁贸易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钢铁贸易相关概述、中国钢铁贸易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钢铁贸易

市场发展的现 状，然后介绍了中国钢铁贸易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钢铁

贸易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钢铁贸易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

钢铁贸易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钢铁贸易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钢铁贸易行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多年的发展，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钢

贸行业实现高速发展，呈现出三大特点：市场大、门坎槛、利润高，并且涌现出一批发展实

力雄厚的民营钢贸企业。目前钢贸行业已占钢材流通市场的2/3和钢材出口量的半壁江山。 

    近年来，由于整个钢铁行业处在亏损的边缘，钢厂不满足于生产领域的微薄利润，开始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主动深入到流通渠道，占领更多的终端市场，一大批钢厂纷纷成立了国贸

公司、商贸公司。统计显示，2013年重点统计钢厂钢材直供销售增量明显，宝钢直供比例

在70%以上；河北钢铁直供比例在60%左右，其带钢直供比例更是高达74.23%；马钢直销比例

也超过50%。 

    2004-2013年中国粗钢工业产量统计分析                                          产量(吨)             同比增长(吨%)     

                         2004年             272,456,380.72             &mdash;&mdash;                               2005年            

349,361,414.92             28.23%                               2006年             418,781,898.07             19.87%                            

  2007年             489,240,810.40             16.82%                               2008年             500,487,771.95             2.30%  

                            2009年             567,842,368.82             13.46%                               2010年             626,653,571.66

            10.36%                               2011年             683,265,499.70             9.03%                               2012年            

716,541,726.61             4.87%                               2013年             779,041,029.56             8.72%                资料来

源：国家统计局 2004-2013年中国钢材行业产量统计分析                                          产量(吨)             同

比增长(吨%)                               2004年             297,386,887.92             &mdash;&mdash;                              

2005年             371,170,138.49             24.81%                               2006年             466,854,293.15             25.78% 

                             2007年             564,608,238.88             20.94%                               2008年            

581,773,184.91             3.04%                               2009年             692,437,465.79             19.02%                              

2010年             796,274,323.15             15.00%                               2011年             881,311,246.43             10.68% 

                             2012年             951,861,107.97             8.01%                               2013年            

1,067,624,336.84             12.1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随着互联网题材兴起，钢贸电商开始受到资本市场高度追捧，而经过长达十年探索，钢

贸电商在2014年前后实现了规模突破，走出了发展的实质性一步。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

发展，钢厂也开始对电子商务积极关注，许多钢厂2013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推进电子商务

工作，希望通过电子商务来扩展新的销售渠道，直接和终端用户对接。 

    在经历了暴利时代后，由于国民经济整体环境发生变化，钢贸行业进入了微利时代。一些

经营不善的钢贸企业随着原有盈利点逐渐减少，面临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转型成为钢贸企

业生存必不可少的选择。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创新经营模式成为钢贸企业的必然趋势。钢贸

企业应跟随市场变化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合理配置资源、配比库存，摒弃旧有

的、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精细化、集约化、人性化的经营模式。

 

第一章　钢铁贸易行业相关概述 

1.1　行业界定 

1.1.1　概念界定 

1.1.2　基本特点 

1.2　行业经营特征 

1.2.1　替代品有效性较小 

1.2.2　行业进入壁垒较低 

1.2.3　行业呈现区域集中性 

1.2.4　行业整体属于成熟期 

  

第二章　钢铁贸易行业产业链解析 

2.1　产业链构成分析 

2.1.1　钢贸行业整体产业链 

2.1.2　钢贸行业细分产业链 

2.2　上游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2.2.1　钢铁供需状况 

2.2.2　钢材价格行情 

2.3　下游行业需求分析 

2.3.1　下游需求格局 

2.3.2　建筑用钢 

2.3.3　机械用钢 

2.3.4　汽车用钢 



2.3.5　家电用钢 

2.3.6　船舶用钢 

2.4　2012-2014年下游终端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2.4.1　房地产业开发状况及前景展望 

2.4.2　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及前景展望 

2.4.3　机械工业运行状况及前景展望 

2.4.4　汽车行业运行状况及前景展望 

2.4.5　家电行业运行状况及前景展望 

2.4.6　石化行业运行状况及前景展望 

2.4.7　船舶工业运行状况及前景展望 

  

第三章　2012-2014年国际钢铁贸易行业运行分析 

3.1　2012-2014年全球钢铁行业发展综况 

3.1.1　发展阶段分析 

3.1.2　区域格局分析 

3.1.3　运行特征分析 

3.1.4　市场供需现状 

3.1.5　产能变化分析 

3.2　2012-2014年全球钢铁贸易现状分析 

3.2.1　钢铁贸易格局剖析 

3.2.2　钢铁贸易数据统计 

3.2.3　废钢贸易现状分析 

3.2.4　钢铁贸易行情分析 

3.3　国际铁矿石贸易现状及前景分析 

3.3.1　国际铁矿石资源供需格局 

3.3.2　国际铁矿石贸易格局分析 

3.3.3　国际铁矿石贸易总量及流向分析 

3.3.4　国际铁矿石主要流出地区产量及出口量 

3.3.5　国际铁矿石主要流入地区进口量及消费量 

3.3.6　国际铁矿石贸易趋势前瞻 

3.4　国际钢材贸易现状及前景分析 

3.4.1　国际钢材贸易总体格局分析 



3.4.2　国际钢材贸易保护主义态势 

3.4.3　国际钢材主要流出地区产量及出口量 

3.4.4　国际钢材主要流入地区消费量及进口量 

3.4.5　国际钢材贸易趋势前瞻 

  

第四章　2012-2014年中国钢铁贸易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4.1　经济环境 

4.1.1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 

4.1.2　中国产业经济结构分析 

4.1.3　中国经济运行特征及挑战 

4.1.4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势 

4.2　政策环境 

4.2.1　钢铁行业政策法规汇总 

4.2.2　钢铁贸易税收政策的调整情况 

4.2.3　钢铁行业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 

4.2.4　钢铁电子交易市场规范及监管 

4.2.5　钢铁期货交易市场规范及监管 

4.2.6　钢铁现货交易市场规范及监管 

4.2.7　金融货币政策对钢铁贸易的影响 

4.3　社会环境 

  

第五章　2012-2014年中国钢铁贸易行业深度分析 

5.1　中国钢铁产业供需现状 

5.1.1　行业生产总量分析 

5.1.2　行业区域产量格局 

5.1.3　行业消费总量分析 

5.1.4　行业消费分布格局 

5.2　中国钢铁行业经营情况 

5.2.1　2010-2014年8月行业经济规模分析 

5.2.2　2010-2014年8月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5.2.3　2010-2014年8月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5.2.4　2010-2014年8月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5.3　中国钢铁贸易行业发展概况 

5.3.1　行业发展历程 

5.3.2　市场环境分析 

5.3.3　行业发展现状 

5.3.4　行业特征分析 

5.3.5　行业转型态势 

5.3.6　企业格局分析 

5.3.7　竞争模型分析 

5.3.8　贸易流通环节 

5.4　中国钢铁贸易行业企业格局 

5.4.1　大型流通企业 

5.4.2　大中型、区域性流通企业 

5.4.3　小型、微型钢贸企业 

5.4.4　企业竞争格局变化趋势 

5.5　中国钢铁国际贸易的SWOT分析 

5.5.1　优势分析（strength） 

5.5.2　劣势分析（weakness） 

5.5.3　机会分析（opportunity） 

5.5.4　威胁分析（threat） 

5.6　中国钢铁国际贸易数据分析 

5.6.1　2012-2014年8月主要贸易国钢铁进口市场分析 

5.6.2　2012-2014年8月主要贸易国钢铁出口市场分析 

5.6.3　2012-2014年8月主要省份钢铁进口市场分析 

5.6.4　2012-2014年8月主要省份钢铁出口市场分析 

5.7　中国主要钢铁产品贸易形势分析 

5.7.1　生铁贸易状况 

5.7.2　铁合金贸易状况 

5.7.3　钢材贸易状况 

5.7.4　废钢贸易状况 

5.8　中国钢铁贸易行业的挑战及建议 

5.8.1　运营困境分析 

5.8.2　主要挑战分析 



5.8.3　行业发展建议 

  

第六章　2012-2014年中国主要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1　东北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1.1　东北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 

6.1.2　东北地区钢铁产值增长情况 

6.1.3　东北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2　华北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2.1　华北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 

6.2.2　华北地区钢铁产值增长情况 

6.2.3　华北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3　华东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3.1　华东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 

6.3.2　华东地区钢铁产值增长情况 

6.3.3　华东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4　华南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4.1　华南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 

6.4.2　华南地区钢铁产值增长情况 

6.4.3　华南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5　华中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5.1　华中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 

6.5.2　华中地区钢铁产值增长情况 

6.5.3　华中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6　西南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6.1　西南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 

6.6.2　西南地区钢铁产值增长情况 

6.6.3　西南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7　西北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6.7.1　西北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 

6.7.2　西北地区钢铁产值增长情况 

6.7.3　西北地区钢铁贸易形势分析 

  



第七章　钢铁贸易行业营销模式分析 

7.1　国际钢铁贸易典型模式 

7.1.1　日韩模式 

7.1.2　欧美模式 

7.1.3　中国模式 

7.2　日本钢铁贸易模式解析 

7.2.1　市场主体分析 

7.2.2　基本模式及主体定位 

7.2.3　基本流程分析 

7.2.4　主要特点分析 

7.3　美国钢铁贸易模式解析 

7.3.1　钢铁工业布局决定直销模式 

7.3.2　流通商强势成长巩固直销模式 

7.4　钢铁现货销售模式分析 

7.4.1　直供销售模式 

7.4.2　代理（经销）商销售模式 

7.4.3　自营销售模式 

7.4.4　加工配送销售方式 

7.4.5　网络销售模式 

7.4.6　未来销售模式组合建议 

7.5　钢铁期货交易模式分析 

7.5.1　钢材期货交易背景 

7.5.2　钢铁期货交易利处 

7.5.3　钢铁期货交易成效 

7.5.4　钢铁期货交易规模 

7.5.5　钢铁期货套保规模 

7.6　钢铁电子交易模式分析 

7.6.1　钢铁电子交易模式分类情况 

7.6.2　钢铁电子交易模式特点分析 

7.6.3　钢铁电商平台主要交易模式 

7.6.4　钢铁电子交易模式与其他模式的比较 

7.6.5　钢铁电子交易模式应用状况 



7.6.6　钢铁电子交易模式发展现状 

7.6.7　钢铁电子交易模式问题分析 

7.6.8　钢铁电子交易模式未来方向 

  

第八章　2012-2014年中国钢材贸易市场发展分析 

8.1　中国钢材贸易市场基本类型 

8.1.1　票据式交易市场 

8.1.2　&ldquo;前店后库&rdquo;式交易市场 

8.1.3　电子化交易市场 

8.2　中国钢材贸易市场发展概况 

8.2.1　市场发展特征简述 

8.2.2　交易市场分布情况 

8.2.3　传统市场生存现状 

8.2.4　市场变革态势分析 

8.2.5　未来转型升级出路 

8.3　中国区域典型钢材市场介绍 

8.3.1　东北地区主要钢材市场 

8.3.2　华北地区主要钢材市场 

8.3.3　华东地区主要钢材市场 

8.3.4　华南地区主要钢材市场 

8.3.5　西北地区主要钢材市场 

8.3.6　西南地区主要钢材市场 

  

第九章　2012-2014年钢铁贸易行业物流发展分析 

9.1　钢铁贸易行业物流发展综述 

9.1.1　国外钢铁物流发展特点 

9.1.2　中国钢铁物流基本情况 

9.1.3　中国钢铁物流运行特征 

9.1.4　中国钢铁物流优劣势分析 

9.1.5　中国钢铁物流运行模式 

9.2　2012-2014年中国钢铁贸易行业物流发展现状 

9.2.1　钢铁物流行业规模 



9.2.2　钢铁物流标准项目发展路线 

9.2.3　钢铁物流信息化发展 

9.2.4　钢贸物流发展空间 

9.3　钢铁贸易行业物流成本分析 

9.3.1　成本构成情况 

9.3.2　成本现状分析 

9.3.3　成本降低方法解析 

9.4　钢铁贸易物流园区发展分析 

9.4.1　钢铁物流园基本特征 

9.4.2　钢铁物流园综合效益 

9.4.3　钢铁物流园投资动态 

9.4.4　钢铁物流园高效降本策略 

9.4.5　钢铁物流园转型升级战略 

9.4.6　钢铁物流园发展趋势 

9.5　钢铁贸易行业物流发展建议 

9.5.1　发展思路分析 

9.5.2　转型升级建议 

9.5.3　融资困境破解策略 

  

第十章　2012-2014年钢铁贸易行业领先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1　上海宝钢宝山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10.2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10.3　北京首钢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10.4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10.5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10.6　上海百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10.7　上海宝闽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10.8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10.9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10.10　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第十一章　2012-2014年主要钢铁电子交易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11.1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我的钢铁网） 

11.1.1　企业发展概况 

11.1.2　经营效益分析 

11.1.3　业务经营分析 

11.1.4　财务状况分析 

11.1.5　未来前景展望 

11.2　上海大宗钢铁电子交易中心 

11.2.1　平台简介 

11.2.2　交易模式 

11.2.3　平台建设 

11.2.4　发展特点 

11.2.5　成功经验 

11.2.6　未来发展 

11.3　东方钢铁电子交易平台 



11.3.1　平台简介 

11.3.2　交易模式 

11.3.3　平台建设 

11.3.4　服务体系 

11.4　钢之源电子交易市场 

11.4.1　平台简介 

11.4.2　交易模式 

11.4.3　主要成就 

11.5　上海中联钢钢铁电子交易市场 

11.5.1　平台简介 

11.5.2　交易模式 

11.5.3　发展特点 

11.5.4　发展优势 

11.6　兰格钢铁网 

11.6.1　平台简介 

11.6.2　业务发展 

11.6.3　交易模式 

11.7　你的钢网 

11.7.1　平台简介 

11.7.2　业务模式 

11.7.3　业务发展 

11.7.4　发展优势 

  

第十二章　中国钢铁贸易企业经营模式及转型战略分析 

12.1　钢贸企业典型发展模式评析 

12.1.1　钢厂代理模式 

12.1.2　绑定终端模式 

12.1.3　期现配合模式 

12.1.4　操作行情模式 

12.1.5　市场搬货模式 

12.1.6　佣金代理模式 

12.1.7　产融结合模式 



12.2　微利时期钢贸企业的变化分析 

12.2.1　厂商关系的变化 

12.2.2　钢贸经营结构的变化 

12.2.3　钢贸经营模式的变化 

12.3　钢铁贸易企业模式创新思考 

12.3.1　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 

12.3.2　金融平台下的配供配送模式 

12.3.3　订单营销模式 

12.3.4　电子商务模式 

12.3.5　产融结合模式 

12.4　钢铁贸易企业的转型策略探讨 

12.4.1　企业发展壮大建议 

12.4.2　企业风险管控对策 

12.4.3　企业战略转型升级措施 

12.4.4　企业整合与重构思路 

12.4.5　企业市场制胜策略 

12.5　2014年钢铁贸易企业市场突围战略 

12.5.1　库存前置 

12.5.2　网上销售 

12.5.3　互补合作 

12.5.4　个性服务 

12.6　钢铁贸易企业盈利模式创新路径 

12.6.1　盈利环境分析 

12.6.2　产品结构盈利模式 

12.6.3　创新服务盈利模式 

12.6.4　规模经营盈利模式 

12.6.5　供需网链结构盈利模式 

  

第十三章　博思数据关于钢铁贸易行业投融资及发展前景分析 

13.1　钢贸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3.1.1　行业竞争力弱 

13.1.2　受政策调控影响大 



13.1.3　企业生存压力大 

13.1.4　行业平均利润较低 

13.1.5　经营管理风险较大 

13.1.6　信贷形势严峻 

13.2　中小型钢贸企业融资风险分析 

13.2.1　融资风险评估 

13.2.2　融资风险控制措施 

13.3　钢贸企业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 

13.3.1　核心企业绑定式的钢贸业融资需求及解决方案 

13.3.2　以市场为主导的钢贸业融资需求及解决方案 

13.3.3　佣金带来模式下的钢贸业融资需求及解决方案 

13.4　钢贸行业投资机会及发展前景分析 

13.4.1　行业发展机会 

13.4.2　未来发展方向 

13.5　2014-2020年钢铁贸易行业供需前景预测 

13.5.1　钢铁供需影响因素分析 

13.5.2　2014-2020年钢铁供给规模预测 

13.5.3　2014-2020年钢铁需求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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