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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钢铁物流行业产业链条有上游、中游、下游构成。其中，上游产业主要包括钢铁开采、生

产企业，中游为钢铁流通企业，下游主要是钢铁销售、分销和终端客户等。产业链条的竞争

优势与劣势分析     钢铁物流发展优势分析   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促进了钢铁生产，进而

拉动钢铁物流的发展。   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我国钢铁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是钢铁物流发展的助跑器。总的来说，促使我国钢铁消费量和产量增长的基本原因基本可

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重大装备的投入：二是城市化拉动了线材的需

求，工业化拉动了板材的需求：三是整个钢铁产业的技术进步。从中可以看出钢铁生产与整

个国民经济建设是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钢铁消费量和产量的增长必然要有相关的流通服

务来配套，这些配套设施的完善反过来会进一步刺激钢铁物流业的发展。       钢铁物流自身有

着独特的行业优势   从运输上看，钢铁的载重量较大，易于大件运输，钢铁成品不易变质，又

大都采取机械化吊装，运费结算也相对容易；从市场销售上看，钢铁价格波动大、变化快，

利润空间大，为从事钢铁物流的人员提供了利用信息打价格差的可能；从发展空间上看，由

于钢铁物流属于资金、技术、信息密集型行业物流，故而无论是资金的融合、技术的改进，

还是信息的获取，都为钢铁物流的创新与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钢铁物流发展劣势分析

  行业缺乏整体规划、物流成本过高   虽然我国钢铁生产行业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都有了

清晰的发展规划，但钢铁物流却始终没有完整成熟的方案，这主要表现在钢铁物流各环节没

有理顺，布局不合理，物流市场无序竞争，从而导致整体效益不佳。   2017年我国钢铁物流货

运量预测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钢铁物流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

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钢铁物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钢铁物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

析了中国钢铁物流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钢铁物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

钢铁物流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钢铁物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钢铁物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钢铁物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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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钢铁物流的相关概述

1.1 物流的基本概念

1.1.1 物流的定义

1.1.2 物流的划分

1.1.3 现代物流简介

1.1.4 物流的供应链管理

1.2 钢铁物流概述

1.2.1 钢铁物流的定义

1.2.2 钢铁物流分类

1.2.3 钢铁供应物流

1.2.4 钢铁生产物流

1.2.5 钢铁分销物流

 

第二章 2017年中国钢铁行业运行整体形势分析

2.1 2017年中国钢铁行业发展概况2月钢价以涨为主，受益于节前钢贸商冬储累库操作及华北

地区仍处于采暖限产阶段，带动钢价持续上升。3月，需求端，行业进入传统需求旺季，天气

回暖，下游房地产、基建等下游需求逐渐恢复，叠加各地纷纷加码基础建设投资，终端需求

将或集中释放；供给端，节后检修高炉陆续复工，华北地区采暖限产将于3月15日或30日结束

，考虑高炉生产时滞及3月两会期间环保限产加码将限制粗钢产量释放，供给端温和扩张，需

求扩张速度快于供给，预计3月钢价走势偏强。2018 年2 月份主要普钢品种价格当月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   

2月28日价格   

当天变动率   

本月变动率   

本年变动率   

2007年来最高价   

与最高价比值   

2007年来最低价   

与最低价比值       

三级螺纹钢:20mm   

4190   



0.05%   

4.91%   

-4.64%   

5822   

0.72   

1804   

2.32       

高线:6.5mm   

4428   

0.05%   

3.46%   

-3.36%   

6000   

0.74   

1892   

2.34       

热卷:3.0mm   

4226   

-0.28%   

-1.26%   

-7.77%   

6174   

0.68   

1844   

2.29       

普中板:20mm   

4234   

0.05%   

4.59%   

-0.28%   

6582   

0.64   



1840   

2.30       

冷轧板:1.0mm   

4776   

-0.13%   

1.36%   

-3.05%   

7292   

0.65   

2274   

2.10       

镀锌板:1.0mm   

5076   

0.16%   

1.04%   

-1.01%   

7568   

0.67   

2548   

1.99       

304/2B2.0mm平板   

15400   

0.00%   

0.00%   

0.00%   

40700   

0.38   

11100   

1.39       

430/2B2.0mm平板   

9850   

0.00%   



0.00%   

0.00%   

15700   

0.63   

6200   

1.59       

取向硅钢:30Q130   

13000   

0.00%   

2.36%   

5.69%   

47000   

0.28   

9600   

1.35   2018 年2 月主要普钢品种月度均价变动情况（单位：元/吨）     

-   

2月份均价   

月度环比   

月度同比   

相对去年均价同比   

2007年来最高价   

与最高价比值   

2007年来最低价   

与最低价比值       

三级螺纹钢:20mm   

4050   

-0.46%   

15.36%   

5.14%   

5551   

0.73   

1843   



2.20       

高线:6.5mm   

4316   

0.00%   

18.85%   

7.55%   

5917   

0.73   

1918   

2.25       

热卷:3.0mm   

4154   

-0.44%   

8.02%   

8.46%   

6119   

0.68   

1884   

2.20       

普中板:20mm   

4112   

0.00%   

14.00%   

9.89%   

6538   

0.63   

1872   

2.20       

冷轧板:1.0mm   

4732   

-1.30%   

-1.88%   



6.71%   

7233   

0.65   

2311   

2.05       

镀锌板:1.0mm   

5029   

-0.80%   

-3.09%   

3.43%   

7491   

0.67   

2580   

1.95       

304/2B2.0mm平板   

15400   

0.36%   

-7.66%   

-0.97%   

40317   

0.38   

11205   

1.37       

430/2B2.0mm平板   

9850   

0.00%   

4.69%   

4.17%   

15557   

0.63   

6415   

1.54       



取向硅钢:30Q130   

12760   

1.49%   

21.14%   

18.16%   

46960   

0.27   

9624   

1.33   

2.1.1 中国引领世界钢铁业发展

2.1.2 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历程

2.1.3 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的成就

2.1.4 我国钢铁行业发展步入新时期

2.2 2017年中国钢铁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2.2.1 中国铁矿石资源不足依赖进口

2.2.2 影响中国钢铁行业持续发展的因素

2.2.3 中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低的不利影响

2.3 2017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对策

2.3.1 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的策略

2.3.2 国内钢铁工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2.3.3 我国钢企应对严峻形势的战略

2.3.4 钢铁工业主要节能措施

 

第三章 2017年中国钢铁物流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3.1 中国钢铁物流业的发展背景

3.1.1 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带动钢铁物流业规模扩大

3.1.2 三大因素推动中国钢铁物流业快速发展

3.1.3 中国出口退税率调整对钢铁物流市场的影响

3.1.4 国内铁路大提速加快钢铁物流发展

3.2 2017年中国钢铁物流产业发展综述

3.2.1 国外钢铁物流发展的特点

3.2.2 中国西部钢铁物流提前进入国际发展轨道



3.2.3 我国钢铁物流业发展的重点与取得的成就

3.2.4 国内钢铁物流产业发展的特点

3.2.5 国内钢铁物流业发展模式

3.2.6 中国钢材物流服务业发展概况

3.3 2017年中国钢铁物流业竞争格局分析

3.3.1 中国不同性质企业争夺钢铁物流大蛋糕

3.3.2 中国在钢铁物流业的竞争力十分薄弱

3.3.3 全面提升钢铁物流行业竞争力的对策

3.3.4 提升钢铁物流企业市场竞争力应强化钢材物流管理

3.4 2017年中国钢铁物流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3.4.1 我国钢铁物流产业发展存在的不足

3.4.2 钢铁物流面临的诸多问题

3.4.3 制约国内钢材物流行业发展的因素

3.5 2017年中国钢铁物流业发展的对策

3.5.1 国内钢铁物流行业发展的建议

3.5.2 中国钢铁物流业发展战略探索

3.5.3 中国钢铁物流业发展的三大措施

3.5.4 中国钢材物流业发展对策

 

第四章 2017年中国现代钢铁物流业营运局势分析

4.1 2017年中国现代钢铁物流发展概况

4.1.1 中国发展现代钢铁物流势在必行

4.1.2 中国打造现代钢铁物流链分析

4.1.3 从《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看现代化钢铁物流发展前景

4.1.4 物流业振兴规划助力钢铁现代物流发展

4.2 2017年中国钢铁物流业信息化分析

4.2.1 物流信息化是发展现代物流的核心

4.2.2 钢铁物流业信息化主要内容

4.2.3 我国钢铁物流业信息化现状与差距

4.2.4 钢铁物流企业信息化价值

4.3 2017年中国第三方钢铁物流发展现况分析

4.3.1 中国发展第三方钢铁物流的必要性



4.3.2 中国现代钢铁物流应向第三方物流迈进

4.3.3 建立第三方现代钢铁物流的对策

4.3.4 企业提供高效现代第三方钢铁物流的措施

4.4 2017年中国现代钢铁物流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4.4.1 国内钢铁行业现代物流面临人才瓶颈

4.4.2 中国解决现代物流面临人才瓶颈的措施

4.4.3 中国发展现代化钢铁物流的对策

 

第五章 2017年中国钢铁物流供应链分析

5.1 2017年中国钢铁供应链物流分析概况

5.1.1 钢铁供应链物流管理概述

5.1.2 供应链管理对钢铁物流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5.1.3 钢铁物流发展应完善钢铁供应链

5.1.4 中国钢企须重锤供应链

5.2 钢铁原料物流

5.2.1 我国铁矿石物流发展现状

5.2.2 中国进口铁矿石物流面临的挑战

5.2.3 中国进口铁矿石物流的四种优化方法

5.2.4 中国钢铁原材料物流发展的策略

5.3 钢铁物流的加工配送

5.3.1 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是发展现代钢铁物流体系的需要

5.3.2 钢铁物流的加工配送发展简况

5.3.3 中国钢材加工配送产业发展状况解析

5.3.4 中国钢铁剪切配送加工中心的类型

5.3.5 钢铁剪切加工中心是钢铁物流的重要流通模式

5.4 2017年中国钢铁物流加工配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5.4.1 钢铁物流加工配送存在的矛盾

5.4.2 中国钢材加工配送市场存在的问题

5.4.3 钢铁物流加工配送中心建设的建议

 

第六章 2017年中国形势分析钢铁企业物流发展分析

6.1 2017年中国钢铁企业物流发展总况



6.1.1 中国重点钢铁企业物流发展概述

6.1.2 中国钢铁企业内部物流无轨化运输发展概况

6.1.3 钢铁企业生产物流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

6.1.4 钢铁企业急需开发第三利润源泉

6.1.5 钢铁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方法解析

6.2 2017年中国钢铁企业物流流程优化探析

6.2.1 钢铁企业物流成本构成现状

6.2.2 企业物流流程优化的重要意义

6.2.3 钢铁企业物流流程优化策略

6.2.4 钢铁企业物流流程优化案例分析

6.3 2017年中国钢铁企业现代物流管理分析

6.3.1 钢铁企业实行现代物流管理的必要性

6.3.2 中国钢铁企业物流管理状况

6.3.3 钢铁企业实施现代物流管理的对策

6.4 2017年中国钢铁企业逆向物流管理分析

6.4.1 钢铁企业逆向物流管理的产生背景

6.4.2 钢铁企业逆向物流管理的内涵

6.4.3 钢铁企业逆向物流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做法

6.4.4 钢铁企业逆向物流管理策略

6.5 2017年中国钢铁企业物流管理信息化分析

6.5.1 钢铁企业物流管理信息系统与物流管理要求存在的差异

6.5.2 中国钢铁企业物流管理信息化的发展对策

6.5.3 钢铁企业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实施步骤

 

第七章 2017年中国中国主要地区钢铁物流的发展分析

7.1 上海

7.1.1 上海建造国际钢铁物流总部基地

7.1.2 上海宝山钢铁物流商务区建设发展情况

7.1.3 上海钢铁物流产业面临融资困境

7.1.4 上海解决钢铁物流业融资担保问题的对策

7.2 广东乐从

7.2.1 广东乐从钢铁物流业发展简况



7.2.2 广东乐从华南（国际）物流钢铁交易中心地位凸显

7.2.3 广东乐从钢铁物流产业集群将壮大发展

7.3 武汉

7.3.1 武汉建造华中最大钢铁物流基地

7.3.2 武汉华中国际钢铁物流基地总体规划

7.3.3 武汉将成中国现代钢铁物流交易之都

7.3.4 武汉钢铁物流业面临的政策机遇

7.4 辽宁鞍山

7.4.1 鞍山钢铁工业概况

7.4.2 鞍山建设钢铁物流大市场打造产业新局面

7.4.3 辽宁北方钢铁交易中心在鞍山开业

7.4.4 宝钢入驻沈阳挑战鞍山钢铁物流业地位

7.5 其他地区

7.5.1 天津拟打造国内最大钢铁物流园

7.5.2 南京滨江建造大规模钢铁物流基地

7.5.3 南京钢铁物流产业经营模式升级

7.5.4 云南6.8亿元钢铁物流港落户昆明

 

第八章 2017年中国钢铁物流行业重点企业经营动态分析

8.1 辽宁百科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1.1 企业概况

8.1.2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1.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1.4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1.5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1.6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8.2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8.2.1 企业概况

8.2.2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2.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2.4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2.5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6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8.3 上海华冶钢铁集团

8.3.1 公司简介

8.3.2 华冶钢铁成为中国钢铁物流业领军品牌

8.3.3 华冶钢铁集团牵手金蝶营造钢铁物流业信息化

8.4 大连东展集团有限公司

8.4.1 公司简介

8.4.2 大连东展集团公司发展钢铁物流业综述

8.4.3 大连东展集团建设现代化大型钢铁物流企业的战略

 

第九章 2017年中国钢铁流通业发展概况

9.1 2017年中国钢铁流通业发展综述

9.1.1 中国钢铁流通业的发展历史

9.1.2 中国钢铁贸易流通行业发展概况

9.1.3 中国钢铁流通行业发展的特点

9.1.4 中国钢铁流通行业信息化调查分析

9.1.5 金融危机下钢铁流通企业生存现状分析

9.1.6 传统钢铁流通业向钢铁服务业转型发展分析

9.2 2017年中国钢铁流通模式发展分析

9.2.1 国外钢铁流通模式概述

9.2.2 日本钢铁流通模式解析及借鉴

9.2.3 国内外钢铁流通模式比较分析

9.2.4 中国钢铁流通企业商业模式变革探析

9.2.5 中国钢铁流通行业服务模式变化情况

9.2.6 创新中国钢铁流通模式对策

9.2.7 钢铁流通企业未来具有竞争的盈利模式

9.3 2017年中国钢铁流通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

9.3.1 我国钢铁流通行业和贸易商存在的主要问题

9.3.2 我国钢铁贸易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9.3.3 国内钢铁流通业面临巨大的战略转型压力

9.3.4 国内钢铁流通业的战略困境

9.3.5 钢铁流通业面临成本问题



9.4 2017年中国钢铁流通业的发展对策分析

9.4.1 钢铁流通业发展的有效措施

9.4.2 中国钢铁流通业发展的对策

9.4.3 钢铁流通企业的发展建议

9.4.4 打造钢铁现代流通业策略分析

9.5 2020-2026年中国钢铁流通业发展趋势分析

9.5.1 未来中国钢铁流通业基本格局及定位

9.5.2 我国钢铁流通业战略转型的两大方向

9.5.3 未来钢铁流通企业有望实施的经营模式

 

第十章 2020-2026年中国钢铁物流行业投资可行性分析

10.1 2020-2026年中国钢铁物流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10.1.1 推进中国钢材物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10.1.2 中国钢铁物流未来发展的条件和基础

10.1.3 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成立有利推动产业发展

10.2 2020-2026年中国钢铁物流行业投资机遇

10.2.1 中国钢铁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10.2.2 钢铁催生物流大市场

10.2.3 我国钢铁物流金融机遇解析

10.2.4 钢铁物流投资前景广阔

10.2.5 我国钢铁物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0.3 2020-2026年中国钢铁物流行业投资风险及建议

10.3.1 国内钢铁企业物流发展存在的风险

10.3.2 钢铁物流业应重点投资建立现代物流体系

10.3.3 钢铁物流业投资应挖掘产业链商机

 

第十一章 2020-2026年中国钢铁物流发展前景趋势展望

11.1 2020-2026年中国钢铁行业发展预测

11.1.1 我国钢铁行业发展形势预测

11.1.2 未来钢铁业发展展望

11.1.3 中国钢铁业将迎来整合高潮

11.2 2020-2026年中国钢铁物流发展前景趋势



11.2.1 国内钢铁物流产业未来发展趋向

11.2.2 中国钢铁物流业未来发展变化分析

11.2.3 中国钢铁物流业发展前景展望

11.2.4 钢铁行业变革给钢铁物流带来发展空间

11.2.5 2020-2026年中国钢铁物流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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