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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 2023 年 12 月 1 日 星期五

本月震荡上涨

一、行情回顾

螺纹 2401 主力合约本月收出了一颗上影线 140 个点，下影线 10 个点，实体 180 个点的阳线，本月开盘价：

3733，本月收盘价：3913，本月最高价：4053，本月最低价：3723，较上月收盘涨 184 个点，月涨幅 4.93%，月

振幅 330 点。

二、消息面情况

1、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10月 30日至 31日在北京举行。要点包括：

◎ 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始终保

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 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 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

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

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 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规范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行为，合理引导预期，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

境传递共振。加强外汇市场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11月 1 日，央行发布《2023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三季度末，本

外币住户贷款余额 7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7%，增速比上年末高 0.3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 3.85万亿元，同

比多增 4370亿元。

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 11月 17日联合召开金融机构座谈会。会议强调，要继续配

合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推动行业并购重组。要积极服务保障

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加快房地产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积极支持稳妥防范化解大型房企风险，共同做好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支持和融资监管，支持规范经营的民营

房企持续发展。积极发挥“央地合作”增信模式作用，促进解决民营房企发债难问题。同时，做好房地产股债融

资监管，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坚持“一司一策”化解大型房企债券违约风险，继续应对上市房企集中退市问题，

确保“退得下、退得稳”。

4、国家统计局：

（1）中国 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4.6%，前值 4.5%。1 至 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4.1%，前

值 4%。

（2）中国 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7.6%，前值 5.5%。1 至 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6.9%，前

值 6.8%。

（3）1-10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19409亿元，同比增长 2.9%，比 1-9 月份回落 0.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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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统计局：

（1）1-10月，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5.9%。

（2）1-10月，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5922亿元，同比下降 9.3%；其中，住宅投资 72799亿元，下降 8.8%。

1-10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2289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7.3%。

2、国家统计局：10月，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分别有 56个和

67个，均比上月增加 2个。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城市有 47个，比上月增加 2个；二手住宅同比下降

城市有 67个，个数与上月相同。

6、国家统计局：

房地产：从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来看，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广东、浙江和江苏，1-10月投资额分别为 11281.7
亿元、11192.8亿元和 10445.15亿元，投资额均在万亿以上。西藏投资额最低，仅为 73.73亿元。

汽车：10月中国汽车产量 277.9万辆，同比增长 8.5%；1-10 月累计产量 2366.3万辆，同比增长 4.9%。从分

省市数据来看，1-10月广东以产量 421.07万辆位列第一；重庆产量 184.35万辆排在第二；上海产量 168.05万辆

排在第三。

家电：10月中国空调产量 1373万台，同比下降 0.5%；1-10月累计产量 20738.5万台，同比增长 12.4%。从

分省市数据来看，1-10月广东以产量 6399.08万台位列第一；安徽产量 2289.79万台排在第二；湖北产量 1897.89
万台排在第三。

7、国家统计局：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5%，比上月下降 0.7个百分点。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分别为 49.5%、50.6%和 50.7%，比上月下降 0.7、1.1和 1.3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落，持续恢复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

8、《钢铁行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3)》11月 17日在北京发布。其中称，中国钢铁投入巨大成本，坚定不移

加快超低排放改造。超低排放改造使中国钢铁业向低能耗、低污染绿色制造转型取得突破性进步。下一步将继续

加快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进程，力争 2025年 80%以上的钢铁产能完成改造。

9、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常委、副会长骆铁军：面对严峻的环境，钢铁行业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

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坚持“以销定产、以效定产、以现定销”的三定原则，努力维护行业稳定运行。

10、海关总署：10月中国出口钢材 793.9万吨，较上月减少 12.4万吨；1-10月累计出口钢材 7473.2万吨，

同比增长 34.8%。10月中国进口钢材 66.8万吨，较上月增加 2.8万吨；1-10月累计进口钢材 636.6万吨，同比下

降 30.1%。

11、唐山：目前，钢企退城搬迁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全市钢铁企业（集团）从 40家减少到 20家，沿海临港

地区钢铁产能由搬迁前的 13.2%提升到 38.6%。2021年以来完成钢铁产能减量置换项目 4个，实施水泥产能减量

置换项目 5个。全面关停 7座 450立方米高炉、5座 4.3米焦炉。有序实施短流程改造提高电炉钢比例，目前燕

钢 1座 100吨电炉已投产；兴隆钢铁 1座 110吨，东华钢铁 2座 110吨，九江线材 2座 100吨电炉正在建设。目

前全市环保绩效 A级钢铁企业达到 13家，今年年底前将全部创 A。

https://www.100njz.com/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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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面情况

供给方面，本月钢厂亏损情况有所改善，电炉炼钢的利润有所提升，部分检修高炉陆续复产，整体螺纹产量

与上月相比波动不大。根据本月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30日当周，螺纹产量环比增加 6.06万吨至 260.9万吨，

同比仍处于低位。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 10月中国出口钢材 793.9万吨，较上月减少 12.4万吨，环比下降 1.5%；

1-10月累计出口钢材 7473.2 万吨，同比增长 34.8%。钢材出口维持高位，对缓解国内供应压力起到积极作用。

继续关注供应端变化。

库存方面，本月螺纹库存大部分时间延续去库趋势，在本月最后一期统计中出现累库，但与往年同期相比整

体库存压力不大。根据本月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30日当周，螺纹社库环比增加 2.03万吨至 360.27万吨，

厂库环比增加 6.73万吨至 168.32 万吨，总库存环比增加 8.76万吨至 528.59万吨，同比减少 8.05万吨。钢厂库

存在连续六期去库后出现累库，社会库存和总库存在连续八期去库后出现累库，继续关注库存变化情况。

需求方面，本月进入消费淡季，螺纹需求处于季节性下行趋势。根据本月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30日当

周，螺纹表观消费量环比回落 14.75万吨至 252.14万吨，同比减少 27.63万吨，需求连续四周出现回落。宏观数

据显示国内宏观经济表现结构分化，据央行数据显示，10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7384亿元，同比多增 1058亿
元；M2同比增长 10.3%，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 1.5个百分点；10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85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多 9108亿元。而据统计局数据测算，10月份房地产投资、销售、新开工、施工、竣工同比分别

下降 16.69%、下降 20.34%、下降 21.23%、下降 27.75%和增长 13.38%，整体地产数据表现依然低迷。10月基建

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 3.71%，较 9月增速回落 1.26个百分点。11月份，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4%，比

上月下降 0.1个百分点；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 48.6%，比上月下降 0.6个百分点。本月官方继续密集释放新一轮

提振楼市信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召开金融机构座谈会，会议强调，要积极服务保

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积极支持稳妥防范化解大型房企风险，积极发挥“央地合作”增信模式作用；央行上

海总部、金融监管总局上海监管局、上海证监局等机构 21日联合召开金融机构座谈会，要求一视同仁满足不同

所有制房企合理融资需求，对正常经营的房地产企业不惜贷、抽贷、断贷等。财政部也表示提前下达 2024年度

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额度，机构预测提前批额度或超 2.7万亿元。政策层面释放进一步宽松的预期，整体市场

对钢材需求预期依然向好。继续关注需求变化情况。

整体来看，本月螺纹产量环比波动不大仍处历史同期低位水平，库存库存开始累积但整体压力不大，淡季因

素下表观消费量持续回落。10月房地产整体依然疲弱，基建增速有所回落，但社融等金融数据好于预期。本月

在宏观政策利好支持下，市场预期有所改善，但淡季之下供需面有所承压，弱现实强预期叠加，短期螺纹价格呈

现震荡走势。继续关注政策情况以及供需面的变化情况。

技术面上，从月线上看，本月螺纹 2401主力合约震荡收涨，上方受 30月均线压制，月MACD指标出现金

叉；从周线上看，当前螺纹 2401主力合约在多条周均线上方运行，周MACD指标开口向上运行；从日线上看，

当前螺纹 2401主力合约下方得到 20日和 30日均线支撑，上方受 10日均线压制，日MACD指标开口向下运行，

技术上处于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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