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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社市场观察 

2024 年 4 月第 1 期（总第 92 期） 

 

一、冶金行业运行情况综述 

1.钢铁方面 

据中钢协数据，3 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日产

204.76万吨，环比下降 0.51%，同口径比去年同期下降 9.12%，

同口径比前年同期下降 0.08%；21 个城市 5 大品种钢材社会

库存 1413 万吨，环比下降 0.6%，比年初上升 93.8%。3 月 25

日—3 月 29 日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 105.27 点，比上周下降

2.03 点，比去年年底下降 7.63 点。近期国家再次强调扎实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未来火电项目大规模

开工为钢材消费提供利好。当下钢铁行业倡导以供需平衡为

原则的自律生产方式，号召企业降低生产强度，反对低价倾

销，抵制恶性竞争。预计钢材价格将止跌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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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色方面 

据长江有色金属网数据，3 月 29 日，阴极铜均价为 72140

元/吨，周环比下降 1.18%；电解铝均价为 19470 元/吨，周环

比上升 0.67%；电池级碳酸锂均价为 10.97 万元/吨，周环比

下降 3.35%。近期社会铜库存量处在 2020 年以来的高位水

平，阴极铜供应充足，未来铜价上涨空间受到制约。当前电

解铝产能过剩问题及新能源领域需求不及预期，未来电解铝

价格或冲高回落。随着海外碳酸锂矿（如智利等国）进口至

中国的数量显著增加，对国内市场形成了重要补充，碳酸锂

价格将低位震荡运行。 

二、本周热点事件回顾 

1. 《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

印发 

3 月 2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用航

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提出推进大中

型固定翼飞机、高原型直升机、无人机及电动垂直起降航空

器（eVTOL）等通用航空装备适航取证并投入运营，鼓励飞

行汽车技术研发、产品验证及商业化应用场景探索等。到

2030 年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 

推荐阅读：《航空发动机钵合金材料与应用技术》 

评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打造商业航天、低

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发展通用航空制造业、加快通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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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创新应用，是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该万亿级

大市场将势必带来航空新材料需求增长点。如航空铝合金材

料、航空钛合金材料、航空超高强度钢、航空复合材料等。 

2. 《福建省钢铁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印发 

近日，福建省工信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福建省钢铁行

业碳达峰实施方案》。方案鼓励发展短流程电炉炼钢及非高

炉炼铁技术，推动废钢回收产业集聚发展，提出到 2025 年电

炉钢占比达 20%以上，全省钢铁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

占比超过 30%的目标。 

推荐阅读：《中国资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2022：金属碳

中和战略研究》 

评述：据冶金社电炉钢研究中心统计，当前福建省钢铁

规范企业中，共有电炉 22 台，其中炉容 100 吨及以上的电

炉占比为 59%，短流程炼钢占比不断提升。该省正以宁德、

福州、漳州为重点，打造不锈钢产业集群。综合来看降碳工

作已取得初步成效。未来推动长乐系钢铁企业联合重组，统

筹各企业降碳路线值得关注。 

3. 攀枝花红格南矿开发启动仪式举行 

3 月 26 日，攀枝花红格南矿开发启动仪式在盐边县举

行。红格南矿是我国钒钛磁铁矿储量规模最大的矿区，包括

马松林、铜山、路枯三个矿段，采矿权面积 5.78 平方公里，

保有资源储量共计 32.56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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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红格南矿区是我国稀有的特大型多元素共生矿。

除富含铁、钒、钛外，还共伴生铬、镍、钴等元素。该矿区

计划到 2030 年实现生产钒钛铁精矿 890 万吨/年、钛精矿 283

万吨/年、硫钴精矿 2 万吨/年的能力。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力

保障四川省特别是攀西地区钢铁企业的铁素原料供给，还为

我国发展钒电池储能，生产高性能钛合金及钒钛功能材料奠

定坚实基础。 

4. 华菱涟钢两款薄规格新能源电工钢新品下线 

近日，湖南钢铁集团涟钢电磁材料有限公司开发的

L20WV1200、L25WV1300 两款新能源汽车无取向硅钢产品

正式下线。 

评述：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测，2024 年电工钢需求

量可达 1340 万吨，同比增长 3%。除在电力领域需求强劲外，

未来随着汽车行业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出台，新能源汽车市

场占有率有望继续提升，短期内新能源汽车用高牌号无取向

硅钢刚性需求较大。涟钢电磁材料生产的 L20WV1200 产品

已达到国内同类产品的最高牌号，未来该企业如何实现高牌

号硅钢产品多元化值得期待。 

5. 全球第一本锂行业产品碳足迹指南正式发布 

近日，国际锂业协会发布全球锂行业第一本产品碳足迹

（PCF）指南。我国的天齐锂业参与该指南的编写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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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该指南涵盖了所有锂产品碳足迹（PCF）的相关

内容。产品碳足迹统计了一个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产

生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我国企业参编该指南意义重大。

一是奠定锂行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的理论基础；二是助力

锂中上游企业系统性管理产品碳排放；三是更好地帮助中国

锂电池产品出口，应对他国贸易壁垒（如《欧盟电池和废电

池法规》等）。 

6. 安徽铜冠铜箔公司实现 5G通信关键材料技术新突破 

近日，由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一种电

解高阶通讯用极低轮廓电子铜箔的制作方法及应用”发明专

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并利用该专利顺利生产出“毛面

粗糙度 Rz≤1.0微米”的铜箔。 

评述：当前全球高频高速低轮廓（表面粗糙度低）铜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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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要被日本及我国台湾省垄断，二者市场份额合计超过

80%。为满足 5G、6G 高速高频信号传输需求，避免电信号

在传输过程中因为表面粗糙度高而“失帧”，未来该种铜箔的

“低轮廓”属性将愈发重要，我国在该领域还有提升空间。 

7. 美国能源部将为能源密集行业脱碳项目提供 60 亿美

元资金支持 

3 月 25 日，美国能源部宣布将为 33 个能源密集型行业

脱碳项目提供高达 60 亿美元的资金。其中钢铁领域已确定 6

个项目，项目金额达 15 亿美元，预计每年可减少 250 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 

评述：据了解，此次美国钢铁领域的投资项目涉及瑞典

HYBRIT 直接还原铁工艺，现有钢铁厂流程“以长改短”，淡

水河谷冷固结铁矿石团块生产等。我国未来也可效仿类似做

法，适度加大经济制氢、非高炉炼铁领域的投资规模，积极

引进国外项目，合理利用外资，以便在钢铁行业绿色转型赛

道占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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