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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社市场观察 

2024 年 4 月第 4 期（总第 95 期） 

 

一、冶金行业运行情况综述 

1.钢铁方面 

据中钢协数据，4 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

约 1825.38 万吨，比上一旬（即 3 月下旬）下降 0.94%；比去

年同旬下降 0.36%；4 月 15 日—4 月 19 日钢材综合价格指数

为 106.61 点，比上周上升 1.51 点，比去年年底下降 6.29 点。

央行近期表示货币政策还有调整空间，企业有望获得更多财

政支持。在龙头企业带头按需求控制生产节奏，维护螺纹钢

区域市场稳定的前提下，伴随着重大项目资金到位、制造业

景气度回升、贸易顺差处于历史同期较高水平等因素共同作

用，钢材市场有望企稳向好，价格预计小幅回暖。 

 
2.有色方面 

据长江有色金属网数据，4 月 19 日，阴极铜均价为 7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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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周环比上涨 1.24%；电解铝均价为 20220 元/吨，周环

比下降 0.39%；电池级碳酸锂均价为 11.58 万元/吨，周环比

下降 0.85%。当前铜、铝下游加工企业实际消费订单有限，

同时价格高企抑制采购积极性，预计二者价格难有上涨。碳

酸锂产能正处在集中爆发阶段，新能源及储能终端需求尚有

增长空间，近期碳酸锂价格预计稳定运行。 

二、本周热点事件回顾 

1.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第一批）》印发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第一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

项目清单》。《清单》分为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三

个方向，钢铁行业共有六个项目入选，涉及高炉富氢冶炼、

环形炉低碳改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二氧化碳封存利用等。 

推荐阅读：《氢冶金初探》 

评述：总体来看，名单中关于源头减碳方向的入选项目

较多，涉及绿电制备、氢气制取及储运等；而钢铁行业低碳

路线也将是由数字化、智能化赋能的源头减碳、过程降碳、

末端固碳。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技术创新及流程再造，还需

要做好相关的要素保障工作。 

2. 工信部组织开展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

工作 

4 月 17 日，工信部印发《关于开展第六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培育和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核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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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相比以往，企业无需再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上年

度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证明、国内发明专利证书等佐证材料。

对申请复核的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近 2 年主营

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5%”指标不作要求。 

评述：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1.2 万余家，四成聚集在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六成深耕工业基础领域。此次《通

知》为减轻企业负担，对相关证明材料及业绩指标进行松绑，

体现了国家逐渐加大对中小企业培育及扶持力度。钢铁产业

链上具有独门绝技的企业可充分利用政策红利，持续研发新

技术与新产品，为行业进步贡献“小巨人”力量。 

3. 工信部：力争至 2025 年我国重点产业链中试能力基

本全覆盖 

在 4 月 18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2024 年一季度工业和

信息化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单忠

德表示到 2025 年，我国制造业中试发展取得积极进展，重点

产业链中试能力基本全覆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高

端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中试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评述：中试是连接实验室科学研究与成果产业化的重要

环节。今年年初工信部等部位联合制定《制造业中试创新发

展实施意见》，提出在以冶金为代表的流程型制造业支持布

局建设一批具有较强行业带动力的重大中试项目。在钢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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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及高校中试实验研究

装备建设起步较晚，多数处于空白状态，限制了科技成果转

化为先进生产力，因此加强中试能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

刻不容缓。 

4. 超低碳第三代超高强吉帕钢®BaoQp®零件成功试制 

近日，由宝钢股份生产的超低碳 QP980 钢卷用于东风日

产某车型前立柱加强板试制。成为世界首件超低碳第三代超

高强吉帕钢®BaoQp®汽车零件。 

评述：据悉 QP980/1180 等钢种是冷成形领域生产应用

难度最大的钢种，碳当量控制、退火工艺优化、温度偏差等

因素难以控制。而该材料采用全废钢电炉冶炼工艺生产，不

仅全流程可实现减碳 60%，而且标志着全废钢电炉冶炼可以

生产附加值更高、难度更大的钢种，是钢铁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创新的成功案例。 

5. 河南钢铁集团安阳基地无取向硅钢厚度实现突破 

4 月 17 日，河南钢铁集团安阳基地成功轧制出厚度为

0.15mm 无取向硅钢。该厚度规格为目前国内最高水平。 

评述：此举扩充了我国特钢品种库，可助力无人机高速

马达振翅生产。极薄规格无取向硅钢在轧制的过程中容易发

生脆断，轧制道次较多，因此提升产能变现率、成材率等指

标难度大。此前中国宝武新钢集团等企业已具备同类产品的

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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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河南省成立赤泥高值化综合利用工业性试验验证平

台 

近日，河南省工信厅和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公

布河南省固体废物高值化综合利用工业性试验验证平台的

通知》，公布了包括由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作为依托单位

的“河南省赤泥高值化综合利用工业性试验验证平台”在内的

19 家固体废物高值化综合利用工业性试验验证平台。 

推荐阅读：《赤泥知多少》 

评述：此举是河南省提升有色冶金产业链中试能力的具

体体现。据估计当前河南铝冶炼工业每年产生赤泥约 400 万

吨以上。该中试平台建成后，为赤泥在建材生产、陶瓷材料

及环保功能材料的制备等领域搭建科研成果与产业化之间

的桥梁。 

7. Vulcan Energy 在德国生产出首批氯化锂 

近日，澳大利亚公司 Vulcan Energy Resources 在其位于

德国兰道的锂提取优化工厂（LEOP）生产出第一批氯化锂，

为未来实现年产 2.4 万吨“零碳”氢氧化锂打下基础。 

评述：当前欧盟特别是德国车企正在进行汽车电气化转

型工作，锂盐对外依存度极高。该工厂采用盐湖提锂的生产

工艺，从莱茵河上游河谷的地热卤水中提取锂。由于当地主

要车企热衷购买“零碳”锂，排产计划已至未来五年后。该

现象值得国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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