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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截至2012年7月31日，共有21家上市钢铁企业发布了2012年半年度业绩预报。结果显示，除

了攀钢因2011年实施资产重组业绩同比大幅上升之外，仅有3家钢铁公司业绩同比预增。2012

年上半年，中钢协会员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7957.5亿元，同比下降3.34%;利润仅为23.85亿

元，减幅达到95.81%，行业亏损总额142.48亿元，亏损面达到33.75%，销售利润率由2011年同

期的3.06%，降到仅有0.13%。 

    在经营状况如此不乐观的情况下，国内钢铁企业的产量并没有出现停滞或下滑，这进一步

加剧了行业的生存困难。截至2012年7月，我国的钢材产量累计达5.49亿吨，粗钢产量达4.19亿

吨，生铁的产量达3.91亿吨，均较2011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011年中国的钢材产量达8.81

亿吨，粗钢产量为6.83亿吨，生铁的产量为6.30亿吨，分别较上年同比增长8.40%、12.30%

和8.90%。 

铁矿石是钢铁企业最大的生产成本，国内钢企对铁矿石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这也是中国钢

企遭受低盈利之困的重要原因。 

    国内的钢铁企业而言，在产能过剩、需求放缓、库存上升、利润微薄等不利形势下，迫于

生存发展的压力，各钢铁企业纷纷在主业之外寻求新的出路，向产业链上下游纵向延伸，努

力开拓非钢产业。 

    艾凯集团报告网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钢铁企业非钢行业市场行情动态及投资前景分析

报告》共六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钢铁企业非钢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钢铁企业非钢行

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钢铁企业非钢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

钢铁企业非钢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钢铁企业非钢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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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