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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 描 述 〗

 

    2006年我国铁合金产量和表观消费量分别为1433万吨和1240万吨，同比增投诉分别为33.7％

和27.1％。铁合金的进口和出口分别为61.6万吨和235.4万吨，同比增速分别为66.6％和35.9％。

与2005年相比，2006年铁合金行业各项指标年增长速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2006年全国铁合金产量1433.20万吨，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30.90%。其中，24个省﹑市﹑

自治区增产，增幅超过20.00%的省﹑市﹑自治区有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浙江

﹑安 徽﹑福建﹑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陕西﹑青海﹑宁夏等17个；减产省

﹑市﹑自治区有4个，分别为黑龙江﹑上海﹑江苏﹑新疆。其中西部省（市、区）生产铁合

金984.68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68.70%；东、中部地区生产铁合金448.5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

的31.3%。

&#61656;  

    按照我国规划，到2010年我国铁合金生产能力将控制在1700万吨左右，比2004年减少25％，

以使铁合金产能与市场需求基本相适应。2007年我国将继续严格执行铁合金行业准入制度，

控制铁合金行业的生产规模。

&#61656;  

    近年来我国不锈钢产业的高速发展，对铬系铁合金的进口依赖程度有所加强。世界市场铬

矿价格波动,将对国内的不锈钢市场较大影响,甚至会波及我国整个铁合金行业。

&#61656;  

    2006年我国铁合金行业的现状是：资源匮乏，配置不合理；布局分散，企业规模小，低水

平重复建设严重；技术装备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经营体制不适应市场，成本高，经济效

益水平低。因此，我国铁合金行业无论与国内其它行业相比，还是与国际同行业相比，在竞

争中都处于劣势。

&#61656;  

    2006年铁合金行业资产负债率为65.99%，从不同所有制企业来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

，达到了110.52%；股份合作企业偏低，为46.51%。从不同省份铁合金企业来看，贵州省资产

负债率超过100%，存在倒闭风险，河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新疆也偏高，超过

了70%，其它省份基本上长期偿债能力都有保障。



&#61656;  

    由于环保及产能过剩等方面压力，2007年我国铁合金行业的增速将放缓，产量增速将低

于2006年，进口量将有较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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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凯咨询集团为企业提供专业投资咨询报告、深度研究报告、市场调查、统计数据等。

艾凯咨询网每天更新大量行业分析报告、图表资料、竞争情报、投资情报等，为用户及时了

解迅速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市场提供便利，为企业商业决策赋能。

　　研究力量

　　高素质的专业的研究分析团队，密切关注市场最新动向。在多个行业，拥有数名经验丰

富的专业分析师。对于特定及专属领域，我们有国内外众多合作研究机构，同时我们聘请数

名行业资深专家顾问，帮助客户分清市场现状和趋势，找准市场定位和切入机会，提出合适

中肯的建议，帮助客户实现价值，与客户一同成长。

　　我们的优势

　　权威机构 艾凯咨询集团二十年深厚行业背景;



　　数量领先 囊括主流研究报告和权威合作伙伴;

　　服务齐全 促销、推荐指数、积分、网上支付等;

　　良好声誉 广泛知名度、满意度，众多新老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