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月份国内轴承钢稳中上行

国内主要城轴承钢均价走势

2012年主要城市轴承钢均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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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m（热） 100mm（模铸退）

截止 2013 年 1月末，全国 GCR15Φ50MM 连铸不退火材均价 4962 元/吨，较上月上涨

101元/吨；GCR15Φ100MM 模铸退火材均价为 8068 元/吨，较上月上涨 57元/吨；华东地

区 GCR15 中规格热轧不退火材 4480-4750元/吨，与上月末相比上涨 100-200 元/吨；GCR15
（100mm）退火材 7800-7900，与上月相比上涨 100元/吨；中南地区 GCR15中规格热轧不

退火材 4680-5000元/吨，与前一个月末相比上涨 50-130 元/吨；GCR15（100mm）退火材

7550-7800，与前一个月上涨 100元/吨；北方地区 GCR15 中规格热轧不退火材料 4680-4730
元/吨，与前一个月末相比上涨 100-200 元/吨；GCR15（100mm）退火材 8700 元/吨，与前

一个月相比持平；西部地区 GCR15中规格热轧不退火材料 5050-5150 元/吨，与前一个月末

相比上涨 50元/吨；GCR15（100mm）退火材 7500-7800，与前一个月相比上涨 50元/吨。

从各规格价格变化情况来看，不退火材涨幅较大，各地市场均有一定涨幅，而热轧退火材上

涨幅度相对较小，北方地区继续维持平稳。

1月国内轴承钢生产厂家出厂价格主要以上调为主，幅度在 170-300 元/吨之间，本月北

方大厂东北特钢北满、大连、抚顺特殊钢厂累计对所生产品种上调 300元/吨，新余特钢也

对所生产轴承钢品种上调 170元/吨，兴澄特钢对轴承钢系列上调 250元/吨。外矿价格突破

150美金，涨势凶猛，焦炭、铁合金价格也大幅上调，钢厂后期成本上升预期增强，促使钢

厂提价意愿强烈，最终带动市场价格普遍跟涨。

一、国内轴承钢产量情况



2011-2012年全国轴承钢（粗钢）产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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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年全国轴承钢（钢材）产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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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2 月份我国轴承钢粗钢产量约 294.07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2.94％；

1-12 月份我国轴承钢材产量为 286.30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0.83％。其中 12 月份，

我国轴承钢粗钢产量约为 27.76万吨，环比上涨 16.62%；12月份轴承钢材产量约为 24.75
万吨，环比上涨 9.13％。

今年 1-12 月份轴承钢（材）产量前三位为中信特钢（新冶钢和兴澄特钢）、东特和巨能。

其他钢厂排名变化不大。由于 2012 年 12 月份以来，大型钢厂检修基本结束，以及前期控制

产能，近期生产力度加大，加之元旦前后国内钢价出现一定反弹，代理商订货量加大，最终

导致 12月产量出现大幅增长。

二、1111月份轴承钢市场表现

2013年 1月份轴承钢的运行情况及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011年至今国内热轧合金钢条杆出口量与均价走势（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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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121212月份国内轴承钢出口量小幅回落

据国内 10 家主要轴承钢生产企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2 月份轴承钢出口量为 13068
吨，相对于去年 11月份轴承钢的出口量同比上涨 122.32%，虽 12 月单月出口情况有些好转，

但一整年的收缩态势未有明显改观，1-12月份累计出口量为 85130吨。

（二）1111月份轴承钢价格上涨为主

1月份国内主要市场轴承钢价格以上涨为主，由于钢材期货反弹明显，尽管目前市场正

处淡季，但信心受到极大鼓舞，钢材成材多数品种均出现一定上涨，加之外矿价格突破 150
美元/吨，后期成本上升预期增强，大型特钢生产厂家调价政策全部上涨，其中东特、新余

等厂本月累计上调出厂价格 170-300 元/吨，贸易商顺势拉涨销售价格。

1月份国内轴承钢热轧不退火材价格上调幅度较大，连铸退火材价格涨相对要小，截至

1月末，全国 GCR15Φ50MM 连铸不退火材的平均价格为 4962 元/吨，较上月上涨 101元/
吨；GCR15Φ100MM 模铸退火材平均价格为 8068元/吨，较上月上涨 53元/吨。

国内主要城市轴承钢月度均价对比图

三、2222月份轴承钢价格稳中上行



原材料方面：1月国内高碳铬铁价格低位震荡运行，截止目前主要市场最高报价 7700
元/吨，相比上个月末上涨 250元/吨，最低报价 7500元/吨，较上月末上涨 400元/吨。

高碳铬铁（Cr55）价格走势

市场方面：虽然近期国内钢材不少品种价格开始出现走弱，但价格跌幅均不大，这说明

尽管终端需求疲软，但市场信心尚可，后期成本上升以及贸易商对年后市场集中看好的心里

支撑，大大降低了后期市场下行风险，而市场近期并未因出货不佳而产生恐慌心理，相反，

不少商户在进行限量销售，有囤货迹象，

另外中国 12 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升至 19 个月新高 51.5，初值为

50.9，上月终值为 50.5。PMI数值进一步回升表明我国制造业扩张势头进一步加大，国内经

济企稳回升势头更甚。就轴承钢情况表现来看，贸易商的低库存加之下游企业较为稳定的采

购量，双向趋势使得市场环境慢慢好转，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也有所提高。

钢厂方面：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月上旬重点企业粗钢日产量为167.49
万吨， 环比上升 3.8% ；据此测算，1月上旬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 194.42 万吨 ，环比上升

2.3%，1月中旬重点企业粗钢日产量为 161.3 万吨，旬环比下降 3.7%；全国预估粗钢日产量

为 191.4万吨，旬环比下降 1.5%。另外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2012 年 12月粗钢产量为 5766
万吨，同比增长 7.7%;当月粗钢日均产量 186万吨，环比下降 2.9%。2012 年 1-12 月累计粗

钢产量为 71654万吨，同比增长 3.1%。粗钢产量虽有小幅提升，但整体产量相比前期仍处

于较低水平，后期钢材供需矛盾有望得到一定缓解。

下游方面：机械方面，刚刚过去的一年，被称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面临最大困境的一年。

2011年 4月，整个工程机械行业进入发展低迷期，至今已持续 20个月时间。业界认为，随

着年前京广高铁全线正式投入运营，因高铁串起的“经济走廊”，不仅将为工程机械带来新

的商机，而且可能推动企业规模发展，实现行业重新洗牌。来自铁道部的信息显示，随着铁



路投资逐渐回暖，工程机械企业业绩预计将得到有力支撑，特别是土石方机械、筑路机械、

桩工机械、起重机械等产品需求将有望增长。此外，根据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计划，农业机械

也将迎来发展新机遇。汽车业方面：中汽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去年全年汽车产销数据的

同时，也发布了对 2013 年的市场增长预测。中汽协表示，过去的 2012年，国内汽车整体以

同比 4.3%的水平实现平稳增长，但对于 2013 年，汽车市场增长则将会好于去年，全年汽车

市场需求或将达到 2080万辆，增长率在 7%左右。

后期市场：临近春节，贸易商走货意愿不强烈，冬储计划在有序进行（贸易商为降低后

期风险，冬储量处于低位水平），因此轴承钢价格节前变化不会太大，平稳运行为主，对于

节后市场，考虑到届时已经 2月中旬，下游需求会逐步回暖，而贸易商前期已经备足货源蓄

势待发，拉涨意愿明显，加之在其他钢材品种的带动之下，价格上涨可能性增加，不过上涨

幅度有待视需求恢复情况而定，另外高碳铬铁、进口铁矿是等轴承钢原材料仍在高位运行，

后期市场价格的成本支撑力不会减弱，这给了贸易商较大自信心。综合考虑，后期市场价格

稳中上行为主。（中华商务网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