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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是国家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钢铁发

展直接影响着与其相关的国防工业及建筑、机械、造船、汽车、家电等行业。随着国际产业

的转移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国是钢铁生产和

消费大国，粗钢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钢铁产业快速发展。2014

年我国粗钢产量为82269.78万吨，与2013年同期相比增长5.6%。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112557.43

万吨，与2013年同期相比增长5.4%。 2010-2014年中国粗钢产量增长趋势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5年1月29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对外公布了2014年我国钢铁

工业运行情况。从公布的数据来看，2014年，经济增长对钢材需求强度持续下降，钢材消费

增长乏力，粗钢产量仍然保持小幅增长，但是市场供大于求矛盾仍然突出，钢材价格屡创新

低。此外，得益于原燃料价格降幅较大以及企业内部挖潜降成本，全行业整体盈利状况有所

改善，但水平仍然很低。         在满足国内对于钢材数量需求的同时，我国钢材品种结构和质

量不断优化，绝大多数钢材已经基本可以满足下游行业对材料质量性能不断提升的要求。

2010-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增长趋势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近年来，我国钢铁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主要体现在淘汰落后产

能进展顺利、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和产业布局得到优化。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形成了大企业

为主、中小企业并存的生产组织格局，国内资源为主导的钢铁工业布局逐步向国际、国内资

源并举和贴近市场的战略布局转变。我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出口钢材产品结构得

到进一步优化，出口国家和地区不断拓展，实现了由钢材净进口国到净出口国的转变。        

根据《钢铁工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的要求，预计到2015年，中国钢铁工业结构

调整将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形成比较合理的生产力布局，资源保障程度显著提高，钢铁总量

和品种质量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部分企业具备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初

步实现钢铁工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2016-2022年中国钢铁市场监测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

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

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

料。

          报告揭示了钢铁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钢铁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并分析了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

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

的参考价值。 报告目录： 第一章 钢铁产业概述1.1 钢铁工业概念界定1.1.1 钢铁的定义1.1.2 钢



铁工业的定义1.1.3 钢铁行业产业链介绍1.2 钢铁工业的特点分析1.2.1 钢铁工业的生产特点1.2.2 

钢铁工业的建设特点1.2.3 钢铁工业的布局特点1.3 钢铁联合企业概述1.3.1 钢铁联合企业的组

成1.3.2 钢铁联合企业的作用 第二章 2012-2015年世界钢铁产业发展分析2.1 2012-2015年世界钢

铁产业发展概况2.1.1 国际钢铁行业发展综述2.1.2 2011年全球钢铁业产量状况2.1.3 2011年全球

钢铁行业运行特点2.1.4 2012年全球钢铁业产量状况2.1.5 2012年全球钢铁业大事盘点2.1.6 2013

年全球钢铁产业运行态势2.1.7 2013年全球钢铁业产量状况2.1.8 全球钢铁业转移与联合重组研

究2.2 美国钢铁产业2.2.1 美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优势2.2.2 美国钢铁工业总体发展状况2.2.3 2011年

美国钢铁行业运行情况2.2.4 2012年美国钢铁行业产量状况2.2.5 2013年美国钢铁行业供应状

况2.2.6 2014年美国钢铁行业前景分析2.3 日本钢铁产业2.3.1 日本钢铁工业的发展变化分析2.3.2 

日本钢铁业的发展战略解析2.3.3 2011年日本钢铁行业发展状况2.3.4 2012年日本钢铁产量与出

口状况2.3.5 2012年日本钢材进出口情况分析2.3.6 2013年日本钢铁业发展状况2.4 欧洲钢铁产

业2.4.1 欧洲钢铁工业发展历程2.4.2 2011年欧盟钢铁行业运行状况2.4.3 2012年欧盟钢铁行业产

量状况2.4.4 2013年欧洲不锈钢产量状况2.4.5 2014年欧洲钢铁行业前景预测2.4.6 德国钢铁工业

发展情况分析2.4.7 意大利钢铁产业发展状况剖析2.5 俄罗斯钢铁产业2.5.1 俄罗斯钢铁业发展进

程2.5.2 2011年俄罗斯钢铁行业供需状况2.5.3 2012年俄罗斯钢铁行业供需状况2.5.4 2013年俄罗

斯钢铁业运行现状2.5.5 俄罗斯大型钢铁集团生产经营状况2.5.6 俄罗斯钢铁业积极应对外来竞

争2.6 韩国钢铁产业2.6.1 韩国钢铁工业发展概况2.6.2 2011年韩国钢铁业产量与出口简况2.6.3

2012年韩国钢铁业发展速度放缓2.6.4 2013年韩国钢铁业发展简况2.6.5 韩国钢铁企业提升竞争

力的措施2.7 巴西钢铁产业（ZY XH）2.7.1 巴西钢铁工业总体发展状况2.7.2 2011年巴西钢铁工

业运行状况2.7.3 2012年巴西钢铁工业运行状况2.7.4 2013年巴西钢铁行业发展形势2.7.5 巴西钢

铁生产企业运营状况2.8 东盟地区钢铁产业2.8.1 东盟地区钢铁行业整体情况2.8.2 泰国钢铁市场

概况及特征2.8.3 印度尼西亚钢铁产业发展现状2.8.4 越南钢铁市场发展前景看好2.8.5 东盟与中

国钢材贸易发展分析2.9 印度钢铁产业2.9.1 印度钢铁工业发展综述2.9.2 印度钢铁行业运行现

状2.9.3 印度钢铁原料市场发展概况2.9.4 影响印度钢材定价的因素分析2.9.5 印度钢铁业&ldquo;

十二五&rdquo;目标将推迟实现2.10 其它地区钢铁产业2.10.1 中东和北非钢铁行业潜力分

析2.10.2 土耳其钢铁行业快速复苏2.10.3 墨西哥钢铁行业供需现状 第三章 2012-2015年中国钢铁

产业发展分析3.1 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综述3.1.1 我国钢铁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3.1.2 我国钢铁产业

结构布局不断优化3.1.3 我国钢铁业步入结构调整关键时期3.1.4 我国钢铁行业发展的突出特

点3.1.5 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主要趋势3.1.6 我国钢铁行业的管理状况分析3.2 2012-2015年中国钢

铁工业发展状况3.2.1 2011年中国钢铁工业运行状况3.2.2 2012年中国钢铁工业运行特征3.2.3

2013年中国钢铁业运行现状3.2.4 2013年中国钢铁行业发展深度解析3.3 2012-2015年中国钢铁行

业的发展环境3.3.1 钢铁行业政策环境分析3.3.2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钢铁业的影响3.3.3 钢铁行业



的信贷环境分析3.3.4 钢铁行业社会环境分析3.3.5 钢铁行业技术环境分析3.4 2012-2015年中国钢

铁行业的并购重组分析3.4.1 钢企并购重组的必要性3.4.2 钢铁业兼并重组的基本模式3.4.3 2011

年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状况盘点3.4.4 2012年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进展3.4.5 2013年政策发力推进

钢铁兼并重组3.4.6 钢企并购重组中应注意的问题3.4.7 国有钢企兼并重组的问题及出路探讨3.5 

中国钢铁行业的知识产权分析3.5.1 我国钢铁业知识产权概况3.5.2 各环节知识产权情况3.5.3 国

外钢铁业知识产权状况3.5.4 中国钢铁业的专利开发建议3.6 中国钢铁工业存在的问题分析3.6.1 

制约我国钢铁需求扩大的瓶颈因素3.6.2 中国钢铁工业亟待解决的问题3.6.3 我国钢铁行业面临

的四大难题3.6.4 我国钢企处于微利状态的原因解析3.6.5 2014年钢铁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3.7 促

进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的对策3.7.1 加快钢铁行业发展的基本策略3.7.2 促进钢铁行业持续发展的

策略3.7.3 发展壮大中国钢铁工业的思路3.7.4 中国钢铁行业资源整合的措施建议3.7.5 钢铁行业

产能调整的具体思路分析 第四章 2012-2015年钢铁市场价格体系分析4.1 钢铁产业成本研究探

讨4.1.1 钢铁产业成本研究概述4.1.2 全球钢铁产业成本变化分析4.1.3 中国钢铁产业成本变化分

析4.1.4 中国钢材生产成本的影响因素4.1.5 中国钢铁行业环保成本估算4.1.6 中国钢铁生产企业

的成本控制4.2 中国钢铁企业成本管理的现状4.2.1 中国钢铁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4.2.2 中国钢铁

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4.2.3 改进中国钢铁企业成本管理的对策4.3 中国钢铁行业的价格行

为探讨4.3.1 寡头垄断行业价格行为分析的框架4.3.2 中国钢铁行业价格行为分析4.3.3 对中国钢

铁行业价格行为的建议4.4 中国钢铁市场价格传导现象分析4.4.1 价格传导现象的基本机理4.4.2 

由局部钢材品种引发的价格传导4.4.3 由区域市场引发的价格传导4.4.4 钢材经营者心理效应所

引发的价格传导4.4.5 钢材各品种间循环推动所导致的价格传导4.5 中国钢铁市场价格刚性现象

分析4.5.1 国外对价格刚性的普遍性解释4.5.2 中国钢铁市场价格刚性现象成因的分析4.5.3 减少

价格刚性负面效应的基本措施4.6 钢铁企业价格管理体系分析4.6.1 钢铁企业价格管理浅析4.6.2 

钢铁企业定价周期4.6.3 价格决策所涉及的价格类别4.6.4 交易市场现货价格对钢企价格决策的

影响 第五章 中国炼铁行业财务状况分析5.1 中国炼铁行业经济规模5.1.1 2009-2014年炼铁业销

售规模5.1.2 2009-2014年炼铁业利润规模5.1.3 2009-2014年炼铁业资产规模5.2 中国炼铁行业盈

利能力指标分析5.2.1 2009-2014年炼铁业亏损面5.2.2 2009-2014年炼铁业销售毛利率5.2.3

2009-2014年炼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5.2.4 2009-2014年炼铁业销售利润率5.3 中国炼铁行业营运能

力指标分析5.3.1 2009-2014年炼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5.3.2 2009-2014年炼铁业流动资产周转

率5.3.3 2009-2014年炼铁业总资产周转率5.4 中国炼铁行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5.4.1 2009-2014年

炼铁业资产负债率5.4.2 2010-2013年炼铁业利息保障倍数5.5 中国炼铁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

价5.5.1 炼铁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5.5.2 影响炼铁业财务状况的经济因素分析 第六章 中国炼钢行

业财务状况分析6.1 中国炼钢行业经济规模6.1.1 2009-2014年炼钢业销售规模6.1.2 2009-2014年

炼钢业利润规模6.1.3 2009-2014年炼钢业资产规模6.2 中国炼钢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6.2.1



2009-2014年炼钢业亏损面（ZY XH）6.2.2 2009-2014年炼钢业销售毛利率6.2.3 2009-2014年炼钢

业成本费用利润率6.2.4 2009-2014年炼钢业销售利润率6.3 中国炼钢行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6.3.1

2009-2014年炼钢业应收账款周转率6.3.2 2009-2014年炼钢业流动资产周转率6.3.3 2009-2014年炼

钢业总资产周转率6.4 中国炼钢行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6.4.1 2009-2014年炼钢业资产负债率6.4.2

2010-2013年炼钢业利息保障倍数6.5 中国炼钢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6.5.1 炼钢业财务状况综合

评价6.5.2 影响炼钢业财务状况的经济因素分析 第七章 2012-2015年钢材市场分析7.1 钢材概

述7.1.1 钢材的概念7.1.2 钢材的分类7.1.3 钢材的生产方法7.2 2012-2015年国际钢材市场发展概

况7.2.1 全球钢材市场发展状况回顾7.2.2 2011年全球钢材市场走势状况7.2.3 2011年全球钢材市

场运行特征7.2.4 2012年全球钢材市场走势剖析7.2.5 2012年全球钢材市场消费状况7.2.6 2013年

全球钢材市场走势7.3 2012-2015年中国钢材市场发展综述7.3.1 中国钢材价格运行情况回顾7.3.2

2011年我国钢材市场走势分析7.3.3 2012年我国钢材市场走势分析7.3.4 2013年中国钢材市场走

势7.4 2012-2015年中国钢材市场贸易分析7.4.1 中国钢材贸易政策解读7.4.2 中国关税政策调整情

况7.4.3 2011年中国钢材进出口情况7.4.4 2012年中国钢材进出口分析7.4.5 2013年中国钢材进出

口状况7.5 2012-2015年钢材期货市场概况7.5.1 中国钢材期货贸易利弊分析7.5.2 中国钢材期货重

新上市背景分析7.5.3 中国钢材期货的主要功能分析7.5.4 2012年中国钢材期货市场运行情

况7.5.5 2013年国内钢材期货市场浅析7.6 钢材市场发展前景预测7.6.1 全球钢材市场需求前景分

析7.6.2 2014年中国钢材市场走势分析7.6.3 &ldquo;十二五&rdquo;中国钢材需求前景预测7.6.4 

未来钢材市场影响因素及发展方向 第八章 2012-2015年钢铁行业产量数据分析8.1 2011年-2013

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生铁产量分析8.1.1 2011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生铁产量分析8.1.2 2012

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生铁产量分析8.1.3 2013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生铁产量分析8.2

2011年-2013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粗钢产量分析8.2.1 2011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粗钢产量分

析8.2.2 2012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粗钢产量分析8.2.3 2013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粗钢产量

分析8.3 2011年-2013年全国及主要省份钢材产量分析8.3.1 2011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钢材产

量分析8.3.2 2012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钢材产量分析8.3.3 2013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钢材

产量分析8.4 2011年-2013年全国及主要省份大型型钢产量分析8.4.1 2011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

份大型型钢产量分析8.4.2 2012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大型型钢产量分析8.4.3 2013年1-12月全

国及主要省份大型型钢产量分析8.5 2011年-2013年全国及主要省份中小型型钢产量分析8.5.1

2011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中小型型钢产量分析8.5.2 2012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中小型型

钢产量分析8.5.3 2013年1-12月全国及主要省份中小型型钢产量分析 第九章 2012-2015年中国钢

铁产业区域市场概况9.1 河北省钢铁产业9.1.1 河北省钢铁产业发展的意义及条件9.1.2 河北钢铁

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9.1.3 2011年河北钢铁行业生产经营状况9.1.4 2012年河北钢铁行业生产经

营状况9.1.5 2013年河北钢铁行业运行情况9.1.6 提升河北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途径9.1.7 未来



河北省钢铁产业布局调整规划探析9.2 山东省钢铁产业9.2.1 山东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政策解

读9.2.2 山东省钢铁产业发展路径探析9.2.3 2013年山东钢铁产业产能淘汰情况9.2.4 山东省持续

推进钢铁行业兼并重组9.2.5 山东钢铁行业结构调整的突破点9.2.6 山东省淘汰钢铁落后产能配

套政策9.3 辽宁省钢铁产业9.3.1 辽宁省钢铁行业现状及SWOT分析9.3.2 辽宁省钢铁产业合并重

组取得重要进展9.3.3 辽宁省大力推进钢铁工业脱硫减排进程9.3.4 辽宁本溪市钢铁工业发展强

劲9.3.5 辽宁钢铁深加工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9.4 江苏省钢铁产业9.4.1 江苏省钢铁产业发展综

述9.4.2 2012年江苏省钢铁产业运行状况9.4.3 2013年江苏省钢铁产业运行简况9.4.4 江苏下发钢

铁业产能过剩化解路线图9.4.5 加快省江苏钢铁工业的发展建议9.4.6 &ldquo;十二五&rdquo;江

苏省将加快钢铁行业结构调整9.5 广东省钢铁产业9.5.1 2011年广东钢材市场运行特征9.5.2 2012

年广东钢材市场发展分析9.5.3 2013年广东钢材市场分析9.5.4 广东省将推动钢铁业合并重

组9.5.5 2015年广东省钢铁业需求预测9.6 湖北省钢铁产业9.6.1 湖北省钢铁产业区域布局9.6.2 湖

北省钢铁工业发展成就9.6.3 湖北鄂州市钢铁产业运行分析9.6.4 湖北钢铁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措

施9.6.5 对湖北省钢铁产业发展途径的思考9.6.6 &ldquo;十二五&rdquo;湖北加快推进钢铁产品

升级9.7 江西省钢铁产业9.7.1 江西省钢铁行业技术水平进步显著9.7.2 2013年江西省钢铁业实现

快速增长9.7.3 江西钢铁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9.7.4 &ldquo;十二五&rdquo;江西钢铁产业发

展目标9.7.5 &ldquo;十二五&rdquo;江西钢铁产业发展重点9.7.6 &ldquo;十二五&rdquo;江西钢铁

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9.7.7 &ldquo;十二五&rdquo;江西钢铁行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第十章

2012-2015年钢铁上游行业供需形势分析10.1 铁矿石行业10.1.1 我国铁矿石整体供应格局分

析10.1.2 2011年我国铁矿石市场运行状况10.1.3 2012年我国铁矿石市场运行状况（ZY XH

）10.1.4 2013年我国铁矿石市场供应情况10.1.5 2013年中国铁矿石市场走势分析10.1.6 2014年中

国铁矿石市场走势预测10.1.7 &ldquo;十二五&rdquo;末我国铁矿石需求前景10.2 炼焦煤行

业10.2.1 世界炼焦煤资源分布10.2.2 中国炼焦煤资源概况10.2.3 国际炼焦煤贸易状况分析10.2.4

2011年我国炼焦煤市场发展概况10.2.5 2012年我国炼焦煤市场走势分析10.2.6 2013年我国炼焦煤

进口状况10.3 废钢铁行业10.3.1 我国废钢铁产业综述10.3.2 全球废钢市场消费与贸易状况10.3.3

2011年我国废钢市场发展状况10.3.4 2012年我国废钢市场发展情况10.3.5 2013年我国废钢市场发

展简况10.3.6 我国废钢行业期盼政策扶持10.3.7 &ldquo;十二五&rdquo;我国废钢行业规划目标 

第十一章 2012-2015年钢铁下游产业分析11.1 建筑用钢铁11.1.1 各类建筑结构用钢概述11.1.2 中

国建筑行业用钢情况11.1.3 2011年我国建筑用钢市场分析11.1.4 2012年我国建筑用钢市场分

析11.1.5 2013年建筑用钢市场分析11.1.6 我国建筑业用钢发展展望11.2 车用钢铁11.2.1 汽车用钢

品种构成11.2.2 我国车用钢国产化之路任重道远11.2.3 我国汽车业发展拉动用钢需求11.2.4 2012

年我国汽车用钢情况分析11.2.5 2013年我国汽车用钢市场发展分析11.2.6 我国汽车用钢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11.3 造船用钢铁11.3.1 造船用钢铁概述11.3.2 国产船用钢板与发达国家的差距11.3.3 



大线能量焊接船用钢填补国内空白11.3.4 2012年我国船用钢板生产情况11.3.5 我国船用钢材市

场机遇及挑战11.3.6 中国造船用钢发展的趋势11.4 工程机械用钢铁11.4.1 我国工程机械用钢概

述11.4.2 中国机械行业用钢特点分析11.4.3 建筑工程机械用钢的技术特点11.4.4 我国工程机械用

钢现状分析11.4.5 2013年工程机械用钢产品研发取得进展11.5 家电用钢铁11.5.1 家电行业用钢

基本情况11.5.2 我国家电用钢市场现状11.5.3 我国家电用钢需求趋势分析11.5.4 &ldquo;十二

五&rdquo;我国家电用钢需求预测 第十二章 2012-2015年钢铁产业可持续发展分析12.1 可持续

发展与钢铁工业12.1.1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12.1.2 对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认识12.1.3 钢铁工业

可持续发展的内容12.1.4 钢铁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12.2 国外钢铁产业环保发展概

况12.2.1 发达国家钢铁行业环保发展解析12.2.2 美国（ZY XH）12.2.3 德国12.2.4 日本12.3 钢铁

行业发展与循环经济分析12.3.1 循环经济的涵义及原则12.3.2 钢铁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分析12.3.3 钢铁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与成果12.3.4 钢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问题及对策12.3.5 

非钢产业成钢铁业循环经济可行路径12.3.6 &ldquo;十二五&rdquo;钢铁工业循环经济发展思

路12.4 2012-2015年我国钢铁工业节能减排发展概况12.4.1 钢铁工业节能减排的重要意义12.4.2 

中国钢铁业的节能进程与方向透析12.4.3 我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12.4.4 国家出台

政策加快钢铁业节能减排力度12.4.5 2011年我国钢铁工业节能减排的成效12.4.6 2012年我国钢

铁行业节能环保技术成就12.4.7 2013年我国钢铁业节能减排成效12.5 钢铁产业节能减排发展策

略12.5.1 中国钢铁工业节能面临的挑战及对策12.5.2 完善钢铁工业能源指标体系的策略12.5.3 中

国钢铁工业实现节能目标的措施分析12.5.4 中国钢铁工业节能减排的政策战略12.5.5 钢铁工业

推进节能减排的重点工作12.6 钢铁产业节能环保的趋势12.6.1 国内钢铁业节能降耗潜力

大12.6.2 中国钢铁工业环保的发展趋势12.6.3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钢铁工业节能减排的

目标及任务 第十三章 2012-2015年钢铁物流行业分析13.1 钢铁物流概述13.1.1 钢铁物流的概

念13.1.2 钢铁物流的特点13.1.3 钢铁物流运营模式分析13.1.4 国外钢铁物流模式概括13.2 我国钢

铁物流业的发展综述13.2.1 中国钢铁物流产业发展概况13.2.2 中国钢铁物流行业SWOT分

析13.2.3 中国钢铁物流园区建设掀起新高潮13.2.4 &ldquo;微利时代&rdquo;钢铁物流产业功能

日渐加强13.3 2012-2015年中国钢铁物流业发展现状13.3.1 2011年我国钢铁物流行业发展分

析13.3.2 2012年我国钢铁物流行业发展形势13.3.3 2012年钢铁物流标准项目制定路线图出

炉13.3.4 2013年钢铁物流业加快向智能化发展13.3.5 2013年我国钢铁物流国标制定动向13.4 钢铁

物流业发展模式研究13.4.1 中国钢铁物流业流通模式两大变化浅析13.4.2 高成本形式下钢铁物

流业发展模式探析13.4.3 新形势下中国钢铁物流企业盈利模式探索13.5 中国钢铁物流行业信息

化发展分析13.5.1 钢铁物流企业发展变化趋势13.5.2 钢铁物流企业信息化价值13.5.3 钢铁物流企

业信息化现状和差距13.5.4 钢铁物流企业信息化主要内容13.6 钢铁物流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

对策13.6.1 中国钢铁物流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13.6.2 中国钢铁物流园建设中面临的挑战（ZY



XH）13.6.3 国内钢铁物流行业发展的建议13.6.4 我国钢铁物流业发展战略探索13.6.5 我国钢铁

物流业的转型升级方案13.6.6 钢铁仓储物流业发展的问题及建议13.7 中国钢铁物流产业未来发

展趋势13.7.1 钢铁企业向上下游拓展和延伸的趋势13.7.2 第三方专业化钢铁物流企业的发展趋

势13.7.3 钢铁物流中心或园区功能拓展的趋势13.7.4 钢铁流通国际化的趋势 第十四章 2012-2015

年中国钢铁行业进出口数据分析14.1 2012-2015年中国钢铁进出口数据分析14.1.1 2012-2015年中

国钢铁主要进口来源国数据分析14.1.2 2012-2015年中国钢铁主要出口目的国数据分析14.1.3

2012-2015年不同省份钢铁进口数据分析14.1.4 2012-2015年不同省份钢铁出口数据分析14.2

2012-2015年中国钢铁制品进出口数据分析14.2.1 2012-2015年中国钢制品铁主要进口来源国数

据分析14.2.2 2012-2015年中国钢铁制品主要出口目的国数据分析14.2.3 2012-2015年不同省份钢

铁制品进口数据分析14.2.4 2012-2015年不同省份钢铁制品出口数据分析 第十五章 2012-2015年

国外主要钢铁企业经营分析15.1 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15.1.1 公司简介15.1.2 2011年安

塞乐米塔尔经营状况15.1.3 2012年安塞乐米塔尔经营状况15.1.4 2013年安赛乐米塔尔经营状

况15.2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更名为新日铁住金株式会社）15.2.1 公司简介15.2.2 2011财年新

日铁经营状况15.2.3 2012财年新日铁住金经营状况15.2.4 2013财年新日铁住金经营状况15.3 韩国

浦项钢铁（POSCO）15.3.1 公司简介15.3.2 2011年浦项钢铁经营状况15.3.3 2012年浦项钢铁经营

状况15.3.4 2013年浦项钢铁经营状况15.4 美国钢铁公司（USS）15.4.1 公司简介15.4.2 2011年美

国钢铁公司经营状况15.4.3 2012年美国钢铁公司经营状况15.4.4 2013年美国钢铁公司经营状

况15.5 德国蒂森克虏伯集团（Thyssen Krupp）15.5.1 公司简介15.5.2 2011财年蒂森克虏伯经营

状况15.5.3 2012财年蒂森克虏伯经营状况15.5.4 2013财年蒂森克虏伯经营状况15.6 俄罗斯谢韦尔

钢铁公司（Severstal）15.6.1 公司简介15.6.2 2011年谢韦尔钢铁公司经营状况15.6.3 2012年谢韦尔

钢铁公司经营状况15.6.4 2013年谢韦尔钢铁公司经营状况15.7 印度塔塔钢铁公司（Tata Steel

）15.7.1 公司简介15.7.2 2012财年塔塔钢铁经营状况15.7.3 2013财年塔塔钢铁经营状况15.7.4

2014财年塔塔钢铁经营状况 第十六章 2012-2015年中国钢铁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16.1 宝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16.1.1 公司简介16.1.2 2011年1-12月宝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1.3 2012年1-12月

宝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1.4 2013年1-12月宝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

司16.2.1 公司简介16.2.2 2011年1-12月首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2.3 2012年1-12月首钢股份经营

状况分析16.2.4 2013年1-12月首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3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16.3.1 公司简

介16.3.2 2011年1-12月武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3.3 2012年1-12月武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3.4

2013年1-12月武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4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16.4.1 公司简介16.4.2 2011

年1-12月河北钢铁经营状况分析16.4.3 2012年1-12月河北钢铁经营状况分析16.4.4 2013年1-12月

河北钢铁经营状况分析16.5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16.5.1 公司简介16.5.2 2011年1-12月鞍钢股份经营

状况分析16.5.3 2012年1-12月鞍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5.4 2013年1-12月鞍钢股份经营状况分



析16.6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16.6.1 公司简介16.6.2 2011年1-12月马钢股份经营状况分

析16.6.3 2012年1-12月马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6.4 2013年1-12月马钢股份经营状况分析16.7 上

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16.7.1 盈利能力分析16.7.2 成长能力分析16.7.3 营运能力分析16.7.4 偿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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