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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链较长，受上下游影响较大。我国钢铁业存在明显周期

性，其中钢铁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可作为钢铁价格前瞻性指标。国内钢铁业后

续价格存在上涨空间，但毛利率下滑成为必然。为了提升自身竞争力，钢铁企业必须在产业链

整合、技术进步产品升级以及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加大力量。

从我国钢铁工业面临的资源、环境、市场无序竞争和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等诸多压力和挑战看，2011年，

我国钢铁工业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把控制总量、优化布局、联合重组、科技进步、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作为

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加快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提升产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推动钢铁工业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钢铁产品的需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友

好、国际竞争力强的新型钢铁工业发展道路，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钢铁工业应优先加快品种

质量、产业链、节能环保、联合重组和布局调整几个方面发展。

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长期从事钢铁行业研究，我们定期向外界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期钢铁行业

研究红月刊课题为“我国钢厂议价能力分析”，重点向读者呈现如下内容：

� 中国钢铁产业发展现状

� 中国钢铁产业结构链的特点

� 我国钢厂议价能力的减弱

� 如何提高我国钢铁产业议价能力

� 用波特的“五力”模型全面分析钢铁行业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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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钢铁产业发展现状

钢铁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整体产业链约占中国 GDP总值的 8.8%，行业上下游关联产业多，在整个经济

振兴的布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具体而言，中国钢铁行业上游牵涉铁矿石、煤炭、石油天然气、铁合金等行业，下游覆盖房地产、建筑、汽车、造船、家

电、轻工、石油与化工。2007年，规模以上钢铁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9,936亿元，实现利润 2,436亿元，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的 9%，直接从事钢铁生产的就业人数 358万。

中国是钢铁生产和消费大国，粗钢产量连续十几年居世界第一。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钢铁产业快速发展，粗钢产量年

均增长超过 20%。2008年，粗钢产量达 5亿吨，占全球产量的 38%，消费量为 4.5亿吨，直接出口折合粗钢 6000万吨，占世

界钢铁贸易量的 15%。

2009年，全球产钢 12.2亿吨，中国占 46.6%，表观消费量占 46.4%。2009年，全球产生铁 8.98亿吨，中国产生铁 5.44亿

吨，占全球的 60.5%。中国净进口生铁 338万吨，中国生铁表观消费占全球比例为 60.9%，比 2008年上升 10个百分点。

但是，中国钢铁行业一直面临产能过剩、产业布局不合理、集中度低、产品附加值低、资源控制力弱等一系列问题。尤其

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之下，全球经济陷入低迷波及中国，不但钢铁出口前景不佳，内部需求也形势堪忧。

危机之下，中国钢铁行业仍有巨大的潜在机遇。一方面，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四万亿投资集中在基建领域及机械制造、汽

车等行业，将间接放大用钢量，改善行业现状；另一方面，研究显示，国内钢铁产能是一种“相对过剩”的供需矛盾，高品质

钢材产品供应不足，还需大量进口。配合政府出台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国将加强发展特钢产品，因此高端产品

领域潜在需求巨大。企业如果致力于通过研发投入或国际合作加强产品技术含量，将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比如华菱管线就通

过与米塔尔的战略合作，获得了多项核心技术并间接拥有了资源控制力。

另一方面，按照《规划》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的方针，以宝钢为首的国内钢铁龙头企业已经展开横向战略兼

并，通过区域整合等方式扩大市场份额，并以参股或策略联盟的方式参与下游行业项目，加快实现与下游制造行业的完整对接，

建立持续与稳固的产业链，以抵御行业周期性波动。

综上，在面临全球经济疲软以及国内钢铁产业供需失衡的市场环境下，中国钢企将经历一段无可避免的转型历程。如果钢

企妥善利用产业振兴政策，优化本身运营结构，发挥产业整合的优势，便有机会打造一流的国际竞争力，并最终促成中国钢铁

产业全面升级。

二、中国钢铁产业结构链的特点

我国整条钢铁产业链以钢材制造为重心向上游辐射。国内矿产资源以低品位矿为主，加工成本大，因此较依赖进口资源，

产业链上游的自然资源掌控能力不强。钢材制造企业为抵御原材料成本上升风险，注重向上游扩张，锁定生产资源。

工业部件制造环节则与下游工业产品制造商联系紧密，通常围绕下游产业布局；然而由于与钢材生产商脱节，对原材料的

抗风险能力较差。

钢铁工业作为原材料的生产和加工部门，处于产业链的中间位置。我国钢铁下游行业需求比重最大为建筑地产板块、机电

板块和基础设施板块，占总需求近 70%；钢铁行业的发展与这些相关行业进步息息相关，如钢铁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技术革新，

可为建筑工业提供一些特殊钢材，提高建筑结构的安全性、经济性和持久性。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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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钢厂议价能力的减弱

3.13.13.13.1我国钢厂调价的基本习惯

在我国钢材市场进入市场化阶段之后，钢厂就愈加注重对钢材产品价格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制定和调整，以获取利润最大

化，也形成了一些价格调整的习惯。

分品种来看，由于螺纹钢等建筑钢材进入门槛低，附加值较低，这一品种的竞争非常激烈，市场价格变化也更快，钢铁生

产企业的价格调整较为频繁，基本采用旬度或者月度调价方式，像马钢、沙钢等大型钢企，都是每月的每旬度调整一次价格，

而首钢、唐钢等北方钢厂对建筑钢材也是每月调整一次。而对于冷、热轧及其他高附加值产品，钢厂调价频率较小，基本采用

月度，甚至季度调价方式。

按企业规模类型来看，大型钢企更注重价格的稳定性，调价频率较小，一般都会按照基本的调价周期进行。中小型钢企则

跟随市场步伐更紧密，除按定价周期制定价格外，还会不定期随市场调整价格。大型钢企中，宝钢一直采用季度调价方式，而

武钢采用季度定价，每月进行适当调价方式进行，鞍钢则基本按月定价；而像唐钢等企业还会不定期对部分产品进行追加调整

等措施。

价格是企业实现效益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从钢铁生产企业的调价习惯可以看到，一方面企业需要

维持市场价格稳定，以维护与下游行业的稳固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根据市场供需等变化对价格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自身的

利润最大化。同时，钢厂价格调整也跟产品的竞争程度，以及企业自身实力有关。

按钢厂产品销售渠道来分，一般分为直供（即直接向下游消费行业供应）、分销和零售（即现货流通市场），以及出口，钢

厂价格的制定一般需要综合各个渠道的市场状况，近几年随着我国钢铁产能的迅速扩张，各品种钢材产量均出现大幅增长，与

此同时，钢铁生产的集中度却未有明显提高，尤其是大型钢企份额被削弱，这使得钢铁生产企业在各个销售渠道的议价和定价

能力受到明显影响，定价权逐渐让步于现货流通市场和下游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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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3.23.2钢铁生产集中度低 钢厂定价让步与现货流通市场

现货流通市场规模的扩大，是钢铁产能扩大，产量增长迅速，产品竞争加剧的反映。现货流通市场最初是作为直供销售的

补充出现的，在规模效应驱动下，钢材产品产量迅速增长，直供渠道拓展速度难以跟上产量增长速度，而生产企业需要资金周

转，钢材产品就逐渐进入现货流通市场，作为生产企业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同时也是企业的储水池。因此，某种钢材产品现货

流通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也就意味着这种产品的竞争程度在加剧。钢厂价格制定和调整就越容易受现货市场影响。

2001年开始，我国钢铁投资高速增长，产能增加明显，尤其是对冷、热轧板材产品的产能扩张存在一拥而上的现象，而后

随着产能的逐步释放，我国钢材产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大型钢企的项目规划更严谨，从规划、审核到建设投产过程更

为复杂而漫长，实质性兼并重组又困难重重。近几年我国钢材产量的增长中，中小企业贡献更大，使得大型钢企市场份额出现

下降，越来越多的钢材品种，包括之前的冷、热轧板材等“高附加值”产品，其市场竞争程度都很快进入完全竞争状态。

2001年以来，我国钢铁生产的集中度在逐步下降，前五位和前十位钢企所占的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在 2001年-2004

年我国钢材产量开始快速增长期间最为明显。

作为国内第一大钢企的宝钢，在钢材总产量中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2001年宝钢集团还能占到全国钢材产量的 10%以上，

到 2007 年宝钢集团的占比却下降到了 5%不到。以宝钢股份的冷、热扎产品为例，年报显示，2003年宝钢股份热轧产品销售

334万吨，冷轧产品为 549.3万吨，到 2007年宝钢股份热轧碳钢产品销量达到 917万吨，冷轧碳钢产品达到 770.4万吨，分别

增长 2.75倍和 1.4倍，而同期我国热轧产品产量和冷轧产品（不包括窄带）产量分别增长 2.9和 5倍。宝钢股份在高附加值的

冷轧产品增长速度上低于国内水平，其市场份额难免会有所影响。从宝钢股份 2007年的年报我们也能看到，宝钢的冷轧汽车

板、家电板、电工钢乃至船板等高附加值产品，市场份额近年增长缓慢，并且 2007年比 2006年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另一方面，近几年我国钢材现货流通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相关统计显示，到 2007年底，我国成

品钢材的总销售量中，通过分销、零售及分支机构销量的比重为 58.5%，而直供量比重只有 31.4%，其中，钢筋的流通比重最

高，达到 76%，热轧中厚宽钢带流通比重也达到 59%。随着流通市场规模的扩大，其形成的价格对钢铁生产企业的影响也越来

越大，甚至某些产品的现货价格已成为钢厂价格制定和调整的主要依据。在产品同质化严重，生产集中度低的背景下，钢厂对

价格的控制力度减弱，一部分定价权让渡给了现货流通市场，其表现形式就是加快调价频率，以便更接近现货流通市场价格变

化节奏。

3.33.33.33.3下游行业集中度高 钢厂议价能力受影响

由于下游行业制造商对钢材等原材料的质量要求在不断升级，并且大批量、同质化的产品逐渐向小批量优质化发展。为使

钢材产品能针对下游生产要求进行生产，钢企需要与下游行业企业加强合作，建立稳固的投资合作关系。因此，下游直供用户

对钢铁生产企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发展直供用户是钢厂开拓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扩大并稳固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国际

大型钢铁企业都十分注重开展与下游企业的投资合作，新日铁、浦项等日韩钢企就与汽车、造船等下游企业有稳固的合作关系，

这一关系从下游产品的设计就开始，到钢材产品的研发、使用、反馈，钢企不但能共享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还能确保产品

的稳定销路。

不过，在我国目前的钢铁行业竞争态势下，即使是宝钢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也难以与汽车、家电、造船等下游行业开展

紧密的、独一的合作关系。目前国内钢铁行业集中度低，同质化竞争激烈，而下游产业都已经形成相当高的集中度。2007年我

国汽车前 5位企业的销量占国内总销量的比重达到 70%，前 10位超过 80%；造船、家电产品的集中度也大大超过钢材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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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 。在这种状态下，生产企业往往会与多家钢厂合作，而钢厂需要同时为争取同一家下游直供用户而竞争。而在同质化

竞争下，价格往往成为最终获胜的关键因素。

以家电行业的海尔为例，1999年就与宝钢有合作，但同时，海尔还分别在 2003年与鞍钢、2004年与武钢等厂家也有合作，

三大钢企需要相互不断竞争才能维持或扩大自己的份额。汽车产业也是如此，目前奇瑞汽车分别与宝钢、武钢及马钢都有合作，

并能得到钢厂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从宝钢年报我们也能看到，2007年宝钢股份对前 5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只占到全部收入的 8%，

这说明宝钢股份的销售对象较为分散，战略客户业绩不突出。同时，这一比例还比 2006年 10.8%的比例低，可见大型钢企开拓

下游大客户的难度。

因此，国内钢铁生产集中度过低，加上产品的同质化，在与集中度较高的下游行业议价过程中就会显得较为被动。

综合上述分析，在我国钢铁产能急剧扩张，尤其是中小型产能大量释放，而大型项目未能兴起的情况下，加上大型钢企重

组步伐缓慢，国内钢铁生产的集中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这直接影响到了钢材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尤其是大型钢铁企业市场

份额得不到有效扩大，议价能力被削弱，从而有可能使市场价格波动更频繁。

从市场竞争角度来说，大型钢企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但在我国钢铁近年特殊的发展环境中，不能忽视产业政策环境

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钢材市场的影响。随着我国淘汰落后产能的落实，以及实质性兼并重组的进行，加上大型钢铁项目

的获批，我国钢铁市场的集中度有望改善，届时国内钢铁企业的影响力及议价能力也有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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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提高我国钢铁产业议价能力

2005年以来,铁矿石进口价格的飙升冲击着中国钢铁业的神经 ,让国内钢铁公司头痛;更让人不解的是:中国作为世界钢铁大

国(产能居世界第一),却没有铁矿石的自主定价权,只能接受日本钢铁公司签定的合同价格。2005年 2月 22日,巴西淡水河谷公司

(CVRD)、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与日本新日铁公司达成协议,自 4月 1日起铁矿石国际合约价格将比上一年度上涨 71.5%。鉴于日

本钢铁企业在亚洲铁矿石进口定价中的垄断地位 ,世界第五大钢铁公司韩国浦项公司和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宝钢相继接受了这

一天价涨幅。随后,世界第三大铁矿石供应商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BHP)趁火打劫,强硬要求其铁矿石离岸价上涨 103%——

114%。铁矿石价格的爆涨势必增加我国钢铁业的成本,虽然钢铁业可以将成本转移,但最终还是由下游制造业买单。这种不利的

局面暴露了中国钢铁产业大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企业(或产业)对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取决于双方侃价能力的强弱对比。侃价能力首先体现在

产业的集中化程度上,如果供方产业的集中化程度比买方产业高,其在产品定价上将占优势地位。供应商在向零散的买主销售产

品时,往往能够在价格、质量及交货期上施加相当的影响。另外,侃价能力也体现在有无替代品上。如果供方在向某产业销售中

不必与替代品竞争,则可增强其侃价能力。

从产业集中度方面来看,钢铁业处于劣势。世界铁矿石采矿业处于寡头垄断状态,前三大铁矿石生产企业垄断了目前世界铁

矿石可贸易量的 70%多,而世界钢铁业集中度则低得多。这就从总体上决定了钢铁业的弱侃价能力。从钢铁业内部情况来看,中

国的钢铁业的侃价能力也与其地位不相匹配。自 1996年中国钢铁产量首次突破亿吨以来,一直居于世界首位。根据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提供的数据,2004年中国钢铁产量已经达到了 2.67亿吨,是世界上唯一年产钢超过两亿吨的国家,2004年进口铁矿石 2.08

亿吨,比 2003 年猛增了 6000 万吨左右。预计 2005 年铁矿石的进口量将再增加 4000万吨,达到 2.48 亿吨,进口依存度达到 50%,

中国消费了世界铁矿石增量的绝大部分。这么大的钢铁产量、这么大的进口量为何没有赋予中国钢铁业的强议价能力,甚至也没

有获得亚洲铁矿石的定价权?主要原因是中国钢铁业太过分散。我国目前大小钢厂有几百家之多,分散程度很高,最大的宝钢产量

接近 2000万吨,但是其在国内市场当中占据的份额仍然不足 10%。这种集中度不高的局面使中国钢铁行业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

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谈判能力自然很弱。有进出口权的钢厂、贸易商各自为政,分散地向供应商报价,甚至主动哄抬价格,这就大大

削弱了买方的议价能力。相反,日本钢铁业近年来发展走下坡路,在世界钢铁业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但却仍然主导着亚洲铁矿石

的定价权,主要原因是日本钢铁业集中度高 ,只有几家竞争能力很强的大型钢厂 ,他们很容易形成联盟,增加谈判的能力,所以国外

铁矿石企业也更愿意同他们进行谈判。

铁矿石没有替代品。铁、钢是资源转化型产品,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必须依赖铁矿石资源,没有别的可以取代铁矿石,这也就

加强了供方的议价能力。

在铁矿石供方议价能力强及世界铁矿石供不应求的背景下,铁矿石涨价是必然的,但凭借我国钢铁业在世界钢铁业中的地位,

也不应该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的角色 ,如果采取一些恰当的措施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钢铁业的议价能力 ,近期 BHP 公

司的让步就是很好的证明。

首先,形成统一的矿石采购联盟可以提高我国钢铁业的议价能力。我国一年 2 亿多吨的钢铁产能,合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巨

大的买方力量。全球铁矿石贸易有两个市场:一是通过长期供应合约建立的市场,主要的交易方是巴西淡水河谷等矿业巨头和各

国一些规模较大的钢铁企业;另一个是现货市场,较小的铁矿石供应商和较小的钢铁企业以现货方式交易铁矿石,价格随行就市。

现货市场更能反映供求关系,在铁矿石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现货价格大大高于长期合约的价格。享受长期合约供应的钢铁企业可

以获得优惠的价格,而我国钢铁公司只有宝钢等几家大钢铁企业纳入了长期合约市场,占绝大部分产能的众多小钢铁企业只能去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www.chinacir.com.cn 客服电话：010-82252636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行业研究系列特刊

第 7777页

现货市场抢夺铁矿石,一些中小贸易商看到有利可图,也纷纷挤入铁矿石贸易市场,造成我国铁矿石进口的猛增。2004年我国至少

有 1500万吨的铁矿石进口以后没有消耗掉。目前,全国积港铁矿石已经突破 3700万吨,这些矿石有很大一部分是贸易商从印度

进口的,囤积以待涨价,这就人为地加大了铁矿石供求紧张的状况。同时也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品位和质量比巴西、澳大利亚矿

石低的印度矿石的进口价格居然高于前两者,这自然会刺激前者提价。目前我国政府也注意到了我国铁矿石进口的无序状况,开

始整顿进口,如出台了新的铁矿石进口许可制度。同时,我国钢铁工业协会也出面协调国内钢铁企业,形成联盟,以宝钢为代表出面

与必和必拓公司谈判,在国内钢铁企业空前的团结面前,必和必拓公司最终让步,放弃了加价的要求。我国钢铁工业的议价潜力得

到初步体现。如果能更好地协调,形成一股力量,我国钢铁工业的议价能力还能得到更大的提高。

其次,进行后向整合、打入上游供应链也是提高我国钢铁工业议价能力的有效途径。日本钢铁企业只所以能至今主导亚洲铁

矿石进口定价权,与他们较早介入上游铁矿石资源、与供应商形成密切合作关系分不开的。我国钢铁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

前些年已开始寻求参股国外铁矿石资源,目前更加大了向上游渗透的力度。宝钢集团几年前就在秘鲁买断了当地的铁矿资源;去

年又在巴西与世界三大铁矿石巨头之一的淡水河谷共同建立钢厂,以利用当地的铁矿资源;2004年 3月武钢、唐钢、马钢和沙钢,

与世界最大的矿产企业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联合宣布成立合营企业,联合经营 Jimblebar 铁矿山,中国四大钢铁企业各持有

Jimblebar矿山 10%的股份。这一系列的海外采矿行动,已经使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中,有 21%来自于中国钢铁企业在海外参股的矿

山。但总的来讲,这种后向整合的力度还不够,无法对供应商产生足够的威慑,难以获得真正的控制力。目前,国内钢铁企业已开始

谋求对海外铁矿资源的控制权。如 2004年 4月 2日,中钢集团联合国内几家大型企业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结成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拟以 20亿美元投资澳大利亚铁矿,并拥有控股权。虽然目前投资铁矿比以前贵了许多,但这有利于稳定海外矿石

资源供应,对进口依存度已达 50%的我国钢铁工业而言,也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

最后,我国钢铁工业需要加快整合,以提高集中度,提升议价能力。目前我国钢铁企业数量众多,但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大钢铁

企业很少,而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小钢铁企业众多,它们产品档次低,效率低,浪费资源,环境污染严重,仅靠市场自身的力量进行

产业整合将比较漫长,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去调控。新钢铁产业政策的出台将会抬高钢铁业的进入门槛 ,推动钢铁企业的优胜劣汰,

加速钢铁行业的整合,从而提高我国钢铁行业的地位和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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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波特的“五力”模型全面分析钢铁行业

中国入世以来，伴随着中国汽车的“井喷式”增长，钢铁业也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近年来跨国钢铁企业争先恐后地来到

中国，更严酷的竞争已经来到中国钢铁企业的家门口。如何把握发展的机遇，抢占市场，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是钢铁企

业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为此我们采用波特“五力”理论对钢铁行业进行了分。

行业新入竞争者：钢铁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入该行业需要有大量的沉淀成本投入.，钢铁行业是宏观经济产业

链上的重要行业，我国主要的钢铁集团与其上家和下家建立了密切的长期合作关系，新入厂商难以对现有的大钢铁集团形成威

胁。在政策分析中提到，政府对钢铁行业的投资过热情况加大了调控力度，新入厂商，甚至是新项目的审批将变得非常严格，

这对业内现有厂商来说是提供了一种无形的保护。

替代品的威胁：在目前材料工业的发展水平下，钢铁行业几乎没有近似的替代品。钢铁行业占有的市场力还是最大的。我

国进口钢材主要集中在高档钢材部分，加上贸易保护政策，进口钢材对我国钢铁行业的威胁并不大。

买方价还价的能力：在我国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紧缩的情况下，钢铁需求也出现了明显下降，长材的需求受紧缩性政策的影

响最大，因为其主要下家建筑行业正是这一波紧缩性宏观调控的重点对象之一。虽然以后这一政策环境会有所缓和，但形式仍

然不容乐观。相反，由于需求方的分布比较广，扁平材市场的需求将获得稳定增长。

供应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近年来，受中国市场强劲需求推动，全球钢铁行业景气向上，由此推动全球铁矿石价格不断上涨，

且有进一步被抬高的预期。为此，钢铁生产商与铁矿石供应商之间常进行价格谈判，已成为全球钢铁产业上下游之间博弈的重

要体现。对于铁矿石自给率较低的钢铁企业而言，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和市场谈判中的被动地位，不啻为最大经营挑战。因为

钢铁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与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将会进一步提高与上游铁矿石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另一方面，主要钢

铁生产企业向上游扩展，提高铁矿石自给率，又挤压了现有铁矿石供应商的市场空间。

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我国钢铁行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分割状态，各大钢铁集团基本上处于地区垄断地位。在价格方面，

国际市场钢材价格上涨令钢材进口大幅下降，并且拉动了国内钢铁产品价格水平，甚至使一些已停产的厂商重新投产。短期内

钢材产量变动将主要受到价格水平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产量将随宏观经济增长稳步提高。特别是扁平材市场。价格上涨的

趋势不会持久，需求不足会令其下降到一般水平，而其中长材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和受需求的冲击的影响程度都将大于其它钢材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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