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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采暖季政策进一步缩减产量，钢价要飞起？  

                                      核心观点： 
 

1. 10月 13日，工信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 2021－2022年采暖季钢铁行业错峰生产的通知，分为两个阶段

进行，对此我们进行了测算。 

2. 第一阶段：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和河南省，因今年前三

季度执行程度不同和今年压减任务不同，各地区四季度的工作目标

有一定差异。其中河北省和山东省执行力度预计加持，山西省和河南

省次之，天津市压力较小。四季度京津冀地区需控制粗钢总产量在

12640 万吨左右，较去年同期下降 17%的水平。 

3. 第二阶段：2022 年第一季度的工作目标相对统一，即各地区皆按照

错峰 30%的目标执行。由统计可知，总共影响量为 3385 万吨左右，

约占全国粗钢第一季度产量的 14%，若后续周边地区同样执行相应采

暖季错峰生产政策，预计影响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4.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此政策之下，钢铁行业的限产仍将严格执

行，且在当下十月和十一月份，因目标仍未完成，粗钢压减的进程或

将进一步加快。从以上测算可知，在今年四季度和次年一季度，供给

偏紧是既定的事实，钢价易涨难跌，价格仍有向上突破 6100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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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3日，工信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21－2022年采暖季钢

铁行业错峰生产的通知。文件明确要求继续巩固钢铁去产能成果，切实做好 2021年粗钢产量压减工作,

推动钢铁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针对钢铁冶炼行业的错峰生产的实施范围主要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和河

南省地区，具体实施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其中第一阶段为 2021 年 11 月

15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确保完成本地区粗钢产量压减目标任务。第二阶段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以削减采暖季增加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为目标，原则上各有关地区钢铁企业错峰

生产比例不低于上一年同期粗钢产量的 30%。 

表 1：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天津地区的粗钢产量均占比较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地区 2020粗钢产量（万吨） 占全国比重 排名
河北 24,976.95 23.72% 1
江苏 12,108.20 11.50% 2
山东 7,993.51 7.59% 3
辽宁 7,609.40 7.23% 4
山西 6,637.78 6.30% 5
安徽 3,696.69 3.51% 6
湖北 3,557.23 3.38% 7
河南 3,530.16 3.35% 8
广东 3,382.34 3.21% 9
内蒙 3,119.87 2.96% 10
四川 2,792.63 2.65% 11
广西 2,724.24 2.59% 12
江西 2,682.07 2.55% 13
湖南 2,612.90 2.48% 14
福建 2,466.50 2.34% 15
云南 2,233.02 2.12% 16
天津 2,171.82 2.06% 17
上海 1,575.60 1.50% 18
吉林 1,525.61 1.45% 19
陕西 1,521.53 1.44% 20
浙江 1,457.03 1.38% 21
新疆 1,306.13 1.24% 22
甘肃 1,059.17 1.01% 23
黑龙 986.55 0.94% 24
重庆 899.95 0.85% 25
贵州 461.94 0.44% 26
青海 193.24 0.18% 27
北京 0.00 0.00% 28
海南 0.00 0.0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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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京津冀各地区 2021年四季度和 2022年一季度粗钢相关预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信达期货研究发展中心 

 

第一阶段：2021 年 11月 15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确保完成本地区粗钢产量压减目标任务 

从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分解来看，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和河南省的压减任务有所不

同。在我们 8 月《双碳背景下粗钢压减路径推演》的专题报告中有提及，其中产钢第一大省河北省和

第三大省山东省的压减额度更为严格，山东省 7 月 22 日提出今年产量不得超出 7650 万吨的目标，

河北省在 8月 9日也提出全年压减粗钢产量 2171 万吨的计划。其他省份基本以平控为主。 

通过测算可知： 

天津市由于执行较到位，今年 8 月累计粗钢产量已比 20 年同期有所降低，因此后期限产压力较

小。 

河北省 8月累计已产粗钢 15781万吨，在全年 22806万吨的目标下，9-12月的累计目标产量需控

制在 5992万吨，与 2020 年 9-12月产量相比，压减任务仍较大，总体仍需压减 27%的产量，平均每月

粗钢产量控制在 1497万吨左右。 

山西省今年截止 8月累计产量为 4649万吨，较 2020年同期，增产 379万吨。那么在平控目标下，

9-12月的粗钢产量需控制在 1988 万吨，缩减 16%的水平，平均每月粗钢产量大约为 497万吨。 

山东省同样具有额外的压减任务，即全年控制在 7650 万吨。截止 8 月，全省累计产量为 5645 万

吨，则 9-12 月的粗钢产量应控制在 2004 万吨左右以达成压减目标。对比去年同期，山东省的执行压

力依然较大，压减程度达 26%，平均每月粗钢产量约为 501万吨。 

河南省的压力相对较小。截止 8 月，粗钢累计产量仅超支 164 万吨，则 9-12 月的产量需控制在

1086万吨以内，缩减程度为 13%，为五个地区内前三季度执行相对较好的省份。9-12月平均每月粗钢

产量约为 272万吨。 

综合看，京津冀地区今年四季度压减粗钢的任务依然较大，9-12 月的粗钢总产量需要在 2020 年

同期的水平上，压减 17%的程度。与《双碳背景下粗钢压减路径推演》的专题报告中“折算至每月，在 

粗钢产量（万吨） 2020年 2021年目标 2020年1月-8月 2020年9月-12月 2021年1月-8月 2021年1月-3月 2021年9月-12月目标 2022年1-3月目标
天津市 2171.82 2172 1492.18 679.64 1272.84 431.69 680 130
河北省 24976.95 22806 16814.22 8162.73 15781.15 6205.84 5991（-27%） 1862
山西省 6637.78 6638 4270.18 2367.60 4649.12 1728.44 1988（-16%） 519
山东省 7993.51 7650 5298.52 2694.99 5645.55 2028.62 2004（-26%） 609
河南省 3530.16 3530 2279.74 1250.42 2443.46 890.18 1086（-13%） 267
北京市

总 45310.22 42796 30154.84 15155.38 29792.12 11284.77 12640（-17%） 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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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月产量基础上，全国还需额外减少 12%的粗钢产量”的结论相比，仍大于 12%的水平，京津冀

四季度执行力度预计加持，供给端边际难增，对钢价有一定的支撑。 

第二阶段：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以削减采暖季增加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为目

标，原则上各有关地区钢铁企业错峰生产比例不低于上一年同期粗钢产量的 30% 

2022 年一季度的工作目标相对统一，即各地区皆按照错峰 30%的目标执行。那么由统计可知，天

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 2022 年一季度的粗钢错峰生产目标分别为 130、1862、519、

609、267万吨，总共影响量为 3385万吨左右，约占全国粗钢第一季度产量的 14%，若后续周边地区同

样执行相应采暖季政策，预计影响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此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采暖季错峰生产的政策之下，钢铁行业的限产仍

将严格执行，且在当下十月和十一月份，因目标仍未完成，粗钢压减的进程或将进一步加快。从以上

测算可知，在今年四季度和次年一季度，供给偏紧是既定的事实，钢价易涨难跌，价格仍有向上突破

6100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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