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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

1、成材：本周五大钢材产量环比小幅回升，长流程产能延续回升态势，短流程仍然延续负利润的状态开

工恢复缓慢，消费端由于季节性弱势周度表观消费维持低位，钢材库存累积速度缓慢。未来供给恢复的方向

性不变，库存累积预计将加快，现货价格变动幅度较小，期现基差近来快速缩窄，对期价进一步上行产生压

力。建议年前短线操作，关注年后的需求兑现情况。

2、铁矿：节前钢铁终端需求转弱，价格向上动能减弱；年底澳巴冲量结束，前期的高发运支撑铁矿石到

港维持在高位水平，近期海外发运环比回落，叠加巴西 MG 州暴雨导致多个矿区停产，根据船期估计，3 月底

开始国内到港将受到影响；随着钢厂补库结束，价格在当前偏高位置驱动减弱，港口高库存对价格依然有压

制作用；短期市场仍将高位震荡运行，短线或波段交易。

3、煤焦：本周双焦震荡走势，高位压力逐步增大。双焦现货价格表现仍旧偏强，是提振近期盘面的主要

因素，主要受补库需求支撑。不过伴随春节临近、补库需求渐至尾声，同时双焦价格反弹对钢厂利润有挤占，

钢厂开始拒绝焦炭第四轮提涨，双焦现货的阶段性高点预计出现，盘面趋向消化下个阶段的提降预期。双焦

一季度供求预计宽松，而一季度是焦煤传统去库阶段，届时库存压力相对偏大，双焦价格预计调降为主。操

作上，关注 J2205 在 3200、JM2205 在 2400 的压力表现，可逢高偏空思路。上行风险在于煤矿安检力度再度

增大。

4、镍系：在高通胀压力下，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有望加速，这将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压力。但是，

春节前行业中下游补库需求为期价上行带来驱动力。操作上，短线交易。

二、宏观环境

国际，11 日，鲍威尔在提名连任美联储主席听证会上再次阐述了劳动力市场复苏、通胀高企以及将加快

收紧货币政策的观点，预计美联储将如约结束购债，并于年内开启加息，缩表节奏或有所加快，但收紧货币

政策的节奏仍需持续跟踪美国通胀、就业及供应链情况；美国 12 月 CPI 同比则继续攀升，创近 40 年新高。

尽管总体通胀水平接近高点，但美国核心通胀风险仍存。首先，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增速，12 月核心通胀均

超市场预期并高于前值，仍有持续上行趋势。其次，12 月住宅项继续上涨，在此前房价快速上涨的带动下，

美国租金价格持续攀升，或将继续助推核心 CPI 上行。最后，从美国 12 月非农就业情况看，薪资增速同比和

环比均超预期，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工资仍在快速增长，美国出现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概率进一步

增加。考虑到美国 CPI 在 3 月议息会议前仍在高位，美联储难以看到通胀缓和的理由。同时，当前美国的高

通胀已经引发了美国居民的通胀预期的抬升，也导致了拜登政府的支持率的下降。当前市场预期 3 月即将开

始首次加息，若此我们认为随后的收紧预期反而有望快速缓解，因美联储在 6 月议息会议前将有望看到通胀

的缓和。不过，我们也提示，如果美国经济快速走弱，类似 2015 年的情况（PMI 快速回落，失业率反弹），则

加息也可能延后。

国内，本周。金融数据出台。12 月社融同比继续小幅反弹。其中企业债、政府债券同比多增明显，但实

体融资仍未明显好转下，人民币贷款拖累，另外非标末期继续收敛。M2 增速扭头向上，M1 增速继续回升。12

月份 M2 同比增速继续由 8.5%小幅上行至 9%，M1 同比增速继续回升由 3.0%小幅上行至 3.5%。结构上，但相比

去年同期，除企业短贷同比少减外，其他分项回落，居民中长期贷款转弱。其中企业中长贷同比继续 6 个月

少增反映当前上游材料涨价、企业现金流周转难度加大的情况下仍对实体融资需求仍疲软。尽管多地房地产

需求逐渐走弱，市场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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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微调下，但居民中长期贷首次回落，融资端居民融资端仍在观望，谨慎性仍强。边际上后续政策仍有

望继续加码将明年上半年计划投放的部分贷款或将提前到今年下半年投放以此对冲信贷失速风险，稳预期管

理，助力房地产市场软着陆。预计后续社融、M2 增速震荡回稳，后续或将回升但结构性宽信用的环境下幅度

不宜预期过高，本月债务发行显著贡献，也会是后续的主要贡献动力。往后看政府债券发行提速及政策层面

加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以及房地产调控或有微放松（居民中长期贷款），不利因素

是制造业为首的实体融资需求动力不足（企业中长期贷持续回落）。企业中长贷同比继续少增反映了需求端海

外供给端修复进行中出口谨慎预期下生产扩张趋缓，供给端，工业企业利润受到上游成本挤压较为明显的双

重挤压，工业企业投资谨慎性仍高。边际上看，随中小型企业政策对融资环境的继续倾斜、订单回升推动盈

利预期修复中小企业经营或有所改善。后续会结构性宽信用的主要发力点，但通胀高位掣肘政策宽松空间。

地产端中长期看房地产投资下行，但地产作为经济总量中最重要的分项过快收敛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后续

政策上的对地产相关信贷及新开工或有边际放松仅不改政策定调，且在跨周期框架内，稳预期管理，以时间

换空间，避免系统性风险。12 月进出口数据也在本周公布，出口景气仍在，在高基数和内需走弱的影响下，

进口增速有所回落，这一局面短期仍将持续，但有可能会随着疫情的消退逐步弱化。我们原先分析过，2021

年中国出口增速之所以能保持较高水平，一部分原因在于商品涨价效应，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份额持

续高于疫情前平均水平，出口也成为经济托底项。展望 2022 年 Q1，在海外疫情新一轮扩散背景下，叠加就地

过年政策的延续，一季度出口份额大概率会好于季节性，托底经济增长。当然，一旦海外疫情降温，中国出

口份额大概率明显回落，所以就 2022 年全年来看，出口因素对经济贡献将显著弱于 2021 年。还有一个值得

关注的数据即为 1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数据， CPI 食品项再度回落。

猪肉价格的下跌是本月 CPI 同比下降的主要因素。 PPI 方面，保供稳价政策初见成效，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

涨趋势得到进一步遏制。整体来看，煤炭与金属业保供稳价政策进一步发力，供给端继续改善。展望未来，

上游原材料的供给主要讲看海外供应链的修复清理。总的来看，物价短期受控，而社融增速底部可能已得到

确认，但居民及企业中长期贷款仍相对偏弱，反应房地产销售短期可能较难出现大幅反转以及企业部门融资

需求仍弱。为了应对三重压力，我们认为稳增长的力度仍有加强的空间，不管是总量工具或是结构性工具仍

将持续发力，由于海外货币政策收紧节奏的提前，上半年仍是国内降息甚至降息的重要窗口期。宽货币后，

随着预期的逐渐转好，宽信用可能会逐渐温和实现。

下周市场会迎来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数据。其中包括：中国的 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美国的初请失业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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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链品种分析

1、成材

重要数据

1、12 月份社融增速企稳回升。12 月新增社会融资总额 1.72 万亿，前值为 2.61 万亿；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10.3%，前值为 10.1%，继续回弹；M2 同比增长 9%，前值为 8.5%，M1 同比增长 3.5%，前值为 3.0%，继续回

升；人民币贷款增加 11300 亿，同比少增 1300 亿。

2、中国 2021 年 12 月出口（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 17.3%。前值 16.6%；进口增 16%，前值 26%；贸易顺差

6046.9 亿元，前值 4606.8 亿元。2021 年，以美元计价，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了 6.05 万亿美元，首次突破 6

万亿美元关口。总的来看，随着海外疫情的逐步缓解，我国出口增速将缓慢回落。在我国经济逐步企稳回升

下，未来几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将维持较高水平。

3、工信部：2021 年我国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3.4%和 3.8%。工信部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2608.2 万辆和 2627.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4%和 3.8%，结束了连续 3 年的下降趋势。

4、12 月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回落。12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4.4%和 5.3%，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4 和 0.5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8%和 1.5%，涨幅比上月均回落 0.5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同比上涨 0.9%，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由上月上涨 0.5%转为持平。

5、本周钢材产量回升、需求平稳，库存累积。本周螺纹钢产量 284.39 万吨，环比提高 3.86 万吨；螺纹钢钢

厂库存 180.10 万吨，环比下降 6.48 万吨；社会库存 370.03 万吨，环比提高 26.05 万吨；表观消费量 264.82

万吨，环比下降 6.08 万吨。

本周热卷产量 311.44 万吨，环比上升 5.62 万吨；热卷钢厂库存 79.75 万吨，环比上升 0.3 万吨；社会库存

219.24 万吨，环比下降 1.21 万吨；表观消费量 312.35 万吨，环比上升 5.23 万吨。

市场焦点事件

1、1 月 1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

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要求，尽快将去年四季度发行的 1.2 万亿元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资金落到具体项目。

行业供需分析

(1)供给层面：长流程产量逐步回升，短流程由于利润差恢复缓慢，整体处在偏弱恢复的过程中。

(2)需求层面：远期对明年旺季的房地产、基建消费预期没有变化。短期内由于进入消费淡季，周度消费逐渐

走弱。

(3)市场逻辑：面对当前供应逐渐恢复，原材料由于补库需求价格回升，带动钢材价格偏强走势。而钢材自身

消费进入淡季的情况，未来钢材库存将进入累库阶段，钢材价格短期内延续上行有压力。

价差分析

(1)期现基差：螺纹期货本周价格跟随原材料上升，现货价格保持不变，基差减小。螺纹基差

=4750/0.965-4613=309 元（现货采取上海螺纹钢 HRB400 20mm 价格，期货价格为 RB2205 本周五日盘收盘价，

已统一换算成实重。）

(2)跨月价差：主月合约 05 与远月 10 合约跨月价差维持 200 附近。RB2205- RB2210=190 元（本周五日盘收盘

价）。

(3)卷螺价差：消费整体下行，热卷价格弱于螺纹，卷螺差缩小。HC2205-RB2205=112 元（本周五日盘收盘价）。

行情判断建议

本周五大钢材产量环比小幅回升，长流程产能延续回升态势，短流程仍然延续负利润的状态开工恢复缓慢，

消费端由于季节性弱势周度表观消费维持低位，钢材库存累积速度缓慢。未来供给恢复的方向性不变，库存

累积预计将加快，现货价格变动幅度较小，期现基差近来快速缩窄，对期价进一步上行产生压力。建议年前

短线操作，关注年后的需求兑现情况。

2、铁矿石

重要数据及作用

1、全国 45 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5697.19，环比增 92.09；

日均疏港量 312.17 降 5.47。

2、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5.77%，环比上周增加 1.56%，同比去年下降

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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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79.89%，环比增加 2.01%，同比下降 11.74%；

钢厂盈利率 83.12%，环比下降 0.00%，同比下降 4.33%；

日均铁水产量 213.69 万吨，环比增加 5.18 万吨，同比下降 30.17 万吨。

焦点事件及作用

财政部在去年 12 月披露，已向各地提前下达了 2022 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46 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地已经公布了发行计划。根据中国债券信息

网最新数据，截至 1 月 14 日，已有湖北、山西、浙江等近 20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公布了今年 1 月份和一季度的地方债发行计划。

根据已经公布的发行计划，一季度计划发行地方债约 1.15 万亿元。1月

13 日，河南发行 382.01 亿元新增专项债，成为今年全国首个发行地方债

的省份。湖北省也在 1 月 14 日发行 184 亿元新增一般债券。

2、据中钢协最新数据，2022 年 1 月上旬，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196.66

万吨，环比下降 6.0%；钢材库存量 1292.24 万吨，比上一旬（即上月底/

上年底）增加 162.55 万吨，增长 14.39%。

供需逻辑分

析

供给面因子

海外供应：1 月 3 日-1 月 9 日本期 Mysteel 澳洲巴西 19 港铁矿发运总量

2235.4 万吨，环比减少 560.5 万吨；澳洲发运量 1714.7 万吨，环比减少

407.0 万吨；其中澳洲发往中国的量 1400.6 万吨，环比减少 364.6 万吨；

巴西发运量 520.7 万吨，环比减少 153.5 万吨。

全球铁矿石发运总量 2695.4 万吨，环比减少 771.1 万吨。

1月 3日-1 月 9 日 中国 47 港到港总量 2710.9 万吨，环比增加 110.3 万

吨； 45 港到港总量 2562.5 万吨，环比增加 65.3 万吨；北方六港到港总

量为 1213.1 万吨，环比减少 72.4 万吨

需求面因子

本周日均铁水产量继续上升 5.18 万吨至 213.7 万吨，考虑冬奥会和春节

是在 2 月初，1月份整体继续回升空间有限，后期一二季度生铁产量仍有

恢复空间，大致可恢复到 230-240 万吨区间

供需主要矛盾

1、采暖季的限产情况和钢厂的复产情况；

2、海外澳巴的发运情况；

3、海运费的波动及高低品溢价情况。

期现结构 基差水平

基差=现货价格-I2205=-8

基差=现货价格-I2209=16

（现货价格采用青岛港 56.5%超特粉矿）

基差水平反映的

的逻辑 基差处于低位水平

合约特性

合约间价差排列 结构转为为 BACK 结构，远期预期悲观

主力-近远月合约

价差及逻辑 I2205-I2209=24

合约间是否存在

套利机会 逢低正套

对于价格区间及市场走势的

综合判断

节前钢铁终端需求转弱，价格向上动能减弱；年底澳巴冲量结束，前期的

高发运支撑铁矿石到港维持在高位水平，近期海外发运环比回落，叠加巴

西 MG 州暴雨导致多个矿区停产，根据船期估计，3月底开始国内到港将

受到影响；随着钢厂补库结束，价格在当前偏高位置驱动减弱，港口高库

存对价格依然有压制作用；短期市场仍将高位震荡运行，短线或波段交易。

操作建议 波段交易

3、焦煤、焦炭

行业

消息

1、山西省能源局日前发布进一步加强煤矿产能核增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严格产能核增工作。煤矿

组织现场核定最终确定的矿井生产能力必须符合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级差和档次要求。核增幅度超过

有关规定的，一律按照规定级差、档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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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日长治沁源地区在水果外包装检测出阳性，受此影响，沁源县王陶乡一带煤矿开始实行封闭式

管理，暂停对内及对外运输，等待全员核算检测结果。截止目前沁源县内王陶乡地区煤矿及洗煤厂

有停产现象，涉及煤矿炼焦原煤产能 850 万吨，其他地区暂未有停产消息。

重要数据 本周 上周 变化 点评

焦煤

现货价格

澳煤到港价$ 395 370 +25
补库需求支撑下，焦煤现货价格

继续反弹。
甘其毛都库提价 2300 2200 +100

晋中 1.3 硫主焦 2150 2150 --

库存

16 港口 919 923.1 -4.1

焦煤库存继续回升，边际供求宽

松。

煤矿 234.43 256.88 -22.45

独立焦化厂 1474.2 1369.1 +105.2

钢厂焦化 1020.9 1006.4 +14.5

焦炭

现货价格

青岛港准一 2900 2700 +200
本周第三轮提降落地，第四轮提

涨受钢厂抵制。
山西吕梁准一 3050 2850 +200

唐山二级焦 3200 3000 +200

库存

247 家钢厂 704.6 688.7 +15.9

焦企开工回升，边际供求继续宽

松，焦炭库存回升，钢厂、贸易

商仍有补库需求。

18 港口 272.4 270.1 +2.3

全样本焦化厂 107.2 111.7 -4.5

日均产量（独立焦化+钢厂焦

化）
108.6 107.5 +1

钢材
库存

钢材总库存 1337.1 1315.09 +22.01
钢材产量继续回升，进入累库阶

段，但目前库存压力并不大。
螺纹库存 550.13 530.56 +19.57

生铁日均产量 213.69 208.52 +5.17

供求

分析

焦煤供应 蒙煤进口继续低位，不过元旦后部分煤矿复产，焦煤产量小幅增加，焦煤库存回升。

焦炭供应 第三轮焦炭提涨落地后，焦企利润恢复，开工率回升。

钢厂及终端

需求
钢厂限产预期减弱、终端需求处于淡季，成材逐步进入累库阶段，但库存压力并不大。

基差

分析

仓单成本 期价 2205 基差 逻辑

焦煤 2490 2299.5 190.5 现货涨，盘面补涨即下跌；目前贴水，盘面

开始反映下一阶段下跌预期。焦炭 3370 3082 288

综合

判断

本周双焦震荡走势，高位压力逐步增大。双焦现货价格表现仍旧偏强，是提振近期盘面的主要因素，

主要受补库需求支撑。不过伴随春节临近、补库需求渐至尾声，同时双焦价格反弹对钢厂利润有挤

占，钢厂开始拒绝焦炭第四轮提涨，双焦现货的阶段性高点预计出现，盘面趋向消化下个阶段的提

降预期。双焦一季度供求预计宽松，而一季度是焦煤传统去库阶段，届时库存压力相对偏大，双焦

价格预计调降为主。

操作

建议

操作上，关注 J2205 在 3200、JM2205 在 2400 的压力表现，可逢高偏空思路。

上行风险在于煤矿安检力度再度增大。

4、镍和不锈钢

重要经济数据

本周(1 月 10 日-1 月 14 日)1#进口镍价格 164900 元/吨(周+12100)；华南电解镍(Ni9996)现货平均价

167650 元/吨(周+11450)；无锡太钢 304/2B 卷板(2.0mm)价格元/吨 18650(周+550)；无锡宝新 304/2B 卷板

(2.0mm)价格 18650 元/吨(周+350)。

市场焦点事件

据我的不锈钢网，近日，印尼能矿部发布 2022 年 1 月镍矿内贸基准价格（MC 30%），其中 NI1.7% FOB 43.25

美元/湿吨，较 2021 年 12 月基价上涨 0.77 美元/湿吨；NI1.8% FOB 48.33 美元/湿吨，较 2021 年 12 月基价

上涨 0.86 美元/湿吨；NI1.9% FOB 53.70 美元/湿吨，较 2021 年 12 月基价上涨 0.96 美元/湿吨；NI2.0% FOB

59.36 美元/湿吨，较 2021 年 12 月基价上涨 1.06 美元/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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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供需分析

(1)供给层面：SMM 数据显示，11 月全国电解镍产量约 1.52 万吨，环比增加 4.86%，产量较 10 月增加 706

吨左右。开工率达 69%。进入 11 月，精炼镍产量略有增加的原因在于甘肃炼厂提产导致，预计 12 月会回归正

常产量水平。预计 2021 年 12 月全国电解镍产量或为 1.45 万吨。国内炼厂炼厂目前生产稳定。

(2)需求层面：据 Mysteel，2021 年 11 月份国内 32 家不锈钢厂粗钢产量 259.98 万吨，环比 10 月份增

15.21%，年同比减 7.03%；其中 200 系产量 74.75 万吨，环比增 22.16%，同比减 19.55%；300 系 138.81 万吨，

环比增 12.35%，同比增 8.43%；400 系 46.42 万吨，环比增 13.47%，同比减 20.92%。11 月份国内不锈钢粗钢

产量出现明显提升，一方面虽然国内部分地区限电仍存在，但大部分地区有缓解，福建、广西、广东等主产

地区产量均环比 10 月增加；另一方面华南某不锈钢厂在 11 月中旬电炉复产，产量增加超 10 万吨。

(3)库存结构：截止 1月 7 日，镍矿港口库存合计(10 港口)756.21 万吨(周-4.66)；2022 年 1 月 13 日全

国主流市场不锈钢社会库存总量 56.02 万吨，周环比下降 1.34%。其中冷轧不锈钢库存总量 32.02 万吨，周环

比上升 1.26%，热轧不锈钢库存总量 24.01 万吨，周环比下降 4.61%。

(4)不锈钢生产利润：2022 年 1 月 14 日，304 不锈钢冶炼原料中：外购高镍铁价格持平至 1380 元/镍，

自产高镍铁成本持平至 1327 元/镍，俄镍现货价格小幅下调，304 废不锈钢持平至 12100 元/吨，电解锰持平

至 41250 元/吨，高碳铬铁涨 200 至 8400 元/50 基吨。主要原料价格上涨，四种工艺冶炼成本均有上涨。目前

废不锈钢工艺冶炼 304 冷轧成本增 7元/吨至 17057 元/吨；外购高镍铁工艺冶炼 304 冷轧成本增 68 元/吨至

18079 元/吨；低镍铁+纯镍工艺冶炼 304 冷轧成本增 25 元/吨至 21209 元/吨；一体化工艺冶炼 304 冷轧成本

增 68 元/吨至 17688/吨。1 月 14 日民营 304 四尺冷轧不锈钢价格持平至 17850 元/吨。目前废不锈钢工艺冶

炼 304 冷轧利润率减 0.1%至 4.6%；外购高镍铁工艺冶炼 304 冷轧利润率减 0.4%至-1.3%；低镍铁+纯镍工艺冶

炼 304 冷轧利润率减 0.1%至-15.8%；一体化工艺冶炼 304 冷轧利润率减 0.4%至 0.9%。

(5)市场矛盾：

①中期矛盾。奥密克戎新冠毒株的出现给全球抗击新冠疫情蒙上阴影，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极大的不确定

性。

②短期矛盾。在高通胀压力下，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有望加速，这将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压力。

但是，春节前行业中下游补库需求为期价上行带来驱动力。操作上，短线交易。

期现结构分析

期现基差：镍主力合约基差:3710 元/吨(周-3320)。

行情判断建议

在高通胀压力下，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有望加速，这将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压力。但是，春节前

行业中下游补库需求为期价上行带来驱动力。操作上，短线交易。

四、重要图表跟踪

成材：
图 1 螺纹钢周产量 图 2 热卷周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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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图 3 螺纹钢周库存 图 4 热卷周库存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图 5 螺纹钢周需求 图 6 热卷周需求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Mysteel

铁矿石：

图 1 铁矿石港口库存 图 2 国内大中型钢厂进口矿平均库存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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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3 澳洲铁矿石发运量 图 4 巴西铁矿石发运量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5 铁矿石日均疏港量 图 6 国内矿山开工率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7 铁矿石品味溢价 图 8 铁矿石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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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焦煤焦炭：

图 1 焦煤基差走势 图 2 焦炭基差走势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3 焦煤内外价差 图 4 焦煤库存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图 5 焦炭库存 图 6 焦化厂（含副利）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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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镍和不锈钢：

图 1 Mysteel：304 不锈钢成本及利润变化 图 2 Mysteel 镍矿石远期现货价格行情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图 3 中国镍矿港口库存 图 4 6 全国主流市场不锈钢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道通期货 WIND 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 11 -

业务团队

金融事业部

电话：025-83276949，传真：025-83276908，邮编：210024

产业事业部

电话：025-83276938，传真：025-83276908，邮编：210024

期现事业部

电话：025-83204933，传真：025-83276908，邮编：210024

南京事业部

电话：025-83276979，传真：025-83276908，邮编：210024

分支机构

北京营业部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东路 2号楼金源时代商务中心 B座 2F

电话：010-88596442，传真：010-88599543，邮编：100089

海口营业部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 36 号嘉陵国际大厦 1807 室

电话：0898-31676627，传真：0898-31676619，邮编：570125

宜兴营业部

宜兴市荆溪中路 296 号荆溪大厦 5楼

电话：0510-80201705，传真：0510-87330678，邮编：214200

张家港营业部

张家港市杨舍镇暨阳中路 158 号东方银座大厦五楼

电话：0512-35025818，传真：0512-35025817，邮编：215600

宿迁营业部

宿迁市宿城区洪泽湖路88号皇冠国际公寓9#楼前02铺

电话：0527-84665888，传真：0527-84665569，邮编：223899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我公司及员

工对使用本报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本

报刊版权归道通期货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