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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 2018 年钢结构行业的总产值约为 5,100 亿元，同比增长 7.4%；产量约为 6,155

万吨，同比增长约为 10.2%。 

➢ 2018 年粗钢产量为 8.32 亿吨，同比增长 5.7%；建筑用钢约 3.74 亿吨，占比

钢产量约 45%；钢结构用钢约占钢产量的 7.4%，同比增长约 10.2%。 

➢ 2018 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 213,954 亿元,同比增长 10.5%。钢结构产值约 5,100

亿元，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2.38%，占比与 2016 年相比下降 0.07 个百分点。 

➢ 2018 年，国内 GDP 增长 6.9%，钢结构产值增长 7.4%。 

➢ 2018 年，上海 GDP 总量为 30,134 亿元，同比增长 6.9%；上海建筑业总产值

6,4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3%（根据上海统计局统计）；上海钢结构总产值

约为 353 亿元，同比增长 6.3%。 

➢ 2018 年，钢结构行业的利润总额约为 154 亿元，同比增长 2%。 

➢ 2018 年，上海钢结构的利润总额约为 10 亿元，同比增长 1.7%。 

➢ 根据抽样调查，2018 年钢结构制作价（不含材料）于每吨 1,000 元至 5,000

元之间，其中每吨 1,000 元至 2,000 元以下的约占 43%；2,000 元至 3,000 元

以下的约占 43%；3,000 元以上的约占 14%。 

➢ 钢结构制作价（含材料）每吨在 5,000 至 15,000 元之间，其中每吨在 5,000

至 7,000 元以下的约占 48%；7,000 元至 10,000 元以下的约占 43%；10,000

元以上的占 9%。 

➢ 2018 年钢结构安装价于每吨 500 元至 2,500 元之间。其中 500 元至 1,000 元

以下的约占 43%，1,000 元至 2,000 元以下的占 48%，2,000 元以上的占 9%。 

➢ 2018 年，9 家钢结构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累计为 357.99 亿元，同比增长 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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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幅为 14.34%。 

➢ 2018 年，9 家钢结构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合计 17.01 亿元，同比提高了

53.38%。 

➢ 2018 年，会员单位中年产值 5 亿元以上的钢结构企业有 20 家，产值合计为

498 亿元，同比增长 0.6%。 

➢ 根据抽样调研分析，2018 年产量 5 万吨以下的 42 家钢结构企业，占比调研

企业总数的 58%；合计产量为 57 万吨，占比调研企业总产量的 9%。 

➢ 据测算，2018 年钢材综合均价比 2016 年上涨了 42.4%。 

➢ 据调研分析，2018 年较 2017 年平均营收下滑 12.4%、平均利润下滑 28.7%，  

亏损企业数量占比提升了 3.2 个百分点。 

➢ 2018 年上海共落实装配式建筑面积 1,641 万平方米，其中钢结构占新开工装

配式面积的 7~8%。 

➢ 截至 2018 年第四季度，共计 33 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完成钢结构工程用钢的备

案登记。 

➢ 目前我国拥有钢结构制造企业资质的单位共 471 家，但年产 10 万吨以上的

企业仅 50 多家，其他均为年产万吨左右的中小企业。 

➢ 钢结构将继续保持增长发展趋势。 

➢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是推进钢结构行业持续发展的一大亮点。 

➢ “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引领和推动钢结构出口比重。 

➢ 推行钢结构企业施工总承包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 加强环保改造力度将是钢结构行业生存发展的基础任务。 

➢ 推进钢结构智能化、信息化是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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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钢结构行业报告 

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资料、协会的调查统计数据，并参考相关行业公开信息

数据，对 2018 年钢结构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剖析，对钢结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

分析预测。 

报告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 2018 年钢结构行业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 2018

年钢结构企业经营情况分析，第三部分是 2018 年钢结构市场分析，第四部分是

钢结构行业发展趋势。 

1. 2018 年钢结构行业基本情况 

1.1  2018 年钢结构行业的产值和产量 

2018 年钢结构行业的总产值约为 5,100 亿元，同比增长 7.4%；产量约为 6,155

万吨，同比增长约为 10.2%。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 年粗钢产量约为 8.32 亿吨，同比增长 5.7%。建筑

用钢约 3.74 亿吨，占比钢产量约 45%。钢结构用钢约占钢产量的 7.4%，同比增

长约 10.2%。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213,954亿元,同比增长10.5%。

钢结构产值约 5,100 亿元，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2.38%，占比与 2016 年相比下降

0.07 个百分点。从近 5 年的情况分析，钢结构的产值和产量虽然每年均有提升，

但在建筑业中的占比并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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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钢结构产值的增长与国内 GDP 增长比较 

2018 年，国内 GDP 增长 6.9%，钢结构产值增长 7.4%。 

 

1.3  2018 年上海钢结构产值 

2018 年，上海 GDP 总量为 30134 亿元，同比增长 6.9%；上海建筑业总产值

64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3%（根据上海统计局统计）；上海钢结构总产值约为

353 亿元，同比增长 6.3%。 

 

1.4  2018 年钢结构行业的利润 

2018 年，钢结构行业的利润总额约为 154 亿元，同比增长 2%。 

 

1.5  2018 年上海钢结构利润 

2018 年，上海钢结构的利润总额约为 10 亿元，同比增长 1.7%。 

 

1.6  钢结构制作安装价格分析 

根据抽样调查，2018 年钢结构制作价（不含材料）每吨 1,000 元至 5,000 元

之间，其中每吨 1,000 元至 2,000 元以下的约占 43%；2,000 元至 3,000 元以下的

约占 43%；3000 元以上的约占 14%。 

钢结构制作价（含材料）每吨 5,000 至 15,000 元之间，其中每吨 5,000 至 7,000

元以下的约占 48%；7,000 元至 10,000 元以下的约占 43%；10,000 元以上的占

9%。 

2018 年，钢结构安装价每吨 500 元至 2,500 元之间。其中 500 元至 1,000 元

以下的约占 43%，1,000 元至 2,000 元以下的占 48%，2,000 元以上的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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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 年钢结构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1  钢结构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据证交所及协会调研数据显示，2018 年，9 家钢结构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累

计为 357.99 亿元，同比增长 44.89 亿元，增幅为 14.34%。其中，8 家上市公司营

业收入增长，增长面为 88.89%，最大增幅为 38.98%；1 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减

少，减少幅度为 19.62%。 

2018 年，9 家钢结构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均为正值，合计 17.01 亿元，同比

提高了 53.38%。其中，7 家上市公司的利润同比增加，其中 1 家扭亏为盈；2 家

上市公司利润同比下降，下降幅度最大为 43.40%。 

 

2.2  年产值 5 亿元以上的钢结构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018 年，据对会员单位中年产值 5 亿元以上的 20 家钢结构企业调研分析，

合计总产值为 498 亿元，同比增长 0.6%。其中，年产值增长的企业占 85%，最

大增幅为 155%；年产值下降的企业占 15%，最大降幅为 24.4%。20 家企业中，

年产值最高的达到 118 亿元。 

 

2.3  中小型钢结构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根据抽样调研分析，2018 年产量 5 万吨以下的 42 家钢结构企业，占比调研

企业总数的 58%，企业平均从业人数为 184 人，人均产量为 74 吨/年。42 家钢

结构企业合计产量为 57 万吨，占比调研企业总产量的 9%；其中 24 家产量同比

增长，最高增幅为 182%；15 家产量同比下降，最大降幅为 46.8%；其中钢结构

壹级资质企业为 15 家，占比 35.7%，贰级及以下资质企业为 25 家，占比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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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钢材涨价对钢结构企业的影响 

受钢铁去产能工作深入推进、“地条钢”全面取缔、错峰生产和市场需求回

升等因素影响，2018 年钢材价格大幅上涨。据测算，2018 年钢材综合均价比 2017

年上涨了 42.4%。钢材价格的上涨对于钢结构企业前期承揽的固定总价合同，产

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对会员单位中 56 家钢结构企业的营收及利润情况对比分

析可知，2018 年较 2017 年平均营收下滑 12.4%、平均利润下滑 28.7%，同时亏

损企业数量有所增加。据抽样调研，2016 年 56 家钢结构会员单位中亏损 4 家，

约占 7.1%，2018 年 78 家中亏损 8 家，约占 10.3%。同期相比，亏损企业数量占

比提升了 3.2 个百分点。 

 

3. 2018 年钢结构市场分析 

3.1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发展趋势良好 

2018 年，国家与地方政府频繁出台相关促进政策，进一步激发装配式建筑

行业的市场空间。住建部发布《“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指出“到

2020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15%以上”。 

 

3.2 “一带一路”建设拓展钢结构海外市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给我国的建筑业和钢结构发展带来

了机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2018 年，建筑业海外营业额为人民币

11,382 亿元，新签合同额为人民币 17,911 亿元。同比折算，2018 年钢结构的海

外营业额约人民币 306 亿元，同比增长 11.27%；新签合同额约为人民币 482 亿

元，同比增长 16.4%；上海地区钢结构出口 175 万吨，同比增长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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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科技研发与运用在企业管理和工程建设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大中型钢结构企业把科技研发和运用，作为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钢

结构行业的科技研发成果和科技运用的领域在不断积累和扩大，进一步提升了钢

结构的科技含量。在企业管理上，系统运用 BIM，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化信

息技术，使信息采集准确、及时，具有可视化、可追溯、可分析的特点；在项目

管理上，通过数字化技术，信息化手段，以整合三维模型为基础，实现在建项目

的进度管理、资料管理、成本管理，内部市场化运营，使项目管理精细化、信息

化；在现场施工方面，运用模块化施工技术，焊接机器人技术，3D 打印技术，

数字摄影测量技术，提高了现场施工的质量，安全、速度、进度、精度。 

   

同时，据协会调研统计，钢结构企业获得的专利和省部级以上工法、科技成

果与历年相比，不仅在在数量上大幅提升，而且在科技含量、实用性和效能上更

进了一步。 

 

3.4  环境保护对钢结构行业的要求和影响 

钢结构生产过程中伴随废气排放，特别是油漆废气排放会严重污染环境，同

时危害员工职业健康。伴随《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深入实行及社会对钢

构产业绿色生产、节能减排的要求，废气排放、污染环境问题已经愈来愈成为制

约钢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受环保整治要求的影响，2018 年上海一些

大型骨干企业根据发展需求，淘汰旧的、落后的设备，更新科技含量高的先进设

备，以适应环保新要求；一些规模偏小、设备落后、技术力量不足、市场不佳的

企业停产、转产，有的迁移外地，有的与同行兼并，有的转行从事新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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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钢结构整合和发展加剧行业两极分化 

我国钢结构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高，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目前企业数目在 2500

家左右。据中国钢结构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拥有钢结构制造企业资质的单位共

471 家，但年产 10 万吨以上的企业仅 50 多家，其他均为年产万吨左右的中小企

业。整个行业呈现出企业生产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不高的特征。但随着生产要素

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和品牌将获得更多的

发展机会，而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和品牌将逐步退出市场，形成“强者愈强、弱

者愈弱”的局面，企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尤其是靠民间投资项目为营的中小企

业更是步履维艰。 

 

4. 钢结构行业发展趋势 

4.1  钢结构将继续保持增长发展趋势 

未来几年，我国 GDP 的增长幅度每年仍保持在 6%以上，建筑业产值将保持

在 20 万亿以上，每年将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按目前钢结构在建筑业中的占比

测算，每年的产值将在 5,000—6,000 亿元之间。钢铁业“十三五”规划——《钢

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 年)》中，提出了钢结构用钢比例的导向型目标，

由目前占建筑用钢 10%提高到 25%以上，力争钢结构用钢量由目前的 5,000 万吨

增加到 1 亿吨以上。据方正证券公司测算，到 2020 年建筑用钢结构的复合增长

率将达到 27%。其中最为看好的是钢结构住宅市场的放量，测算复合增长率将达

到 65.7%。种种利好导向说明，钢结构在未来几年仍将保持较好的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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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是推进钢结构行业持续发展的一大亮点 

2018 年，全国有数十项关于装配式建筑的产业政策落地，同时相继出台了

装配式建筑的相关评价标准、技术规范和工程计价消耗量定额标准等。《装配式

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中，首次将部品构件生产、施工、验收标准纳入技术规范

之中，对钢结构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关于促进建筑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大力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推广智能和装配式建

筑，力争 10 年左右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十

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中，指出到 2020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的比例达到 15%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区达到 20%以上。此外，钢结构作为绿

色建筑具有财政补贴，中央层面三级绿色建筑标准为 80 元/平方米，地方层面财

务补贴标准近年来也陆续落地，财政补贴使得钢结构成本优势明显。因此，随着

装配式建筑发展，未来钢结构行业增量空间巨大。 

 

4.3 “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引领和推动钢结构出口比重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

作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展顺利，成果丰硕。2018 年，“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855.3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

的 50.7%，同比增长 12.6%；新签合同额 1443.2 亿美元，占同期新签合同额的

54.4%，同比增长 14.5%。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度

持续提升，各国基建市场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发展前景令人期待。这对建筑业是个巨大的商机，钢结构的海外市场将进

一步拓展，前景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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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推行钢结构企业施工总承包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自 2014 年起，全国有 42 家钢结构专业企业先后两批开展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试点。钢结构企业开展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试点工作是国家建设主管部门根据

钢结构工程在我国推广、应用的新形势，改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钢结构

工程质量水平，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在钢结构行业引起强烈反响，

得到钢结构企业的积极支持。据统计，试点企业累计承揽 EPC、PPP 项目 118 项，

承揽项目建筑面积达 801.7 万平方米，占整个试点工程总建筑面积的 36.6%，合

同额 264.1 亿元，占整个试点工程合同额的 42.7%。从试点情况看，试点企业在

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工程实施总承包管理取得了突破，业绩有较大幅的提升。 

 

4.5  加强环保改造力度将是钢结构行业生存发展的基础任务 

钢结构产品在制作安装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废气、废水、灰尘，对环境构成

一定影响。目前钢结构企业的环保意识逐渐提高，在控制粉尘、噪音、有毒有害

气体和污水排放等环节，加大投资、加大技术改造，特别是新建厂房和流水生产

线，环保列入了设计方案。根据对部分会员企业的调查统计，88%的企业环境影

响评价结果为合格，76%的企业在降污减排方面有健全的应对措施，88%的企业

建立了健全的资源节约和回收制度，94%的企业在环保和绿色施工上有创新机制

和措施。加强环保改造力度，逐步形成行业共识，为钢结构生存发展奠定基础。 

 

4.6  推进钢结构智能化、信息化是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目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中国及世界发达国家相继提

出产业升级换代计划。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钢结构行业将面临一次更大的

转型：由过去的粗放型、规模化转向精细化、标准化，由应用智能数控设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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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加工代替人工流水作业，智能化加工、模块化安装、数字化管理以及摄影测

量技术、3D 打印技术、机器人焊接技术和适应装配式工程的系列钢结构施工技

术，被更多的企业采用，成为企业发挥竞争优势的强大支撑力。可以预计，今后

随着工程建设方对承建单位的科技实力高度重视，要求越来越高，钢结构企业在

科技研发上的投入将会进一步加大，智能化、信息化将进一步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进一步推动钢结构在现代化产业先行一步、走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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