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盈利向好

粗钢减产效果初显 行业景气周期拉长

本报记者 董添

今年上半年，国内钢企受钢铁市场供需紧张，价格持续高位影响，盈利状况明显向好。 下半年以来，粗钢减产效果初步显现，市场供给减少叠加铁矿石等原材料大幅调整，吨钢利润再次回升。 业内人士预计，“材强矿弱”格局将持续，全年盈利高点不会仅停留在三季度，行业景气周期将被拉长。

净利大幅攀升

中钢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重点钢铁企业营业收入34594亿元，同比增长51.5%；利润总额2268亿元，同比增长2.2倍；销售利润率6.56%，同比上升3.47个百分点。

截至8月27日收盘，A股共有29家上市钢企披露2021年半年报。 上述29家钢企营业收入均值为287.36亿元，相比上年同期的184.59亿元，增长55.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5.99亿元，相比上年同期的5.11亿元，增长212.92%。 毛利率均值为13.24%，相比上年同期的12.19%，增加1.05个百分点。

上半年，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的有利环境下，钢铁行业运行态势良好，总体呈现出产销两旺、效益提升的局面。

多数钢企上半年业绩取得高速增长。 山东钢铁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8.34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1.0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54%、508.69%。

不少钢企上半年提质增效，吨钢成本出现明显缩减。 以包钢股份为例，公司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394.37亿元，同比增长41.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7.64亿元，同比增长3188.14%。 上半年，公司吨钢制造成本为2798.49元/吨，同比降低158.49元/吨，同比下降5.36%。

粗钢减产压力大

日前，中国钢铁业协会发布的《2021年8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产存情况》显示，2021年8月中旬，粗钢日产213.79万吨，环比增长4.6%，同比下降1.07%；生铁日产187.15万吨，环比增长2.12%，同比下降1.82%；钢材日产206.12万吨，环比增长7.59%，同比下降0.32%。

本月全国累计来看，粗钢日产277.82万吨，环比下降0.77%，同比下降9.19%；生铁日产233.4万吨，环比下降0.68%，同比下降7.88%；钢材日产353.37万吨，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8.05%。

从库存量看，8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493.42万吨，比上一旬增加31.22万吨，增长2.13%；比上月底增加112.06万吨，增长8.11%；比年初增加331.32万吨，增长28.51%；比去年同期增加120.91万吨，增长8.81%。

建信期货研报显示，2020年，我国粗钢累计产量共计约10.53亿吨，2021年1-6月，我国粗钢产量共计56333万吨。 按照粗钢控制要求，下半年粗钢产量不得超过4.9亿吨，同比不得超过-11.61%。 预计下半年对于粗钢的压减将主要集中在山东和江苏等地区。

从各地落实情况看，安徽省要求2021年实际产量不得超过2020年。 据此测算，预计2021年下半年粗钢产量同比需压减约350万吨，日均减产约1.9万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粗钢日均产量279.97万吨，为2020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值，环比下降10.53%。 业内人士预测，随着钢铁行业限产持续推进，铁矿石价格不断下跌，目前进口62%粉矿到岸价格为每吨170美元左右，比6月每吨230美元的高点回落了60美元，钢铁企业的生产成本骤降。 随之而来的是钢材毛利的大幅增加，“材强矿弱”格局将持续，全年盈利高点不会仅停留在三季度，行业景气周期将被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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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家公司发布回购股票预案

●本报记者 康曦

Choice金融终端数据显示，截

至8月27日记者发稿时，8月以来逾

百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回购股票预

案。 回购金额最高的当属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拟使用50亿元-100亿元回

购股份，且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

多数方案涉及股权激励

Choice金融终端数据显示，8月

以来，113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回购

股票预案的公告， 多数回购方案涉

及股权激励。 其中，浙能电力和国机

重装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以减

少注册资本， 山鹰国际回购股份后

将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从

回购金额来看，中国平安、迈瑞医疗

和浙能电力回购金额上限均在10亿

元以上。

中国平安8月26日晚公告，拟使

用不低于50亿元且不超过100亿元

的自有资金，以不超过82.56元/股的

价格回购公司A股股份。回购的股份

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的长期服务计划。

迈瑞医疗8月25日晚公告，拟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全部用

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

划。 回购资金总额10亿元，回购价格

不超过400元/股。

浙能电力8月4日晚公告， 公司

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

金规模不低于6亿元， 不超过12亿

元，回购价格不超过4.9元/股。

山鹰国际拟使用不低于2亿元

且不超过4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

提振投资者信心

部分公司发布的回购股票预案

显示，实施回购的原因包括认为股

价未能体现公司实际价值和经营

业绩、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等。

山鹰国际在其回购报告书中表

示， 受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等综合

因素影响， 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

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当前股价已

不能正确反映公司价值。 回购股份

的目的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所必需， 以提升公众投资者对公司

的信心， 使公司投资价值得到合理

回归。若后续股价继续触发“公司股

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

产” 这一条件，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

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择期启动新

的回购计划或在本次回购期限内调

整回购规模， 以维护公司价值及股

东权益。

皇马科技回购股份的原因之一

也是因为股价表现不佳。 其在回购

目的中明确， 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

格未能正确体现公司的实际价值和

经营业绩，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进

一步提升公司价值， 增强投资者信

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

同时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

制，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A股

股份。

中国平安、华策影视、上海家化、

三七互娱在其回购目的中也提到了

公司近期股票二级市场表现。Choice

金融终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

平安不复权股价跌幅达40%，三七互

娱不复权股价跌幅45%。 值得注意的

是，本次三七互娱回购股份是公司董

事长李卫伟提议的。

利民股份、迈瑞医疗等大部分公

司回购股份的原因皆是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

的高度认可，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

效激励机制。

还有部分公司回购目的主要

系对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 或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

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处理。

第三批15万吨铜铝锌储备近期投放

●本报记者 张军

市场将迎来第三轮“抛储” 。国家物资储备调

节中心8月27日消息， 将于近期投放第三批国家

储备铜铝锌合计15万吨。 之前两轮已合计投放27

万吨铜铝锌储备。

保供稳价

8月27日，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消息，将于

近期开始投放2021年第三批国家储备， 包括3万

吨国家储备铜、7万吨国家储备铝、5万吨国家储

备锌。 公开竞价时间为9月1日。

阿拉丁数据显示， 上述7万吨国家储备铝投

放地域为内蒙古12959吨， 占比18.51%； 河南

8130吨，占比11.6%；辽宁7856吨，占比11.22%；

安徽4386吨，占比6.74%。

这已经是年内第三次投放储备。 中国证券报

记者梳理发现， 此前两轮已分别投放铜铝锌储备

10万吨、17万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早前曾表示， 投放是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

工作部署。

而投放的背景则是金属价格在2020年3月底

触底反弹后一路上涨， 今年整体上继续延续上涨

趋势。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8月27日，电解铝均价

报20630元/吨，年内上涨31.32%；电解铜均价报

69180元/吨， 年内涨幅19.46%； 锌锭均价报

22500/吨，自6月底开始震荡上行。

相关公司业绩亮眼

受益产品涨价， 上半年相关行业公司业绩表

现亮眼。

Wind数据统计，目前已披露上半年业绩的铝

行业上市公司有24家， 合计归母净利润为113.26

亿元，同口径下，去年28家公司的合计归母净利

润为17.91亿元； 加权平均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7.04亿元、2.42亿元。

中国铝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207.36亿元，

同比增长43.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75亿元，同比增长8511%。 南山铝业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125.40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5.0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98%和77.56%。

目前已披露上半年业绩的12家铜行业公司

合计归母净利润为26.80亿元；同口径下，去年16

家铜行业公司合计归母净利润为20.65亿元。铅锌

行业已披露上半年业绩的9家公司合计归母净利

润为29.86亿元，同口径下，去年14家铅锌行业上

市公司合计归母净利润为11.39亿元。

紫金矿业上半年实现营收1098.63亿元，同比增

长32.14%；净利润为66.49亿元，同比增长174.6%。

主要受益于铜、锌等金属价格上涨，主营矿产品金、

铜、锌等产量同比上升。 国城矿业上半年主要产品

铅精矿平均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14.87%；锌

精矿平均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39.6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关于完善电解铝

行业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 提出包括完善阶梯

电价分档和加价标准、 严禁对电解铝行业实施优

惠电价政策等措施。 自2023年起，分档标准调整

为铝液综合交流电耗每吨13450千瓦时 （不含脱

硫电耗）；自2025年起，分档标准调整为铝液综合

交流电耗每吨13300千瓦时（不含脱硫电耗）。

百川盈孚报告称，自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以来，国内电解铝产能利用率已由2016年底的

85%提升至93%左右，从而奠定了高铝价中枢大

局。 长期来看，供给侧改革和碳中和正在深刻重

塑行业的产能和成本结构，电解铝行业将迎来新

时代。

紫金矿业认为， 全球制造业PMI指数超预期

恢复，“双碳” 政策持续加码，清洁能源及电动汽

车、储能电池行业蓬勃发展，传统与新兴用铜需求

领域向好，供需两旺，预期价格高位震荡上扬。

净利大幅攀升

中钢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重点钢铁

企业营业收入34594亿元，同比增长51.5%；利润总额

2268亿元，同比增长2.2倍；销售利润率6.56%，同比上

升3.47个百分点。

截至8月27日收盘，A股共有29家上市钢企披露

2021年半年报。 上述29家钢企营业收入均值为287.36

亿元，相比上年同期的184.59亿元，增长55.67%；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5.99亿元，相比上年

同期的5.11亿元， 增长212.92% 。 毛利率均值为

13.24%，相比上年同期的12.19%，增加1.05个百分点。

上半年，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的有利环境下，

钢铁行业运行态势良好，总体呈现出产销两旺、效益提

升的局面。

多数钢企上半年业绩取得高速增长。 山东钢铁半

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8.34亿元，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1.0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46.54%、508.69%。

不少钢企上半年提质增效，吨钢成本出现明显缩

减。 以包钢股份为例， 公司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394.37亿元，同比增长41.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27.64亿元，同比增长3188.14%。 上半

年， 公司吨钢制造成本为2798.49元/吨， 同比降低

158.49元/吨，同比下降5.36%。

粗钢减产压力大

日前，中国钢铁业协会发布的《2021年8月中旬重

点统计钢铁企业产存情况》 显示，2021年8月中旬，粗

钢日产213.79万吨，环比增长4.6%，同比下降1.07%；

生铁日产187.15万吨， 环比增长2.12%， 同比下降

1.82%；钢材日产206.12万吨，环比增长7.59%，同比下

降0.32%。

本月全国累计来看，粗钢日产277.82万吨，环比下

降0.77%，同比下降9.19%；生铁日产233.4万吨，环比

下降0.68%，同比下降7.88%；钢材日产353.37万吨，环

比下降1.31%，同比下降8.05%。

从库存量看，8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

存量1493.42万吨， 比上一旬增加31.22万吨， 增长

2.13%；比上月底增加112.06万吨，增长8.11%；比年初

增加331.32万吨，增长28.51%；比去年同期增加120.91

万吨，增长8.81%。

建信期货研报显示，2020年， 我国粗钢累计产量

共计约10.53亿吨，2021年1-6月， 我国粗钢产量共计

56333万吨。 按照粗钢控制要求，下半年粗钢产量不得

超过4.9亿吨，同比不得超过-11.61%。 预计下半年对

于粗钢的压减将主要集中在山东和江苏等地区。

从各地落实情况看，安徽省要求2021年实际产量

不得超过2020年。 据此测算，预计2021年下半年粗钢

产量同比需压减约350万吨，日均减产约1.9万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粗钢日均产

量279.97万吨，为2020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值，环比下

降10.53%。 业内人士预测， 随着钢铁行业限产持续推

进，铁矿石价格不断下跌，目前进口62%粉矿到岸价格

为每吨170美元左右， 比6月每吨230美元的高点回落

了60美元，钢铁企业的生产成本骤降。随之而来的是钢

材毛利的大幅增加，“材强矿弱” 格局将持续，全年盈

利高点不会仅停留在三季度，行业景气周期将被拉长。

今年上半年， 国内钢企受钢铁市场供

需紧张，价格持续高位影响，盈利状况明显

向好。 下半年以来， 粗钢减产效果初步显

现， 市场供给减少叠加铁矿石等原材料大

幅调整， 吨钢利润再次回升。 业内人士预

计，“材强矿弱” 格局将持续，全年盈利高

点不会仅停留在三季度， 行业景气周期将

被拉长。

●本报记者 董添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回购类型

回购金额上限

（单位：万元）

回购金额下限

（单位：万元）

601318.SH 中国平安 普通回购 1,000,000 .00 500,000 .00

600023.SH 浙能电力 普通回购 120,000 .00 60,000 .00

300760.SZ 迈瑞医疗 普通回购 100,000 .00 100,000 .00

002001.SZ 新和成 普通回购 60,000 .00 30,000 .00

300529.SZ 健帆生物 普通回购 50,000 .00 25,000 .00

300347.SZ 泰格医药 普通回购 50,000 .00 25,000 .00

601231.SH 环旭电子 普通回购 40,000 .00 20,000 .00

600567.SH 山鹰国际 普通回购 40,000 .00 20,000 .00

002555.SZ 三七互娱 普通回购 30,000 .00 20,000 .00

000030.SZ 富奥股份 普通回购 26,000 .00 13,000 .00

新华社图片

8月以来回购预案中回购金额上限规模居前的公司

数据来源/Choice金融终端数据

四家国有银行晒成绩单：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本报记者 王方圆 黄一灵

8月27日晚，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四家国有银行发布

2021年半年度报告。 数据显示，四家银

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增

长。 此外，四家银行的资产质量呈稳中

向好态势，不良率保持低位。

信贷结构投放方面，各家银行均加

大了对实体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绿色

产业的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提

高。 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各

家银行成果丰硕。

不良贷款率下降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商银行

实现营业收入4677.93亿元， 同比增长

4.3%； 归母净利润为1634.73亿元，同

比增长9.9%。 建设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4163.32亿元，同比增长7%；归母净利

润为1533亿元，同比增长11.39%。

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净利润增速更

为迅猛。今年上半年，交通银行实现营业

收入1338.95亿元，同比增长5.61%；实现

归母净利润420.19亿元， 同比增长

15.10%。邮储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576.53

亿元，同比增长7.73%；实现归母净利润

410.10亿元，同比增长21.84%。

经营绩效稳步向好的同时，四家银

行资产质量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不良率

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拨备覆盖率均有

所提升，风险抵补能力持续增强。

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工商银行不

良贷款率为1.54%， 较上年末下降0.04

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为191.97%，较

上年末上升11.29个百分点。 建设银行

不良率为1.53%， 较上年末下降0.03个

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22.39%，较上年

末上升8.8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不良贷

款率为1.60%， 较上年末下降0.07个百

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49.29%，较上年

末上升5.42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邮储银行不良贷款

率较上年末下降 0.05个百分点至

0.83%，不到行业平均值的一半；拨备

覆盖率为421.33% ， 较上年末提高

13.27个百分点。

信贷投放结构优化

数据显示，各家银行上半年的信贷

投放结构进一步优化， 对小微企业、制

造业、绿色产业、乡村振兴产业的投放

力度有所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

一步提高。

以工商银行为例，该行副行长王景

武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上半年，

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40.4%，超额完成

监管要求。 支持制造业方面，截至6月

末， 投向制造业的公司贷款余额达到

1.83万亿元，比年初新增1836亿元。 房

地产贷款方面，投放节奏稳健，总量占

比下降，符合监管要求。

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各家银行

也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业务。 截至6月末，

工商银行绿色贷款余额达2.15万亿元；绿

色债券投资、绿色非标代理投资、绿色租

赁融资等余额达4000多亿元。 建设银行

绿色贷款余额为1.57万亿元，较上年末增

加2236.01亿元，增幅为16.65%。 交通银

行绿色贷款余额4088.12亿元，较上年末

增长12.65%； 邮储银行绿色贷款余额

3171.0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87%。

交通银行表示，下一步，该行将围

绕“碳中和”目标推进过程中新增的各

类融资需求， 重点支持包括节能环保、

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绿色生态、基础设

施绿色升级等绿色重点产业领域，积极

发展“碳中和”债券，关注“碳交易”等

市场热点衍生的业务机遇和客户。

数字人民币业务取得进展

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发展如火如

荼，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参与，表示将继

续推进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试点和应用

工作。

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建设银行

开立个人钱包723万余个， 对公钱包

119万余个， 累计交易笔数2845万余

笔，交易金额约189亿元。 工商银行累

计开立个人钱包超463万个，对公钱包

132万个，签约数字人民币受理商户18

万个，交易金额超过5亿元。 同时，与46

家商业银行同业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

打造数字人民币全场景生态体系。

交通银行副行长钱斌表示， 目前，

交通银行数字人民币系列产品已接入

数字政务、智慧园区、连锁商超、餐饮娱

乐、交通出行、跨境电商等场景。上半年

交通银行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13

万个，开立个人钱包116万个，对公钱

包13万个，累计交易金额达25亿元、交

易笔数630万笔。

钱斌表示， 下一步， 在合规的前提

下， 将进一步拓展延伸数字人民币消费

场景，例如政务缴费、企业贸易、跨境支

付等领域，并积极加强与2.5层同业（指银

行、保险、基金、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具备

数字人民币场景拓展能力机构）的合作。

四家国有银行上半年经营数据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

上半年盈利向好

粗钢减产效果初显 行业景气周期拉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