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4 –

行 業 概 覽

本節所呈示資料乃取材自多份官方政府刊物、多份行業刊物等行業資料
來源、以及由獨立第三方AME進行的調查或研究。我們相信，這些資料來源屬
恰當，且我們於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時，已採取合理審慎態度。我們並無理由
認為有關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屬失實或有誤導成份，或當中遺漏任何事實，致
令有關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屬失實或有誤導成份。我們的董事經過合理審慎
處理後確認，自AME報告日期起，市場資料並無任何不利變動，以致對本節的
資料構成保留意見、有抵觸或影響。有關資料未經我們或任何有關人士獨立核
證，亦並無就其準確性、完整性或公平性作出任何聲明。

有關AME報告的資料

概覽

我們委聘獨立行業顧問AME提供AME報告。AME專攻全球能源、鋼、金屬
及採礦業的市場及策略分析。AME為環球工程及資源經濟學者公司。AME總辦事
處位於香港，其辦事處分佈於悉尼、倫敦及紐約。AME專門從事詳盡商品市場分
析及就資源產業提供顧問服務。

AME報告乃供本招股章程整體或部分所用。特別是，除另有所指外，所有在
「概要」、「行業概覽」及「業務」三節所呈列行業數據乃根據AME報告作出或取自
AME報告。AME報告的主要目的包括就我們所經營行業提供供求分析、成本及生
產分析以及市場走勢分析。

本招股章程所載資料乃取自AME認為可靠的官方政府及非官方來源。由於
若干經濟數據乃按抽樣形式收集或由AME估計得出，各列表及數字應被假設包
括估計資料。

統計數據被認為可靠的基準

AME的研究乃根據多個來源的一手及二手研究進行。AME按其內部數據庫、
獨立第三方報告及自知名行業機構取得的公眾可得資料編製。然而，由於該等資
料難以避免受第三方若干假設及估計所限，概不保證所涵蓋資料的準確性及完
整性。AME並無就直接或間接取自官方及非官方來源的事實或統計進行任何獨
立驗證。AME處理該等第三方資料時已應用其專業判斷及分析，以作出AME報告
所用統計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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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報告乃由對鐵礦石行業有深入認識的AME專業人士進行研究及草擬。
AME相信，AME報告內的資料來源為該等資料的適當來源，並且在選取及轉載該
等資料時已合理審慎行事。經作出一切審慎合理查詢後，據AME所深知，AME並
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屬虛假、失實或存在誤導成份，或者當中遺漏任何部分致使
該等資料屬虛假、失實或存在誤導成份。

主要假設及參數

由於許多事件或連串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政府、個人、第三方及競爭對手的
行動）無法合理預見，故此AME報告所載預測及假設存在固有不確定性。因此，
我們不能保證前瞻性陳述、預測及估計將能證實為準確。可能導致實際結果有重
大差異的具體因素其中包括鐵礦石價格、採礦業的固有風險、融資風險、勞工風
險、礦產儲量及資源估計的不確定因素、設備及供應風險、監管風險及環保問題
等。該等因素大部分為本公司控制範圍以外。投資者敬希垂注，切勿過份依賴預
測及前瞻性資料。

於編製AME報告時，已作出以下假設：

首先，AME假設於主要鐵礦石生產及消耗地區並無任何天然災害等災難性
事件發生。

其次，已假定未來全球及全國經濟增長將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一致。

於釐定過往及預測鐵礦石供求時已考慮以下參數：

• 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五年全球及全國生產總值增長率；

• 個別經濟體的性質及前景，以及其工業發展階段；

• 發達及發展中經濟體的過往及預測人均鋼消耗量的增長趨勢；

• 全國主要消費行業的增長，包括建築、運輸及耐用消費品；

• 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五年全球及全國粗鋼、生鐵及直接還原鐵的產
量；

• 公司所報告鐵礦石生產指引；

• 現有及已計劃之新建及改擴建計劃；及

• 各即將落實的主要項目的發展階段及經評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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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本公司就編製及更新AME報告已產生費用合共 84,000美元。

鐵礦石行業概覽

全球鐵礦石行業

鐵礦石需求

鐵礦石的相關需求由全球鋼需求以及鋼產量所帶動。建設、運輸及耐用消
費品為鋼需求的主要帶動力，而該等領域的增長與特定國家或地區的國內生產
總值及工業生產增長有關。

根據AME報告，全球鋼需求由二零零五年約1,041.9百萬噸增加至二零一二
年約1,401.3百萬噸，複合年增長率為4.3%，很大程度上受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
的強大經濟增長所帶動。於二零一二年，中國的鋼需求佔全球鋼需求45.6%，而二
零零五年則為33.4%。於二零零九年，由於全球出現經濟危機，故全球鋼需求下跌
約6.6%至1,140.2百萬噸。自始全球鋼市場需求已強勢復甦，並受新興市場如中國
及印度的增長帶動。中國繼續為全球鋼需求的重要帶動力，乃由於該國繼續以增
長政策實行現代化及繼續投資於運輸及電力基建方面。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二年全球表觀鋼需求（百萬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0.0

250.0

500.0

750.0

1,000.0

1,250.0

1,500.0

中國 印度 世界其餘地區

1,041.9
1,140.5

1,219.9 1,220.3
1,140.2

1,305.7
1,384.5 1,401.3

資料來源：國際鋼鐵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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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鋼需求增加所帶動，全球粗鋼產量由二零零五年1,143.2百萬噸增加
至二零一二年約 1,547.2百萬噸，相當於複合年增長率 4.4%。根據AME報告，粗鋼
產量增加大多數來自新興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南韓及土耳其）的快速增長，惟
受日本、獨立國家聯合體及北美產量減少以及歐洲產能關閉所抵銷。於二零零七
年，中國因國內產能快速增長而成為最大的鋼淨出口國。中國亦冒起成為世界領
先鋼生產國，自二零零九年持續佔全球產量約 45%。根據AME報告，除粗鋼產量
持續增長外，有限的廢鋼供應表示大部分的增長很可能經由氧氣頂吹轉爐煉鋼
法（而非經由電弧爐）所帶動，預期這將支持鐵礦石作為高爐噴吹料的持續需求。

由於全球鋼生產不斷增長，全球鐵礦石需求強勁增長，由二零零五年約1,314.6

百萬噸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約1,870.3百萬噸，相當於期內複合年增長率5.2%。中國
及亞洲其餘地區佔大部分全球鐵礦石需求增長，受鋼產量相對強勁增長所帶動。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二年按地區劃分的全球鐵礦石需求（乾礦，百萬噸）

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中國

1,314.6
1,461.9

1,598.7 1,573.4 1,529.8

1,726.0
1,825.6 1,870.3

亞洲
（中國除外）

歐洲

獨立國家聯合體 北美 中南美洲

中東 非洲 大洋洲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資料來源：AME報告
附註： 鐵礦石需求一直按全國生鐵及直接還原鐵生產計算。已按全國基準考慮鐵產品的最

終成分及平均原材料的品位及質素。

全球鐵礦石供應

全球鐵礦石儲量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二零一三年）及AME報告，全球粗鐵礦石儲量估計約
為1,662億噸。全球鐵礦石的礦藏分佈高度集中，擁有最多鐵礦石儲量的四個國家
為澳洲、巴西、俄羅斯及中國，合共佔全球粗鐵礦石儲量約 67.4%。下圖載列美國
地質調查局於二零一三年估計全球粗鐵礦石儲量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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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國家劃分的全球鐵礦石儲量（十億噸）

粗礦 鐵含量

21.1%
澳洲
35.0

17.4%
巴西
29.0

13.8%
中國
23.0

15.0%
俄羅斯

25.0

4.2%
美國
6.9

4.2%
印度
7.0

4.0%
烏克蘭

6.7

3.8%
加拿大

6.3

2.4%
委內瑞拉

4.0

2.1%
瑞典
3.5

1.5%
伊朗
2.5

0.7%
毛里塔里亞

1.1
0.6%
南非
1.0

0.4%
墨西哥

0.7 7.2%
其他國家

12.0

1.5%
哈薩克斯坦

2.5

21.2%
澳洲
17.0

20.0%
巴西
16.0

9.0%
中國
7.2 17.5%

俄羅斯
14.0

2.6%
美國
2.1

5.6%
印度
4.5

2.9%
烏克蘭

2.3

2.9%
加拿大

2.3

3.0%
委內瑞拉

2.4

2.7%
瑞典
2.2

1.7%
伊朗
1.4

1.1%
哈薩克斯坦

0.9

0.9%
毛里塔里亞

0.7

0.8%
南非
0.7 0.5%
墨西哥

0.4 7.5%
其他國家

6.0

資料來源：AME報告、美國地質調查局（二零一三年）

中國所佔全球粗鐵礦石儲量份額約為13.8%，但由於中國鐵礦床品位偏低，
按鐵含量計僅佔約9.0%。相反，其他國家如澳洲及巴西按鐵含量計的儲量份
額較高，乃由於該等國家的鐵礦床品位較高所致。

鐵礦石生產

根據AME報告，估計全球鐵礦石供應量（按乾公噸基準計算）由二零零五
年的1,262.0百萬噸上升至二零一二年的1,889.9百萬噸（與二零一二年全球鐵礦
石需求為1,870.3百萬噸相比），複合年增長率為 5.9%。

全球鐵礦石生產主要集中於四個國家或地區，分別為澳洲、巴西、中國
及獨立國家聯合體，此乃由於全球鐵礦石儲量集中於該等地點所致。同時，
全球鐵礦石生產主要由Vale、Rio Tinto、BHP及Fortescue Metals集團所主導，其
合共佔全球鐵礦石出口量約60%。近年，全球鐵礦石市場環境相對向好及鐵
礦石價格較高，促使全球鐵礦石公司通過新建項目及改擴建項目增加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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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二年主要鐵礦石出產地區對全球鐵礦石的供

應量。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二年按地區劃分的全球估計鐵礦石供應量（乾礦，百萬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澳洲 巴西 中國 獨立國家聯合體

印度

其他

北美洲 非洲 中南美洲(巴西除外)

歐洲 中東

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1,262.0

1,440.7
1,564.6 1,562.5

1,461.5

1,714.8
1,824.3

1,889.9

資料來源：AME報告

國際鐵礦石貿易

由於大部分鐵礦石的礦藏並不鄰近主要產鋼地區，全球鐵礦石中很大比例
是通過海運在國際上買賣，而中國作為擁有最豐富鐵礦石礦藏的第四大國家，基
於其持續經濟增長及相對旺盛的煉鋼業，繼續成為主要的鐵礦石進口國。此等因
素加上其缺乏高質量的本地礦藏，導致中國於二零一二年鐵礦石供應短缺 745.5

百萬噸。

澳洲及巴西為鐵礦石產品的兩大出口國。該兩個國家合共估計佔二零一一
年全球鐵礦石出口市場約 69%。

中國鐵礦石行業

中國鐵礦石需求

中國鐵礦石需求過去十年一直持續上升，乃受中國經濟強勁發展支撐下對
鋼需求增加所帶動。建設、運輸及耐用消費品為中國鋼需求的三個主要帶動力。
因此，該等終端行業於過往數年的強勁增長支撐了中國鋼的高產量及鐵礦石需
求的不斷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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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AME報告，中國為全球最大的鋼鐵生產國，自二零零九年以來持續佔
全球鋼產量約 45.0%。中國的粗鋼產量由二零零五年約 348.1百萬噸增加至二零
一二年約 716.5百萬噸，複合年增長率為 10.9%。由於中國大規模生產粗鋼，中國
已成為全球最大鐵礦石需求方，於二零一二年佔全球鐵礦石需求約 57.3%。中國
鐵礦石需求由二零零五年約530.4百萬噸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約1,071.1百萬噸，複合
年增長率為10.6%。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二年
中國鐵礦石需求（乾礦，百萬噸）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二年
中國粗鋼產量（百萬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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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ME報告 資料來源：AME報告

在受到中國經濟增長帶動鋼產品強勁需求的背景下，中國於過去十年已作
出重大投資增加其鋼產能。於二零一二年，中國鋼總產能估計約為每年970百萬噸。
由於全球經濟衰退，中國亦出現經濟增長放緩跡象，導致鋼需求減少，而再加上
國內鋼鐵市場產能過剩，令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鋼價相對較為疲弱。

中國政府已推行措施減少中國的鋼產能。根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二零
一三年將淘汰6.98百萬噸的粗鋼產能，由於此等產能向來污染監控較低、能源效
益較低及技術過時，故被指令關閉。目前，中國及河北省鋼產能的使用率估計約
為70%–75%。根據AME，關閉產能對鋼生產及鐵礦石消耗的影響很可能屬微不足
道，原因為中國的目前使用率相對較低。淘汰鋼產能後，餘下產能的使用率預期
將會有所改善。因此，結束過剩鋼產能預期不會導致鋼產量偏低，或繼而減低對
鐵礦石產品的需求，原因為粗鋼生產及所需的生鋼（而不是其產能）帶動鐵礦石耗
用量。

雖然中國產能過剩情況被廣泛報道及政府公佈強制關閉產能，但中國或河
北省於二零一三年的鋼產量並無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由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七
月，中國粗鋼產量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增加約8.7%至約 455.8百萬噸，而同期河北省
粗鋼產量增加約 10.0%至約 120.0百萬噸。



– 81 –

行 業 概 覽

展望未來，建設、運輸及耐用消費品將繼續成為帶動鋼需求的主要行業。於
二零一二年，由於政府控制物業價格急升的緊縮措施，中國房地產的增長有放緩
跡象。然而，根據AME，興建中樓宇地區（按平方米計算）於經過一段緩慢增長期
間後，將於二零一二年底及二零一三年初逐漸回復增長。即使目前建設增長仍然
低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一年之間的增長率，AME預期中國物業市場將於二零
一三年繼續增長。除物業建設外，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將自發改委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批准之約人民幣1萬億元基建投資方案有短至中期的增長，該方案涉及高速
公路、鐵路、地下鐵、港口及渠道的建設項目。根據國家統計局，於二零一三年
首七個月，中國於運輸及基礎建設方面的固定資產投資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分別
增加10%及21%。於八月，中國鐵路總公司宣佈其已增加於鐵路項目的固定資產
投資，由二零一二年的人民幣 6,500億元增加至二零一三年的人民幣 6,600億元，
當中已於二零一三年首七個月投資合共人民幣 2,620億元。

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汽車市場，於二零一二年汽車銷量達15.5百
萬部。然而，按人均基準計算，中國汽車銷量仍然低於已發展國家的數字。中國
收入上升及人口數目龐大將意味著中國駕駛人士可能為未來汽車需求的主要部分。

根據AME報告，儘管中國家電（耐用消費品）銷量增長於過去數年有所放緩，
但因應國家方針對該未來需求有所支持，因此增長將轉移至國內消費。此外，農
村家庭（佔中國家庭總數一半）以擁有耐用消費品計算仍然偏低，並預期當城市地
區的需求放緩時，可繼續支持城市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

中國鐵礦石供應

中國鐵礦石儲量

根據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於二零一一年，中國擁有約193億噸的鐵礦石
礦藏，而按美國地質勘探局的粗鐵礦石儲量計算為全球排行第四。依據中國冶金
礦山企業協會及AME報告，遼寧省、四川省及河北省擁有最大鐵礦石儲量，合共
佔二零一一年中國粗鐵礦石儲量總額約56.0%。以下地圖顯示中國按省份劃分的
全國鐵礦石儲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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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中國國內鐵礦石儲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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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AME報告

中國鐵礦石產量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粗鐵礦石生產由二零零五年約396.8百萬噸增加至二
零一二年約1,328.5百萬噸，複合年增長率為18.8%。中國大部分粗鐵礦石生產位
於河北、四川、遼寧及山西幾個省份，此等省份均毗鄰中國主要產鋼中心，即河
北省及遼寧省。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二年中國粗鐵礦產量（百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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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AME報告

鐵礦石進口至中國

受鋼生產蓬勃增長所帶動，令鐵礦石需求相對強勁，導致中國維持海運鐵
礦市場的主要進口國。儘管中國以鐵礦石儲量計於全球排名第四，而鐵礦石生產
一直急速增長，且中國鐵礦石品位迅速下跌，因而導致增加對進口鐵礦石海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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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依賴。根據中國海關資料顯示，除於二零一零年一度溫和回落之外，中國鐵
礦石進口於過去十年均穩步增長，由二零零五年約275.2百萬噸增加至二零一二
年約 745.5百萬噸，即複合年增長率為 15.3%。下表載列中國自二零零五年至二零
一二年進口的鐵礦石數量。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二年中國鐵礦石進口（百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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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海關、AME報告

自澳洲、巴西及南非進口的鐵礦石佔中國於二零一二年鐵礦石總進口約
74.8%。中國進口鐵礦石的其他國家包括印度、伊朗、烏克蘭、加拿大及獨立國家
聯合體。

根據AME報告，預期中國將繼續依賴海運鐵礦石產品，特別是國內開採的
鐵礦石品位持續下跌。中國進口鐵礦石增長需求預期於短期內達最高點，乃由於
國內精粉產量加快下跌，致使必須向國際市場另找更多部分的進料。

河北省及山西省鐵礦石行業

我們的礦場及洗選廠房位於河北省中西面，而我們主要供應位於河北省的
客戶，並旨在擴展至鄰近我們業務的山西省。

河北省及山西省鐵礦石需求

根據國家統計局，河北省為中國最大產鋼省份，佔中國於二零一二年的總
鋼產量約25.2%。河北省粗鋼生產由二零零五年約74.2百萬噸增加至二零一二年
約180.5百萬噸，即於該期間複合年增長率約 13.5%。同時，於二零一二年，河北省
於中國對鐵礦石需求最大，佔中國總鐵礦石需求約 24.8%。根據AME報告，儘管
河北省將壓縮鋼產能以淘汰較小型鋼廠及落後產能，河北省依然維持中國最大
型鋼生產基地，使中國於未來維持鐵礦石需求最大的市場。



– 84 –

行 業 概 覽

根據國家統計局，山西省於二零一二年按中國總鋼產量計排名第五，佔全
國產量5.5%。山西省的粗鋼生產由二零零五年約16.5百萬噸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約
39.5百萬噸，即該期間複合年增長率為 13.2%。

河北省及山西省鐵礦石供應

河北省及山西省鐵礦石儲量

根據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河北省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鐵礦
石儲量約27億噸，佔全國儲量約 14.0%，落後於遼寧省及四川省排名第三。

山西省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約13億噸鐵礦石儲量，佔全國儲量
約6.7%。

河北省及山西省鐵礦石供應：生產及進口

根據國家統計局，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中國粗鐵礦
石生產計，河北省為鐵礦石產量最多的省份，粗鐵礦石生產約 523.6百萬噸，佔中
國鐵礦石供應總量約 40.0%，而精粉生產則估計為 157.6百萬噸，佔該年中國總精
粉生產約 47%。此主要受河北省鐵礦石資源相對中國其他省份較為豐富所帶動。
河北省粗鐵礦石產量由二零零五年約152.3百萬噸增長至二零一二年約523.6百萬噸，
即複合年增長率為 19.3%。國內精粉價格於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大幅下跌，此乃由
於在鋼需求疲弱的情況下，中國鋼廠對鐵礦石庫存進行大量清貨所致。基於價格
下跌，部分中國高邊際成本生產商（其中大部分的產能較少）因價格跌至低於生產
成本而被逼關閉。鋼廠集中於河北省，此鼓勵了於過往數年在該區開設眾多品位
低但成本較高的礦場，以迎合強勁的需求。AME相信，由於價格下跌令眾多此等
生產商於第三季關閉，此亦導致二零一二年河北省粗鐵礦石產量較二零一一年
有所減少。AME相信，二零一三年鐵粉價格相對較高，可能導致部分此等小型產
能的礦場重新開始營運。

河北省粗鐵礦石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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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相對豐富的鐵資源及大規模生產鐵礦石，河北省在傳統上一直為向鄰
近省份輸出鐵礦石的淨出口省。

然而，中國一直高度依賴鐵礦石進口，乃由於鋼生產的增長相對較強勁，令
鐵礦石總消耗有所增加及令中國開採的鐵礦石平均品位下跌。河北省亦高度依
賴鐵礦石進口。由於中國很大程度地依賴燒結法，中國需要從澳洲等國家進口較
粗的經研磨精石，以改善燒結及高爐噴吹的質素。根據AME報告，河北省於二零
一二年消耗約 163.7百萬噸進口鐵礦石，佔鐵礦石消耗需求約 65.3%。於同年，山
西省消耗約37.8百萬噸進口鐵礦石，佔鐵礦石消耗需求約 61.7%。

競爭

中國鐵礦石行業分佈零散，並由眾多小規模生產商以高成本經營。根據中
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二零一一年中國粗鐵礦石總生產約 13億噸，其中約55%由
粗礦石產能低於每年3百萬噸的小型生產商供應。此外，河北省擁有中國最多鐵
礦石礦場。根據AME報告，國有鋼廠通常擁有專署整合的鐵礦石供應來源。但是，
這些專署的供應通常不足以滿足這些國有鋼廠對鐵礦石的總需求。此具吸引力
的整合業務模式意味著供應具吸引力的礦場一般不會與地方市場的商業生產商
競爭。

中國政府鼓勵國有及大型私營生產商通過併購小型生產商以整合行業。根
據AME報告，因多個小型礦場缺乏獲益能力，故行業整合屬可行。

鐵礦石價格

鋼廠就較高品位鐵礦石支付更多金額，但就生產商因過度濃縮超出若干指
定範圍的雜質（如磷、鋁及二氧化矽）施加罰款。除品質標準及罰款外，質素的持
續性及付運量亦為就鐵礦石產品價格磋商所考慮的其他主要因素。平衡高爐中
使用的電荷混合屬十分精細及耗時，因此鋼煉廠一般考慮穩定及可靠的供應來源。

河北省中國國內精鐵礦價格

國內鐵礦石產品價格及精鐵礦石產品現貨價一般互相有關連。舉例而言，
中國國內價格跌幅較進口鐵礦石價格下跌幅度為輕微。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
一二年，有數段期間河北省的國內精粉以較海運進口有顯著溢價的價格買賣，乃
受歐洲的經濟狀況惡化及擔憂將影響亞洲市場，導致進口鐵礦石需求減弱。國內
精粉價格於二零一二年第三季表現疲弱，乃由於相關需求受到中國鋼廠減少大
批原材料存貨影響而加劇減弱。鋼鐵市場的基本面於二零一二年第三季持續減弱，
特別是由於下游對長材和板材產品的需求並無改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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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AME報告，自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七月，河北唐山國內精粉 66%全鐵現
貨價（乾公噸，不包括增值稅）每月平均分別約為每噸人民幣 997.4元、每噸人民幣
1,004.3元、每噸人民幣 969.9元、每噸人民幣 953.0元、每噸人民幣916.8元、每噸人
民幣 870.9元及每噸人民幣 906.7元。於二零一二年第四季起至二零一三年二月，
國內精粉價格出現相對強勢的升幅，乃由於中國鋼廠重新進貨及買賣商寄望於
中國農曆新年前建倉，故購買活動增加。此進貨活動一般為過往數年鐵礦石價格
提供支持。隨着有跡象顯示中國政府嚴格監控房地產市場以防止投機活動會持續，
國內精粉價格於二月下旬開始疲弱。鐵礦石產品的每月平均現貨價於二零一三
年三月及四月進一步下跌。隨著中國鋼廠鋼生產速度相對較高及鐵礦石進貨活動，
國內精粉價格於四月中略為提高，導致中國鋼廠向鐵礦石現貨市場購貨。然而，
這是短期的，價格於該月餘下時間下跌。由於鐵礦石採購額有所減少，鐵礦石產
品現貨價格於五月下跌。鋼廠大致上於五月對進口鐵礦石進行進貨活動，原因為
鋼價持續疲弱及鋼鐵產品存貨仍受產能過剩所拖累。取而代之，基於較短的週轉
時間及可按較低數量進行買賣的彈性，鋼廠較為側重國內鐵精粉的進貨以維持
生產水平。隨著中國政府宣佈多項舉措（如開放更多融資渠道、加快鐵路建設工
程及縮減出口行政費用）令鋼鐵需求前景有所改善，導致鐵礦石進貨及買賣活動
有所增加，國內精粉價格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上升前曾於二零一三年六月有所下跌。
下表載列二零零九年三月下旬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下旬河北省鐵礦石的現貨價及
天津港進口鐵礦石到港價格。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三年河北省鐵精粉的現貨價及進口鐵礦石價格
（美仙╱乾噸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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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AME報告，其預測進口及中國國內價格於短期內將會減弱，預期這種
減弱主要受到供給的影響，尤其是澳洲及巴西的新出口供應產能投產。然而，由
於中國過剩產能被迫結束，可能導致鋼鐵市場復甦，令中國國內鐵精粉價格可能
較進口價格更有抗壓性。鋼價得以穩定後，有關選擇可能轉向具備較高生產力的
高增值產品（例如球團），一般用國內鐵精粉熔煉而成，令國內鐵精粉略為佔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