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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铁矿石需求预测 

贾逸卿 1), 张艳飞 1), 陈小荣 2)*, 陈其慎 1), 龙  涛 1), 齐  刚 2), 陈升立 2) 

1)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037;  2)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 浙江丽水 323000 

摘  要: 京津冀是我国钢铁生产加工的重要区域, 其铁矿石需求一直是该地区钢铁产业发展的热点问题。本

文利用“S”形预测法, 在中国粗钢供需预测基础上, 参照该地区粗钢产量的全国占比和生铁粗钢比, 重点测

算了河北省生铁产量和铁矿石需求量, 进而预测未来京津冀地区的铁矿石需求量。预测 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京津冀地区的铁矿石需求量分别为 3.42 亿 t、3.02 亿 t 和 2.68 亿 t, 需求的峰值点在 2022 年左右, 届

时需求约为 3.81 亿 t。据此, 提出尽早布局保障铁矿石供应安全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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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 of Iron Ore Deman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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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Gang2), CHEN Sheng-l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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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an important region for steel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in China, 
and the demand for iron ore has always been a hot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eel industry in this region. 
This paper uses the “S”-shaped forecasting method on the basis of China's crude steel supply and demand   
forecasts, with reference to the national proportion of production of crude steel in this reg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pig iron crude steel, and focuses on calculating the pig iron production and iron ore demand in Hebei Province 
and then predicting the future iron ore demand in Hebei area.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iron ore deman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25, 2030 and 2035 will be 342 million tons, 302 million tons and 268 million 
tons respectively. The peak demand will be around 2022, when the demand will be about 381 million tons. On 
such a basis, suggestions have been made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of iron ore supply in early deployment.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ron ore; demand forecast; “S” shape  
 

 
 

京津冀地区作为世界级城市群, 是我国钢铁生

产最集中的地区, 在支撑我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

同时 , 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 , 
京津冀钢铁产业的过快发展也给该区域带来了产能

过剩、污染加剧等问题(陈其慎等, 2016)。因此, 作

为生产钢铁原材料的铁矿石, 如何合理科学测算其

需求, 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地区发展, 就成了当下

热点问题之一。 

前人对钢铁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国别研

究, 而对单一区域内的研究较少。如柳晓艺(2020)
用 ARIMA 模型以及灰色预测模型对中国未来 3 年

粗钢产量进行了预测; 梁姗姗和杨丹辉(2018)从产

业结构、工业化及研究方法对矿产资源的消费与结

构 演 化 进 行 了 总 结 ; 顾 琳 和 黎 敬 涛 (2016) 利 用

SARIMA 模型(即增加了季节序列后改进的 ARIMA
模型)对粗钢表观消费量进入峰值区后进行了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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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高芯蕊和王安建(2010)基于“S”规律预测中

国粗钢需求等。 
由于铁矿石品位不同、钢铁生产长短流程差异

和重复材等因素, 本文利用“S”形预测法, 根据粗

钢—生铁—铁精矿的折算, 重点测算了河北省生铁

的产量和铁矿石需求量, 进而预测未来京津冀地区

的铁矿石需求量, 为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提供参

考。在无特殊说明下, 本文的铁矿石均指铁精矿(品
位 62%的粉矿), 原矿与精矿参考铁元素的量进行

换算。 

1  京津冀地区铁矿资源现状 

1.1  京津冀铁矿需求现状 
京津冀是我国乃至世界钢材生产和铁矿石消

费的重要区域。2011—2019 年, 京津冀地区粗钢产

量由 1.9 亿 t 增加至 2.6 亿 t, 占比为 25%~30%(国家

统计局, 2020)。2018 年京津冀地区的钢铁产能约 
2.7 亿 t, 其中唐山、邯郸和天津分别占比 48%、17%
和 8%(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20)。京津冀大规模的

粗 钢 生 产 , 极 大 地 带 动 了 该 地 区 铁 矿 石 的 消 费 , 
2011—2019 年 , 京津冀地区铁矿石表观消费量由

2.8 亿 t 增加至 3.8 亿 t, 增幅为 35%(表 1)。 
1.2  京津冀铁矿生产现状 

2017 年 , 京 津 冀 地 区 的 铁 矿 查 明 资 源 储 量

104.36 亿 t, 占比为 12.29%(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

源部, 2018), 集中分布在唐山、邯郸、张家口等地; 
富矿少, 矿石的平均品位约 30%, 低于全国 34%左

右的水平(许海涛和马海全, 2013; 秦振宇等, 2015;
阴江宁等, 2018)。2011—2017 年, 京津冀地区铁矿

石(原矿)的产量在 6 亿 t 左右, 2018 年后受政策影响, 
产量迅速下降至 2.6 亿 t, 为近十年来最低(表 2)。
因此 , 京津冀地区的铁矿石产量与资源并不匹配 , 
京津冀地区长期用不到 15%的储量生产着全国 34%
以上的矿石。 
1.3  京津冀铁矿供需情况 

虽然京津冀地区铁矿石产量常年全国第一, 但

仍无法满足需求。2010—2017 年, 铁矿石自给率可

以维持在 60%左右的水平(此处铁矿石产量为铁矿

石原矿经转化后的 62%铁精矿产量), 但 2018 年后

受政策规划、环保压力和国际形势等影响, 其自给

率大幅下滑至 20%~30%, 需大量进口铁矿石来满

足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20)(图 1)。 
 

表 1  2011—2019 年京津冀地区铁精矿的表观消费量 
Table 1  The apparent consumption of iron ore concentrat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11 to 2019 
地区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北京市/万 t 5 4 4 3 2 0 0 0 0 
天津市/万 t 3 447 3 247 3 427 3 506 3 239 2 666 2 762 3 118 3 512 
河北省/万 t 25 003 26 980 27 624 24 850 23 599 24 778 27 661 35 362 38 652 
京津冀/万 t 28 455 30 231 31 055 28 359 26 840 27 444 30 422 38 480 42 164 

全国/万 t 106 869 110 018 122 520 118 461 112 056 113 504 121 600 139 200 159 415 
 

表 2  2011—2019 年京津冀地区铁矿石(原矿)产量 
Table 2  Iron ore (raw ore) produc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10 to 2019 

地区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北京市/万 t 2 002 1 980 2 116 2 118 1 773 1 654 1 819 1 570 1 562 
天津市/万 t 0 0 0 0 0 0 0 0 0 
河北省/万 t 59 471 52 357 56 931 56 611 51 399 52 203 58 164 24 642 29 401 
京津冀/万 t 61 473 54 337 59 047 58 729 53 172 53 857 59 982 26 212 30 963 

全国/万 t 132 694 130 964 145 101 151 424 138 129 128 089 122 937 76 337 84 436 
占全国比重/% 46.33 41.49 40.69 38.78 38.49 42.05 48.79 34.34 36.67 

 

 

图 1  2010—2019 年京津冀地区铁精矿的供需形势 
Fig. 1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of iron or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10 to 2019 

2  钢铁消费规律与预测模型 

2.1  钢铁消费规律 
钢铁作为重要的资源之一, 它的消费呈现一定

规律, 典型的规律有: (1)钢铁消费强度的“倒 U”形

规律 , 即钢铁消费强度在时间尺度和发展程度(人

均 GDP)序列上均呈“倒 U”形变化规律; (2)人均粗

钢消费 S 形规律, 即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

业化社会, 人均矿产资源消费与人均 GDP 呈现全

周期 S 形变化关系等(王安建等, 2010)。 
根据钢铁的消费规律, 影响粗钢生产与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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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常见矿产资源需求预测方法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common mineral resource demand forecasting methods 

预测方法 适用维度 主要优缺点 
趋势外推法 短期需求预测 数学方法简单, 但作中长期预测偏差较大 
回归分析法 中长期需求预测 适用于有限的因果关系, 复杂系统预测误差偏大 

灰色预测模型法 中长期需求预测 样本分布不需要有规律性, 计算简便, 检验方便, 精度一般 
ARIMA 模型 短期需求预测 模型拟合效果好、操作简单, 但未考虑其他非时间序列因素 
投入产出法 短期需求预测 稳定系统预测较准确, 中长期需求预测存在系统不确定性 
类比预测法 中长期需求预测 半定量预测方法, 类比条件不易确定 

部门需求预测法 中长期需求预测 该方法国内外普遍采用, 部门划分详细, 结果较精确 
S 形预测法 中长期需求预测 预测结果可靠, 适用于大宗矿产, 不适合小矿种 

 
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发展; (2)人口数量和结构; (3)
产业结构; (4)基础建设与社会财富的积累; (5)经济

结构调整的影响; (6)各国家/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 
(7)人民的生活方式; (8)资源禀赋; (9)宏观调控政策

等(陈其慎等, 2015a, b)。 
2.2  需求预测方法与模型 

国内外资源需求预测的方法主要有数学模型

法、类比预测法、部门需求预测法、S 形预测法、

时间序列等, 各个预测方法的简单评述见表 3。本

文主要采用 S 形预测法进行铁矿石需求预测。 

3  京津冀地区需求预测 

京津冀地区铁矿石的生产与需求, 与国家宏观

政策息息相关。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冀
丰渊, 2016), 北京市未来的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天津

市未来的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

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

行区”, 河北省未来的定位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

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

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杜朋奇, 
2018)。鉴于各地区的城市发展定位不同, 铁矿石需

求及产能亦不同。 
(1)北京市已淘汰粗钢产能, 未来不会新增产能, 

预计未来北京市不会有铁矿石需求; (2)根据天津市

定位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实施细则》等相关要求, 天津市行政辖区内钢

铁产能控制在 2000 万 t 以内, 测算其铁精矿的未来

需求约 2500 万 t 左右; (3)河北省仍处于工业化中期

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 , 对铁矿石仍有较大需求 , 
因此重点对河北地区铁矿石需求进行预测。 
3.1  背景分析 

根据河北省的发展与定位, 对影响该地区的铁

矿石需求因素进行重要程度排序分析, 得出主要影

响因素包括: 宏观政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钢

铁产业的结构等。 
(1)宏观政策。河北省各市重点企业积极兼并、

联合、重组, 整合钢铁产业、提高集中度, 预计未

来河北省粗钢的产能将在 2 亿 t 左右。 
(2)经济发展。从人均 GDP 来看, 目前河北省人

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仅为全国 74%左右。从

城市化率来说, 河北省城市化率从 1996 年的 18%增

长到目前的 56%左右,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城市化

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其他国家城市化率与人均

粗 钢 消 费 的 关 系 来 看 (Conference Board, 2020; 
UN-HABITAT, 2020), 河北省的钢铁需求仍有增长

空间(图 2)。 
(3)产业结构方面。河北省产业结构符合经济发

展的一般规律, 即一二产业占比逐渐减少, 第三产

业逐渐增加(图 3)。 
(4)钢铁产业的结构。河北省粗钢产量在全国占 

 

图 2  部分国家城市化率与人均粗钢消费的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rate and per 

capita crude steel consumption in some countries 

 

图 3  河北省三大产业占比 
Fig. 3  Proportion of the three major industries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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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河北省钢铁产业的结构变化 
Fig. 4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0—2019 年, 粗钢产量全国

占比从 9.57%增长到 22.69%, 近年来维持在 22%左

右; 铁钢比相对稳定, 2010—2019 年, 河北省铁钢

比均值为 93%, 最高点为 2016 年 96%, 最低点为

2019 年 90%, 变化相对较小(图 4)。尽管未来废钢

回收利用量增加, 铁钢比会不断降低, 但是由于河

北省电炉炼钢的能耗、成本等问题, 铁钢比下降速

度会相对较慢。 
3.2  消费趋势分析 

目前, 河北省粗钢消费的趋势与全国相似, 随

着人均 GDP 的不断增长, 人均粗钢消费迅速攀升。

由于人均 GDP 与人均粗钢消费呈现明显的 S 形规

律, 因此利用 S 形预测法对中国粗钢消费进行预

测。根据中国发展的特点与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张艳飞等, 2021), 选取德国、

韩国、比利时、墨西哥、日本、中国台湾、西班牙

七个国家或地区作为对比样本, 将中国人均粗钢表

观消费量与人均 GDP(折算 1990 盖凯美元)关系进

行投图(图 5) (World steel Association, 2019)。从图中

得出, 近年来人均粗钢消费约 500 kg, 但增量减少, 
增长趋势逐渐放缓, 处于 S 形的峰值左右。 

由于中国与日本的粗钢消费趋势相似, 因此参

照日本发展趋势进行对比分析。考虑到地区发展模 

 

图 5  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均粗钢消费量与 
人均 GDP 关系投图 

Fig.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steel  
consumption and per capita GDP in Hebei Province 

 

图 6  中国人均粗钢消费量与人均 GDP 预测拟合图 
Fig. 6  China's per capita crude steel consumption and  

per capita GDP forecast fitting diagram 
 

式的差异性, 中国粗钢消费峰值会有所提前, 即峰

值点的人均 GDP 为 11 000~12 000 盖凯美元, 人均

粗钢消费为 600 kg 左右(图 6)。河北省粗钢消费与

全国一致性很高, 因此河北省未来消费趋势也与全

国基本一致, 峰值点基本相同。 
3.2.1  河北省预测参数及结果 

河北省铁精矿需求预测主要在全国粗钢产量

预测的基础上, 根据粗钢产量全国占比测算粗钢产

量, 其次通过对河北省铁钢比的趋势分析, 计算生

铁产量, 最后折算铁矿石的需求量。其中, (1)全国粗

钢需求及产量预测数据主要采用张艳飞等 (2014, 
2015), 高芯蕊和王安建(2010)等人的预测成果并根

据中国 S 形发展规律进行参数修正; (2)河北省粗钢

产量测算根据 2010—2019 年河北省粗钢产量的全

国占比进行预测; (3)河北省生铁产量数据根据生铁

与粗钢的历史数据 , 并考虑废钢比例增加等因素 , 
进 行 相 应 测 算 ; (4) 铁 精 矿 需 求 根 据 生 铁 产 量 以    
1: 1.6 比例进行折算; (5)铁精矿产量包括保有可供

产量和潜在资源供应部分, 主要参考中国地质科学

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和阴江宁等 (2018)的相关数据

(表 4)。 
基于表 4 可得河北省铁精矿需求在 2022 年达

到峰值点, 届时需求量为 3.55 亿 t, 之后开始下将, 
预计 2035 年仅需 2.44 亿 t, 同时受环保、政策等因

素影响, 河北省未来铁精矿产量将不断下降, 2035
年仅为 0.30 万 t, 铁精矿的自给率将保持在较低水

平。 
3.2.2  预测结果对比 

将河北省预测结果与《河北冶金(钢铁)行业十

三五规划》(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测算的

铁矿石需求进行对比 ,  对比结果显示规划结果偏

低。原因可能是: (1)随着经济的发展, 目前粗钢需

求仍未到达峰值; (2)低估了取缔“地条钢”后的产

能释放后, 粗钢产量的增长; (3)“洋垃圾”禁令颁

布后, 废钢价格走高, 短流程炼钢成本上涨, 长流

程炼钢的成本优势, 刺激了铁矿石需求增长(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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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河北省铁精矿需求预测表 
Table 4  Ranking of factors affecting Hebei iron ore demand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粗钢需求 5.96 7.10 9.40 9.90 9.00 8.20 7.50 

全国 
粗钢生产 6.37 8.04 9.96 10.49 9.54 8.69 7.95 

粗钢生产 1.45 1.88 2.42 2.52 2.29 2.09 1.91 

生铁产量 1.37 1.74 2.18 2.22 1.97 1.73 1.53 

铁精矿需求 2.19 2.78 3.48 3.55 3.16 2.77 2.44 

铁精矿产量 1.49 1.70 0.99 0.74 0.55 0.44 0.30 

铁精矿缺口 0.70 1.08 2.49 2.81 2.61 2.33 2.14 

河北省 

铁精矿自给率 68.04% 61.15% 28.45% 20.85% 17.41% 15.88% 12.30% 

 
表 5  不同机构河北铁精矿需求预测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Hebei’s iron concentrate demand 
forecast by different institutions 

  2015 2020 2025 2035
本文预测 标矿/亿 t 2.78 3.50 3.16 2.44

“十三五规划” 标矿/亿 t 3.00 2.40   

 

图 7  京津冀地区铁精矿需求预测 
Fig. 7  Forecast of iron concentrate ore deman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3.3  京津冀铁矿需求预测结果 

尽管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各行各业都造成

冲击, 但是由于钢铁生产持续性的特点, 受疫情影

响较小, 京津冀地区粗钢产量仍然保持稳定。根据

京津冀地区铁矿需求预测结果, 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 京 津 冀 地 区 的 铁 精 矿 的 需 求 将 分 别 为   
3.42 亿 t、3.02 亿 t 和 2.68 亿 t, 需求峰值在 2022
年左右, 届时年需求量约 3.81 亿 t(图 7)。 

4  结论与建议 

(1)预测河北省 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铁精

矿的需求分别为 3.16 亿 t、2.77 亿 t 和 2.44 亿 t, 2022
年达到峰值, 届时需求 3.55 亿 t, 河北省未来铁精矿

产量不能满足省内需求, 铁精矿的自给率保持在较

低水平。 
(2)京津冀地区的铁精矿需求受政策因素影响

较大, 预测 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京津冀地区

铁精矿的需求分别为 3.42 亿 t、3.02 亿 t 和 2.68 亿

t, 消费峰值在 2022 年左右到来, 届时的年消费量

约 3.81 亿 t。其中, 未来北京铁精矿需求为 0 亿 t, 天

津铁精矿需求将长期维持在 2500 万 t 左右。 
(3)预测未来 15 年京津冀地区铁精矿的需求总

量仍很大, 在铁矿产品需求峰值逐渐到达的形势下, 
矿业转型面临机遇, 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需

提前部署规划, 以促进产业平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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