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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惠達  曾柏勳 鋼鐵高值綠化與
高價化雙頭夾擊

緊固件業
是否做足
準備？

 鋼價 瘋漲

今年四月，中國大陸出口797.4萬噸鋼材，創下了2016年底以來月度出口量的新高點。前四
個月的出口量上升了近25%，達到2,565萬噸，進口量也增加近17%，達到489萬噸的規模。

局勢轉變之快令人措手不及，中國財政部在接近4月底宣布，包括部分盤條線材的鋼產
品，自5月1日起取消13%的出口退稅。今年全世界鋼鐵需求不斷高漲，中國大陸為彌補國內粗

「緊固件高價化」時代 是否會來臨？

該為您的企業體質做總體檢

不論是風能、太陽能、核能、氫基煉鋼，這些技術都要耗費鉅額的開發成本。據了解，光是採用氫能煉鐵的工藝成本就比傳

統高爐冶煉工藝至少高5倍以上。其中有多少成本會反映到鋼價，或者是否將要反映到鋼價上，仍是未知數。

鋼價只是其中一項成本壓力，製造業還要面臨國際運費大漲的衝擊。據悉，貨櫃船運市場因塞港、缺櫃現象未解，歐美線3
月底到5月底有92個航次取消。截至五月，光是歐洲線，每一大箱貨櫃的運費上漲1,000到1,400美元，最高衝到一箱運費要價1萬
美元。

面對如此種種壓力成本，包括緊固件業的下游廠商必須要針對製程(包括原料、倉儲、出貨)，以及財務、營運、通路的選擇、
客群屬性的選擇等等面向，為自身做營運體檢，提前幾年做好成本規劃。此外，也可考慮接收少量多樣的訂單，採用機動性較高

的製造和接單模式。眼下任何一個製造環節都不能再出現虧損的紕漏，才不會讓自家企業在大勢已定後，霎時間被斷頭。

鋼產量下滑帶來的供給缺口，取消部分鋼材品種的出口退稅政策，並採取措施增加

鋼鐵進口。此舉讓中國大陸的鋼鐵出口急踩剎車，反映出內部鋼鐵需求也告急。

5月，包括沙鋼、永鋼、柳鋼、廣鋼等中國大陸各地鋼廠都一齊高漲鋼價，總體價
格可能在後期衝向每噸6,000元人民幣大關。作為原物料的鋼胚甚至一日調價三次，
被媒體以「鋼坯漲瘋了」、「鋼價狂飆暴漲」稱之。已有下游業者大喊吃不消，認為原

物料價格已高出接單時的價格，為了避免大規模虧損，不惜寧願向顧客違約、退單、

付賠償金，也不要賠本製造。由於撐不住原物料上漲，已有中國大陸廠商向客戶調漲

產品價格。

2021年已是萬物皆漲的時代，鋼鐵還僅是其中一項大幅漲價的原物料。通貨膨脹的警鐘再
度響起，緊固件業者作為消費使用鋼鐵的產業，必須盡快在被暴漲的巨獸吞噬之前，調整或控制

接單的成本，究竟這隻巨獸會存在多久、會不會繼續增大，在當今的世界局勢下，沒人能確切說個

準。緊固件業者必須繃緊開支，或選擇高單價高利潤的訂單來盡量減少虧損，度過這一段暴漲期。

 碳權、綠化煉鋼 已成顯學

美國政權輪替之後，世界對環保的關注宛如打了一劑強心針，讓碳排議題再度成為各國商談

的主軸之一。先前歐盟早已宣布擴大減排的目標，要在2030年前削減至少55%的溫室氣體。不僅
是全球多家汽車大廠早已宣布零碳排宣言，連帶包括鋼廠也走上綠化的大路。

例如美國將出現首座100%風能供電的煉鋼廠，耗資2.5億美元，位於密蘇里州，屬於美國第2大鋼鐵公司紐柯(Nucor)所有。這
座風能煉鋼廠將利用風電來驅動電弧爐，將廢鋼熔化轉變為新的再生鋼。此外在科羅拉多州，還有全美首座100%太陽能供電的
煉鋼廠，預計在2021年問世，將採用「光伏煉鋼」技術。

2020年12月25日，中國大陸發布《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正式啟動碳排放權交易體系，鋼鐵產業於十四五期間逐步納
入。顯然，碳權以及綠化的令旗已指向中國大陸鋼鐵業。寶武集團已在2019年初與第三方合作開發「核能制氫」技術，用以代替
煉鋼工藝中使用的化石燃料。第2大鋼鐵企業河鋼集團也加入戰局，在2019年底宣佈計畫建造一座年產能約120萬噸的氫冶金示
範性工程。中國大陸鋼鐵業已在脫碳減排路上跨出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