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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7月 8 日      

需求压力不减 

钢价承压运行 

核心观点及策略 

⚫ 宏观面：宏观政策稳中求进，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有为，货币政策适度宽松，政策组合兼顾短期稳

增长和中长期结构优化。海外方面，中美关税博

弈不确定性，东南亚反倾销升级，出口增速回落。 

⚫ 基本面：内需疲软外需承压，房地产拖累螺纹需

求低迷，基建投资增5.6%但传统领域用钢萎缩；

制造业韧性分化，汽车产销两旺，但库存压力增

加，家电需求减弱。海外方面，全球制造业PMI回

落，关税干扰，下半年外需压力凸显。供给端，

钢材供应总量承压，粗钢产量小幅下降，但出口

增量缓冲减产压力。钢厂利润结构性改善，但电

炉亏损，成本端煤焦跌至低位支撑有限。 

⚫ 展望，下半年钢价反弹空间受限，供给侧改革政

策预期与低库存形成支撑，但需求端压制，房地

产疲软、基建用钢强度下降、出口承压及制造业

边际转弱，供需双弱格局延续。若粗钢压产严格

执行，铁水日产显著回落，成本将进一步下跌，

终端需求难超预期，预计钢价震荡承压运行，螺

纹参考区间2600-3300元/吨。  

⚫ 风险因素：政策不及预期、终端需求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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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钢材市场行情回顾 

2025 年上半年钢价总体先强后弱，1-2 月由于需求回暖和政策预期驱动，钢价偏强运行，

3-6 月受制于高供应、弱需求（房地产拖累及出口受阻）、成本坍塌及政策扰动，钢市供需双

弱期价持续偏弱运行。 

1-2 月钢价震荡偏强运行，主要逻辑是需求回暖与政策预期好转带动情绪修复。1 月份，

受春节前补库及政策预期支撑，市场情绪回暖，元宵节后工地复工加速，终端采购需求释放，

成交量高于去年同期。2 月基建项目集中启动，专项债资金到位率提升，叠加贸易商低库存

补库意愿增强，推动钢价小幅上涨。总体看，1-2 月供需阶段性改善，钢厂供应增速温和，五

大品种钢材表观消费量环比改善，库存去化加速，缓解节后供需错配风险。原料价格走强，

成本支撑叠加两会前宏观政策预期，钢价易涨难跌。 

3-6 月钢价持续下跌，主因供需矛盾激化以及海外关税干扰。3 月份，金三银四的旺季预

期落空，终端需求恢复缓慢。海外风险传导，美国钢铁关税生效、韩越反倾销加码，出口压

力骤增，钢价走弱。4 月份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引发恐慌，出口退潮，表需下降，期货探

底。5 月中旬，中美关税谈判短期缓和，但房地产拖累建材需求，钢价反弹乏力。6 月后全国

高温多雨淡季来临，需求进一步萎缩，企业以降库存为主，宏观政策真空期，海外关税压力

未解，钢价低位徘徊。  

进入 7 月以后，钢价从底部反弹。中央财经委会议讨论无序竞争和落后产能有序退出问

题，市场预期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政策预期提振市场情绪，不过由于投资端持续下行，需

求缺位，期价向上的空间可能有限。 

 

图表 1 螺纹钢期货价格与月差走势 

 

图表 2 螺纹钢现货市场走势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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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政策求稳，终端疲软难改 

1、宏观政策稳中求进 

2025年宏观政策延续稳中求进的基调，核心目标是巩固经济复苏势头与防范系统性风险。

财政政策强调更加积极有为，通过提高赤字率、扩大政府债券规模（如专项债、超长期特别

国债）加力逆周期调节。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聚焦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以支持

实体经济和内需扩张。政策组合兼顾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结构优化。 

货币政策层面，宽松态势持续延续，核心聚焦降成本与防通缩双重目标。上半年，LPR（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推动企业贷款利率触及历史低位，社融规模虽有增长但增量主要依赖

政府债券支撑，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仍显疲弱。新增 PSL（抵押补充贷款）专项支持保障房、

城中村改造等 “三大工程”，碳减排工具扩容带动绿色贷款增速达 35%。M2-M1剪刀差持续走

阔，折射出资金空转现象，叠加核心 CPI 低位运行及 PPI 连续负增长，通缩压力进一步凸

显。预计下半年宽松政策将持续加码，有望再实施 50BP降准、10-15BP 降息操作，引导 LPR 

下行以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同时增加对科技企业、绿色转型领域的再贷款投放，支持制造业

设备更新升级。汇率政策以稳为主，需持续防范外部冲击风险。 

财政政策方面，发力节奏后移，结构更重新质生产力。赤字率适度提高，专项债额度预

计超 6 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发，重点投向“两新一重”及民生领域。资金向新能源、

科技创新倾斜，传统基建占比下降。再融资专项债占比提升，用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由于

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制约地方财力，专项债实物工作量效率待提升。下半年，财政政策继续

加速发力，预计专项债剩余额度预计在三季度集中发行。在城市更新与保障房领域，继续追

加专项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和存量用地盘活。在消费与产业升级方面，设备更新资金支持

增至 5000亿元，覆盖汽车、家电以旧换新。 

 

图表 3 社融走势图 

 

图表 4 M1 与 M2 增速走势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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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地产维持弱势  

今年房地产政策以“止跌回稳”为核心，通过金融宽松、需求刺激、供给侧改革多管齐

下，推动核心城市企稳回升。宽松政策加码，但效果分化。由于商品房库存高位，房企资金

链承压。未来需通过保障房建设、城市更新和科技赋能，加速房地产向“民生稳定器”转型。

央行下调 5 年期 LPR，新发放房贷利率降至 3.1%的历史低位，首付比例最低降至 15%，多地

取消限购限售。地方专项债额度提升至 4.4 万亿元，用于土地收储和存量商品房收购。通过

购房补贴、税费减免（如契税、增值税调整）降低交易成本，一线城市如上海、深圳放宽限

购释放改善性需求。现房销售推广，现房销售占比提升至 65%以下（2024 年为 75%），减少

烂尾风险，但加剧房企资金周转压力。新增 100 万套城中村改造目标，推进货币化安置，中

央追加专项资金支持，但传统棚改项目占比下降，转向低耗钢的绿色改造。 

数据方面，1-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36234 亿元，同比下降 10.7%。房地产开发企

业房屋施工面积 625020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9.2%。房屋新开工面积 23184 万平方米，下降

22.8%。房屋竣工面积 18385 万平方米，下降 17.3%。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35315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2.9%。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34091亿元，下降 3.8%。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77427

万平方米，比 4 月末减少 715 万平方米。今年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行，房屋新开工和施工数据

疲弱，目前楼市销售有所好转，一线及强二线城市高端改善项目价格回升，三四线持续承压，

需求结构转型，改善性需求主导，置换需求带动二手房交易创新高，但新房销售偏弱。 

房地产投资疲软继续拖累钢材需求。今年地产用钢占比降至 22%，远低于 2020 年的 30%

高位水平，新开工和房屋施工面积下滑导致螺纹钢需求显著下滑，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制约

地方基建资金，进一步建筑业投资用钢需求。房地产年内难见实质性改善，持续压制建材需

求。 

 

图表 5 房地产开放投资额增速 

 

图表 6 居民中长期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速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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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房屋新开工、施工面积累计同比 

 

图表 8 房屋新开工、施工面积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图表 9 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图表 10 商品房销售面积：期房与现房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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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角钢、型钢需求激增，新能源基建支撑高端板材需求。同时用钢强度下降，基建单位投资

耗钢量下滑，高铁高速项目减少，装配式建筑普及降低钢筋用量。传统基建以市政基础设施

为主，新城建以老旧小区改造、综合片区开发为主，新基建重点为 5G 基站、新能源充电桩、

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城市建造等。基建用钢细分板块中，市政领域整体稳健，铁路、公路等

需求走弱，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维持高增长。2025 年下半年基建用钢预计延续

稳而不强的态势。 

 

图表 11 地方债发行情况 

 

图表 12 地方债发行情况：按用途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图表 13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图表 14 基础设施投资三大分项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4、制造业投资平稳，汽车家电分化 

今年 1-5 月全国制造业投资完成额同比上升 8.5%，同比大幅增加。从制造业 PMI 来看，

6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7%，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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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改善。从官方制造业 PMI 分类指数来看，6 月，生产指数为 51.0%，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

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加快。新订单指数为 50.2%，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表明

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8.0%，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

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降幅继续收窄。从业人员指数为 47.9%，比上月下降 0.2 个

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小幅回落。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50.2%，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较上月加快。 

机械行业整体稳健，工程机械维持较高增长，船舶制造保持领先地位。根据中国工程机

械工业协会数据，1-5 月挖掘机产量 140575 台，同比增加 13.9%，销售 101716 台，同比增加

17.4%，出口外销 44215 台，同比增加 8.2%。船舶制造周期上行确定性强，三大指标连续 15

年位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统计，1-4 月造船完工量 1532 万载重吨，占全

球市场份额 49.9%。新接订单量 3069 万载重吨，占全球市场份额 67.6%，同比增长显著。手

持订单量 22978 万载重吨，占全球市场份额 64.3%，订单排期已至 2029 年。 

今年汽车行业维持产销创新高，出口继续有亮眼表现。1-5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83

万辆和 127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7%和 10.9%，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70 万辆和 560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5%和 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4%。汽车出

口 285 万辆，同比增长 16.8%， 4 月末乘用车库存达 350 万辆，同比增加 12 万辆。政策支撑

有所减弱，“以旧换新”资金消耗，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免退坡，可能会导致下半年增速放缓。

此外，海外关税不利因素，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上半年家电行业呈现出内需疲软，外需承压的特征。内需方面，市场需求分化，高温天

气支撑空调产量同比增长，但排产增速大幅放缓；冰箱、洗衣机受房地产拖累，需求疲软。

外需方面，美国关税与反倾销调查压制出口，对我国家电行业有较大影响，冰箱产量增速由

正转负，出口增速从去年的 26%降至今年的 4%。1-5 月冰箱、空调、洗衣机累计产量分别为

4071 万、13490 万和 4911 万台，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1.5%、5.9%和 9.3%。出口方面，今年

家电出口增速明显回落，1-5 月，冰箱、空调、洗衣机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 4%、12.9%和 4%。 

图表 15 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与黑色产业 

 

图表 16 制造业 PMI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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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我国汽车产销量增速 

 

图表 18 我国家电产量增速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5、钢材出口高稳，增速回落 

7 月 2 日特朗普表示越美两国达成贸易协议，越所有出口美国货物将缴纳 20%关税，所

有转运货物缴纳 40%关税；越南将 “向美国开放市场”，美产品可零关税进入越市场。该协

议属于非对等关税，高关税限制越南出口同时零关税开放越南市场，核心目标是打击中国转

口贸易，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构。该模式可能被复制到墨西哥、印度等顺差国。 

2025 年中美关税短期缓和、长期博弈。依据《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美国暂停

对华 24%关税 90 天，保留 10%基础关税，并取消部分对等关税，综合税率从最高 145%降至

约 30%；中方同步暂停反制关税，取消稀土出口限制等非关税措施。在 90 天窗口期，中美成

立高层磋商机制，短期有希望达成新的协议。长期来看，美国关税战是维护其霸权主义、遏

制中国发展的手段，而中国坚守科技自主与独立发展权，两国存在结构性矛盾，未来关税走

向仍将充满复杂与曲折。 

今年我国钢材出口高稳，但增速明显放缓。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1-5 月累计出口钢材 4847

万吨，同比增长 8.9%，累计进口钢材 255 万吨，同比下降 16.1%。从出口国别来看，越南（同

比-26%）、韩国（-19%）、印度（-27%）受反倾销税影响，出口占比下降。东南亚其他国家，

如泰国（同比+22%）、印尼（+12%）、菲律宾（+13%）承接转移需求，与中东与拉美国家成

为新的增长点，如沙特（同比+20%）、阿联酋（+14%）、巴西（+8%）、巴基斯坦（+41%）。

从钢材品种结构来看，我国钢材出口以板材、管材和棒材为主，今年占比分别为 63%、11%

和 15%。今年板材出口受阻，热轧板卷出口同比-22%，主因越南对中国热卷产品临时反倾销

税率从 19.38%增至 27.83%。建材出口继续发力，1-5 月钢筋累计出口 165 万吨，同比增 89%，

但是总量占比较小，整体影响不大。此外，今年钢坯进出口规模均创下历史峰值。2025 年钢

坯出口数量与出口金额双双刷新历史纪录，增幅表现尤为突出。数据显示，1-5 月钢坯出口数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2
0

2
1

-0
2

2
0

2
1

-0
5

2
0

2
1

-0
8

2
0

2
1

-1
1

2
0

2
2

-0
2

2
0

2
2

-0
5

2
0

2
2

-0
8

2
0

2
2

-1
1

2
0

2
3

-0
2

2
0

2
3

-0
5

2
0

2
3

-0
8

2
0

2
3

-1
1

2
0

2
4

-0
2

2
0

2
4

-0
5

2
0

2
4

-0
8

2
0

2
4

-1
1

2
0

2
5

-0
2

2
0

2
5

-0
5

% 汽车:产量:当月同比 汽车:产量:累计同比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

空调产量:累计同比

洗衣机产量:累计同比

电冰箱产量:累计同比



                                                 钢材年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0/18 

 

量 471 万吨，同比去年同期激增 306%，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241%。 

下半年钢材间接出口增速或从高位回落。首先，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影响，6 月 23 日起对

钢制家电加征 50%关税，冰箱、洗衣机等对美出口依赖度高的品类，订单锐减将抑制钢材间

接需求。其次，全球制造业需求收缩，欧美经济增速放缓，机电产品外需走弱。此外，下半

年抢出口退潮，抑制间接出口。2025 年 5 月中国间接出口钢材 1343 万吨，较 4 月减少 19

万吨；1-5 月累计间接出口钢材 6267 万吨，同比增幅达 31.6%。 

 

图表 19 我国钢材出口品种分布 

 

图表 20 我国钢材出口增速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6、内需疲软，外需承压 

今年钢材需求呈现出内需不振，外需承压的格局，国内房地产拖累，螺纹需求不佳，热

卷出口有增转降，卷螺价格承压运行。3-4 月，终端需求恢复缓慢，旺季预期落空，海外风险

传导，美国钢铁关税生效、韩越反倾销加码，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引发恐慌，出口压力骤

增，钢价走弱。5-6 月，虽然中美关税谈判短期缓和，但房地产拖累建材需求，钢价反弹乏力，

全国高温多雨淡季来临，需求进一步萎缩，企业以降库存为主，钢价低位徘徊。 

下半年，终端需求压力不减。国内房地产的供求关系维持偏过剩状态，政府对房地产政

策从防风险逐步转向稳楼市，明确房地产止跌回稳的政策目标，政策以稳为主。基建方面，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大概率维持向好增速，但基建用钢稳而不强。制造业需求韧性，

但边际转弱，汽车维持高景气，但库存压力攀升，因内需疲软外需放缓，家电需求走弱。外

需不确定性较大，美国关税干扰，东南亚反倾销升级，抢出口效应消退。下半年钢材需求维

持内需疲软，外需承压的格局，政策发力程度决定需求底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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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钢材表观消费：螺纹钢 

 

图表 22 全国建筑钢材贸易成交量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三、供给：总量承压，结构分化 

1、粗钢继续调控，钢材产量小幅下滑 

2025 年中国持续实施粗钢产量调控，推动钢铁产业减量重组。3月 5日，2025年中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任务清单”出炉，通过强化产业调控、提质升级破“内卷”；持续实施粗钢产

量调控，推动钢铁产业减量重组。4 月 25 日广东省钢铁工业协会五届五次会员大会披露，

2025 年中国粗钢行业将进入减量发展阶段，国内或出现粗钢政策压产预期。在 2025 年存在

实施的可能性，目标是通过压减供应量优化行业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7 月 1 日，中央财

经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

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上半年钢材供应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粗钢产量同比小幅下降，但铁水日均产量维持 240

万吨以上高位，通过增加出口的方式，钢厂维持生产韧性。从数据看，1-5月生铁、粗钢、钢

材累计产量分别为 36274万吨、43163万吨和 60582万吨，同比增幅为-0.1%、-1.7%和 5.2%；

钢材出口同比增长 8.9%至 4846.9万吨，其中棒材出口增长 48%，管材出口增长 14%，有效对

冲了板材出口下滑的影响。上半年钢材供需弱平衡，在减产背景下，钢厂保持微利，螺纹长

流程利润维持在 50-200 元/吨水平，钢厂盈利率好于去年同期水平，开工维持，供应收缩主

要源于终端需求的持续疲软状态，但出口增量缓冲了减产力度。 

下半年供应仍面临压力，首先，粗钢产量调控政策预期，若严格执行铁水日产将回落至

230万吨左右，其次，出口高增长难以持续，最新出口订单指数降至 44，出口放缓势头显现，

受美国关税贸易摩擦及多国反倾销政策影响，钢材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都面临回落压力。再

者，国内方面，需求疲软格局难改。终端房地产投资持续下降，实际用钢需求压力不减，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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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建材需求，相应的螺纹的产量预计维持偏低水平。受到制造业增势放缓，以及出口回落影

响，板材需求承压。 

图表 23 全国钢厂高炉开工率 247 家 

 

图表 24 全国钢厂铁水日均产量 247 家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图表 25 钢材产量：螺纹钢 

 

图表 26 钢材产量：五大品种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2、钢厂利润好于同期，成本支撑有限 

上半年钢厂利润好于同期，呈现结构性改善特征。长流程维持稳定盈利，螺纹钢长流程

利润区间为 50-200 元/吨，利润改善主要源于成本走弱，上半年焦煤期货加权价格暴跌 28%，

焦炭下跌 22%，铁矿下跌 9%，螺纹钢下跌 9.3%，原料跌幅显著大于成材。钢厂通过调整生

产结构，增加钢坯出口及减少建材比例，虽然过剩格局未改，但钢厂加强减产和维持低库存

策略，有效支撑了利润空间。电炉利润不佳，以江苏地区为例，电炉谷电维持微利而峰电亏

损，短流程行业整体亏损。 

下半年钢厂利润预计维持微利同时中枢下移。需求端承压，内需受地产疲软及基建增速

放缓拖累，外需关税干扰出口承压。成本端原料让利力度减弱，煤焦已经跌至成本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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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空间有限，政策端减产预期增强，钢厂产量向下，原料上涨的压力更大。总体看，钢厂

仍有利润空间仍中枢预计下移。在当前经济及行业形势下，钢厂需要借助金融衍生品，对库

存进行管理，对原料成本和利润进行锁定，适当引入期货和期权工具，减少风险敞口，以实

现平稳经营为主要目的。 

图表 27 华东地区钢厂长流程利润 

 

图表 28 华东地区钢厂短流程利润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3、库存低位运行 

今年钢材库存处于历史低位水平，但品种分化明显。五大钢材总库存同比下降 24%，其

中，螺纹钢库存降幅达 30%，上半年部分地区曾出现缺规格现象，反映出建材供应收缩的力

度较大；热卷库存同比降 17%，中厚板下降 19%，冷轧因制造业需求韧性降幅较小仅下降 7%。

上半年钢材库存呈现显著季节性去化特征，1-2 月淡季累库，3-6 月旺季去库，一季度库存先

增后减，二季度整体去库，随着淡季深入，逐步开始累库。螺纹钢由于低产量，库存低位且

结构相对合理，热卷产销更强，近期率先累库，特别是北方产区社会库存高企，又以东北地

区社库库存压力更大。当前库存水平对钢价形成支撑，但需警惕需求走弱后累库风险。 

图表 29 社会库存：螺纹钢 

 

图表 30 社会库存：热卷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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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1 钢厂库存：螺纹钢 

 

图表 32 钢厂库存：热卷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图表 33 钢材总库存：螺纹钢 

 

图表 34 钢材总库存：热卷 

 

数据来源：iFinD，铜冠金源期货 

 

三、行情展望 

宏观面：宏观政策稳中求进，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适度宽松，政策组合兼

顾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结构优化。房地产政策以“止跌回稳”为目标，投资同比下，新开工

与房屋施工面积疲软，地产用钢下降，持续压制建材需求。制造业韧性，汽车行业产销两旺，

但库存压力增加，家电增速下滑，板材消费增势减弱。海外方面，中美关税博弈不确定性，

东南亚反倾销升级，出口增速回落。 

需求端，内需疲软外需承压，房地产拖累螺纹需求低迷，基建投资增 5.6%但传统领域用

钢萎缩；制造业韧性分化，汽车产销两旺，但库存压力增加，家电需求减弱。海外方面，全

球制造业 PMI 回落，关税干扰，下半年外需压力凸显。供给端，钢材供应总量承压，粗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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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小幅下降，但出口增量缓冲减产压力。钢厂利润结构性改善，但电炉亏损，成本端煤焦跌

至低位支撑有限。 

下半年钢价反弹空间受限，供给侧改革政策预期与低库存形成支撑，但需求端压制，房

地产疲软、基建用钢强度下降、出口承压及制造业边际转弱，供需双弱格局延续。若粗钢压

产严格执行，铁水日产显著回落，成本将进一步下跌，终端需求难超预期，预计钢价震荡承

压运行，螺纹钢参考区间 2600-3300 元/吨。 

 

风险点：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终端需求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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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700-0188 

总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273 号 

电话：021-68559999（总机） 

传真：021-68550055 

上海营业部 

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 158 号 306 室 

电话：021-68400688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1072 号东方广场 2104A、2105 室 

电话：0755-82874655 

江苏分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华创路 68 号景枫乐创中心 B1 栋 9 楼 910、911 室 

电话：025-57910813 

铜陵营业部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大道 1287 号财富广场 A906 室 

电话：0562-5819717 

芜湖营业部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北京中路 7 号伟星时代金融中心 1002 室 

电话：0553-5111762 

郑州营业部 

河南省郑州市未来大道 69 号未来公寓 1201 室 

电话：0371-65613449 

大连营业部 

辽宁省大连市河口区会展路 67 号 3 单元 17 层 4 号 

电话：0411-84803386 

杭州营业部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堡街道九源路 9 号 1 幢 12 楼 1205 室 

电话：0571-89700168 

 

洞彻风云共创未来     DEDICATEDTO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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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铜冠金源期货投资咨询部授权许可，任何引用、

转载以及向第三方传播的行为均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

开可获得资料，铜冠金源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

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