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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汽车钢管主要品种有汽车传动轴用管、汽车消音器用管、汽车冷凝器用管、汽车排气用管

以及汽车操纵轴用管、汽车推力管、汽车减震器储油管等。钢管主要用于汽车排气系统，占

汽车不锈钢总用量的1/2以上，80%为铁素体不锈钢。汽车发动机产生的废气通过废气进气管

、前管、软管、转换器、中心管最后从消声器中流出。排气系统常用钢种有409L、436L等。

汽车消声器主要使用不锈钢焊管。此外，悬臂架管用于底盘后桥，底盘前桥总成用无缝钢管

有轴套管、轴承套管、制动踏脚承管。冷却空调系统用管主要有冷却水管、空调用管、传感

器用管。转向减震器用特殊要求无缝钢管有缸体用钢管、贮液筒用钢管。空心轴管用于传动

系统。座椅用管主要用于座椅框架。超高强度钢管用于侧门防撞杆。可见，钢管在汽车上应

用很广。

　　2019年1-8月，汽车产销1521.89万辆和1501.73万辆，同比增长8.61%和7.67%。其中乘用车

产销1266.18万辆和1245.95万辆，同比增长11.55%和10.70%；商用车产销255.71万辆和255.78万

辆，同比下降3.94%和5%。2019年8月我国粗钢日均产量达到222.3万吨，较上月略增0.86%

。2019年8月我国粗钢产量6891万吨，同比增长1%；1-8月我国粗钢产量55010万吨，同比增

长2.6%。2019年8月我国生铁产量6033万吨，同比增长0.2%；1-8月我国生铁产量48325万吨，

同比增长0.5%。2019年8月我国钢材产量9497万吨，同比增长2.4%；1-8月我国钢材产量74210

万吨，同比增长5.4%。从保有量来看，尽管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全球最大的

汽车消费市场，并且民用汽车总保有量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水平不仅远远低

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说明我国汽车市场从中长期来看仍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增长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趋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9

～2020年）》的贯彻实施，将促使我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为汽车用精密无缝钢管国产化发

展提供了市场机遇，加上新车型不断出现，汽车节能、环保要求不断提高，可以预见汽车用

无缝钢管市场十分巨大。日前，《上海市钢铁产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印发，明

确将上海发展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钢材作为&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上海钢铁业的发展重点。

工信部规划&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汽车产能，到2019年为2300万辆～3100万辆。根据汽车

制造各个部分的用钢经验数据，测算一辆乘用车平均用钢约1吨左右，商用车用钢按照重、中

、轻、微的顺序，其用钢量分别为9吨、4吨、1.5吨和0.8吨左右，其中优特钢材平均占比30%

。由此可见，未来无缝钢管在汽车产业大有用武之地，汽车用无缝钢管市场前景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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