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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行业运行稳中向好
在国内宏观经济转好的背景下，铝

行业克服了新冠疫情、能耗双控、限电

限产、河南水灾等不利因素，总体保持

恢复性增长态势。

一是产量总体实现超预期增长。前

8个月，全国氧化铝产量5525万吨，同

比增长 8.7% ；电解铝产量 2608万吨，

同比增长8.3% ；铝材产量3955万吨（存

在重复统计），同比增长13.8%。
二是价格大幅上涨。国内氧化铝价

格在三季度末出现快速上涨，最高价格

超过3800元/吨；截至9月底，国内铝

价涨幅超过 50%，前 9个月均价 18335
元/吨，最高达到 23895元/吨，创近

15年新高。

三是全行业盈利水平创新高。前

8 个月，铝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67.5%。其中，电解铝行业实现了全

面、大幅度、长时间盈利。前 8个月，

铝冶炼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66%；

销售利润率达到12.7% ；资产负债率为

60.4%，去年同期为68.1%，行业仍以

降负债率为主。值得说明的是，与钢铁

奋楫笃行
努力推进中国铝工业高质量发展
10 月 13 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理事长范顺科在“2021
年中国铝业周”作了题为《奋楫笃行 努力推进中国铝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报告，从全产业链的
角度，介绍了 2021 年行业运行情况，分析了行业发展呈现的八个特点，指出了当前面临的五大
问题及两大挑战，提出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五点思考。主要内容展现给大家，供参考。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理事长 范顺科｜文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范顺科在2021年中国铝业周主持CEO对话专场

和铜不同，中国电解铝企业获得全部涨

价红利。

四是电解铝进口保持高位，铝材

出口表现强劲。前8个月，铝价总体表

现为内强外弱，电解铝进口同比增长

73.8%，累计进口 103.2万吨；海外供

应继续受疫情制约，铝材累计出口345
万吨，同比增长15.7%。

五是电解铝生产成本显著上升。据

测算，前7个月，电解铝加权平均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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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为 13676元/吨，8-9月受电力、

氧化铝等能源及原辅材料价格快速上

涨推动，电解铝成本增长了15.2%，至

15761元/吨。

行业发展呈现八个特点
中国铝工业经过多年的砥砺奋进，

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铝工业大国，形

成了显著的优势和特点。

一是产业链完整安全。中国已建立

铝土矿开采、氧化铝冶炼、电解铝冶炼、

铝加工生产、再生铝冶炼以及地质勘探、

科技教育、设计施工、装备制造、原辅

材料生产、节能环保等相互配套的完整

的现代化铝工业体系，能独立供应所有

品种，产业链相对安全。

二是规模全球最大。截至 2020年
年底，中国规模以上铝工业企业超过

2900家，总资产近1.9万亿元，从业人

数超过80万人。2020年，中国铝土矿、

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材和再生铝产

量分别为 9270万吨、7313万吨、3708
万吨、3738万吨和745万吨，全球占比

分别为23%、53%、57%、58%和43%。 

三是布局不断优化。第一，铝土矿

由国内开采到全球化资源配置。2006年
以来，中国已在几内亚、印尼、圭亚那、

加纳、斐济、牙买加、澳大利亚等多个

国家获得铝土矿资源量近百亿吨。其中，

几内亚占比最高，超过70亿吨。第二，

氧化铝产业由内地向港口及海外发展。

2005年以来，山东、广西等港口地区产

能快速增加。截至目前，两地产能合计

占比近45%。2016年以来，企业通过收

购、建厂等方式实施海外布局。截至目前，

印尼、牙买加已建成产能365万吨/年、

在建产能200万吨/年；几内亚规划建

设产能超千万吨。第三，电解铝先后经

历了由中东部到西北、由煤电铝到水电

铝两轮布局调整。2010年前后，为寻求

低廉的能源价格，新疆、内蒙古等西北

地区产能迅速扩张，呈现出一轮增量布

局，2010年至2018年产能增幅超80%；

2018年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

景下，严控产能总量，并通过等量置换

实施布局优化，已累计置换的产能规模

超千万吨。第四，铝加工呈现出集群化

发展特点及全球化发展趋势。华东、华

南等区域铝材产量全国占比超过70%，
已形成了山东滨州、广东南海、河南巩

义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同时，

企业通过独资建厂、合作建厂、跨国并

购等方式，在美国、泰国、韩国、意大

利等国家积极谋划实施全球布局。

四是产品质量优、技术装备水平高。

产品质量方面，铝产品质量标准已与

国际接轨，现行标准461项；在伦敦金

属交易所注册的中国电解铝企业10家，

交割品牌15个，产品质量已达到国际

交割品级要求；可自主生产各种铝材，

质量满足国内外客户要求。技术装备方

面，电解铝技术装备国际领先，落后产

能已全部退出，新建产能全部实现装备

大型化，其中 400kA、500kA、600kA
及以上槽型产能占比分别达到 73%、
37%、7%，同时还实现了技术与成套装

备海外输出，在印度、阿塞拜疆、土耳

其、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家承建了一批

电解铝项目；氧化铝单线最大产能已达

到120万吨/年，为全球最大，生产消

耗显著降低；铝加工装备水平国际领先，

后发优势明显。其中，45MN以上重型

挤压机130多台；阿申巴赫箔轧机60多
台；宽幅热粗轧-精轧生产线8条；国

外引进热连轧生产线11条；哈兹列特

连铸连轧生产线2条；国产装备水平提

升很快，挤压机、轧机等国产设备大量

推广应用，逐步替代进口。

五是能耗及排放水平国际领先。自

2000年以来，铝冶炼产品能耗大幅下降，

2020年铝锭平均综合交流电耗已降至

13543 千瓦时/吨，比全球平均水平

低 800 千瓦时/吨左右。铝行业排放

水平国际领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不断趋严，重点区域铝冶炼企业已达

到特别排放限值，部分企业实现了超

低排放。

六是绿色智能化发展水平不断提

范顺科作《奋楫笃行 努力推进中国铝工业高质量发展》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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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时的需求，然而目前国内仍有

2960万吨/年在建及拟建产能。海外方

面，截至目前，中国在海外已布局氧化

铝产能365万吨/年，在建及拟建产能

超过千万吨，主要位于几内亚和印尼。

一旦项目全部建成后，中国国内外氧化

铝总产能将高达1.4亿吨/年。

三是能源约束因素突显。在“双碳”

目标下，节能减碳是大势所趋，煤电铝

发展模式遭遇“挑战”；能耗双控成常态，

用能较多的行业成为首当其冲的调控对

象；能源价格上涨，各地已陆续上调网

电价格，自备电成本也显著增加；国家

明令要求取消电解铝优惠电价；“阶梯

电价”“两高项目”等政策对企业能耗提

出更高要求。

四是再生铝保级利用水平低。闭环

回收、保级利用已成为业界关注和实践

升。近年来，中国铝行业涌现出一批绿

色智能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其中，31家
企业入选“绿色工厂”、8家单位被评为

“绿色矿山”、5个项目被评为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项目。

七是创新发展能力不断提高。近3
年，涉铝的国家及行业科技进步一等、

二等奖励项目共78项，其中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共4项，行业科技进步一等

奖38项。建立了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科

研平台，包括25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2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

八是企业影响力及话语权增强。

2020年，五矿集团、中铝集团、魏桥创

业集团、国家电投、广西投资集团为代

表的5家铝企跻身世界500强；全球氧

化铝及电解铝前十大企业中，中国各占

5家。

面临的五大问题及两大挑战
在全球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国内能

源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行业内部产业结

构、自主创新薄弱等问题积累释放背景

下，铝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挑战突显。

其中，“五大问题”包括：

一是国内资源瓶颈叠加进口来源高

度集中。一方面，国内铝土矿资源保

障程度低，利用经济性差，铝土矿铝硅

比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中国铝土矿

进口来源高度集中，主要来源于几内亚

和澳大利亚，存在安全保供风险和诸

多不确定性。2021年前8个月，自几内

亚、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数量合计占比

86%，其中几内亚高达55%。
二是氧化铝投资热情过高。国内方

面，截至目前，氧化铝建成产能 9015
万吨/年，已能够满足电解铝产能触及

铝板带生产场景



30 ѝഭᴹ㢢䠁

的焦点。但目前国内大量的高档变形铝

合金废料仍被降级使用，保级利用水平

低，同时产品仍以普通ADC12等再生

铝铸造合金为主，产品低端化问题较为

突出。

五是自主创新不足。虽然中国已经

是全球最大的铝生产国，但从跟跑、并

行到领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

赤泥大规模低成本消纳，电解铝大修渣、

铝灰渣等危废资源化利用等全球性难题

仍待解决；材料牌号研发等基础研究，

航材和汽车外板等产品成品率、质量一

致性和稳定性，以及再生铝闭环回收利

用体系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另

外，中国铝加工产品从低端到高端都存

在严重同质化竞争，2020年加工行业产

能利用率不足70%。
行业面临的“两大挑战”分别为：

一是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近年来，

针对中国铝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频繁发

生，主要呈现出四大特点：第一，案件

数量多。铝产品相关贸易救济案件近70
起，且疫情后贸易摩擦愈加频繁。第二，

案件类型全。调查类型涵盖反倾销、反

补贴、双反、保障措施、反规避、301、
232等。第三，涉案范围广。案件发起

国家及地区超过20个，包括美国、欧盟、

印度、泰国、越南、巴西等。第四，涉

案品种多。被调查产品涉及板带、箔、

型材、管等铝加工产品，并已呈现出向

铝制轮毂、餐具等铝制品蔓延态势。

二是绿色低碳发展压力不断加大。

绿色低碳是当前乃至未来全球发展的主

要方向，并已成为铝行业发展重要的外

部约束。铝工业绿色化包括危废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大气污染物有组织及

无组织排放全面管控；重点行业绩效分

级管控等；低碳化包括“双碳”目标、碳

排放权交易、欧盟碳边界调节机制、清

洁能源消纳、节能低碳改造等。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五点思考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国铝工业要奋楫笃行，努

力推进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立足发展新阶段，铝工业仍大

有可为、大有作为。“十四五”是铝行业

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宏观环境总体

稳定向好是铝工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国防军工的需要

是铝工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供给侧结构

铝土矿

电解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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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改革、保供稳价、阶梯电价等稳健适

度的政策是保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二是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尤其

要坚持创新和绿色发展。第一，要坚

持把创新发展放在首位。找准铝产业

链各环节重大科技创新卡脖子问题或

者探索颠覆性技术，确立科技创新发

展路径 ；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深化企业机制改革，打造管理和营销

创新模式。第二，要坚持绿色低碳环

保底线。积极贯彻落实双碳目标，高

标准、严要求处理铝行业及企业发展

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据测算，2020年
中国电解铝二氧化碳排放为 4.2亿吨，

其中间接排放3.6亿吨。为实现节能降

碳，生产端要努力提升清洁能源利用

比例、再生铝使用比例 ；消费端要大

力推广铝应用，充分发挥轻量化及可

循环利用优良性能，节能减碳。

三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开创铝工

业双循环新格局。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中国铝工业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

其中，内循环包括铝土矿做好国内战略

性保障，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以满

足国内需求为主；外循环包括铝土矿以

外循环为主，要防范过度集中的风险，

氧化铝和电解铝在海外适度发展，铝材

稳住出口基本盘，践行“走出去”战略，

再生铝稳妥推进原料进口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铝材出口国家

及地区超过200个，2020年出口量占全

球铝材出口量的28%，贸易救济案件频

发是中国成为铝工业大国的伴生现象。

面对贸易摩擦，既要全力应诉，也要通

过开拓多元市场、全球化布局等途径化

解风险，更要积极主动升级产品结构、

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强出口自律，多措

并举稳住出口基本盘。近年来，通过政

府、行业、企业积极应诉，已取得积极

成果。其中，泰国铝箔保障措施案全面

胜诉、哥伦比亚铝挤压材反倾销复审，

决定不再征税、巴西铝板带箔反倾销案

成功排除三分之一涉案产品。

四是坚定不移，做好“三个坚持”，

即坚持国内与国外统筹发展、坚持全产

业链协调发展、坚持升级改造，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第一，要坚持国内与国外

统筹发展。从产业链来看，铝土矿逐步

转向以海外供应为主。一方面加大国内

资源勘探力度，对国内资源实施战略性

储备；另一方面加快海外资源多元化布

局，进一步提高海外资源权益量。氧化

铝发展不追求自给自足。一方面引导国

内高成本氧化铝产能退出，鼓励向沿海

港口及海外资源地有序适度转移，退出

与新建要统筹兼顾，严控氧化铝产能总

量；另一方面鼓励适量进口氧化铝，进

口规模与海外氧化铝权益产能相匹配。

电解铝生产现场

氧化铝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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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品结构等因素有关。铝液直供的短

流程发展模式不动摇。通过引导加工企

业向上游资源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化发

展，提升铝水直接合金化的短流程比例，

力促节能减碳、降本增效。再生铝和铝

加工融合发展。加工企业将成为再生铝

利用的主力军。通过建立汽车、易拉罐、

建材中铝材循环回收利用体系，增加铝

加工生产中再生铝使用比例，提高再生

铝保级利用水平，力争实现再生铝闭环

回收。向深加工延伸不动摇。以市场需

求和效益为导向，在现有产业基础上，

向终端零部件等深加工方向延伸，提高

产品附加值，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第

三，坚持升级改造，绿色化、智能化发

展。升级改造永远在路上。坚持升级改

造，实现降成提效，既符合国家政策要

求，又是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正当其

时。绿色化是底线要求。“双碳”目标约

束、节能环保要求、资源回收再利用等

都是行业和企业应遵守的基本要求。智

能化是发展方向。实现工厂自动化、数

字化和智能化转型需久久为功。通过选

取先行先试的智能化、绿色化企业或园

区，树立标杆，推广经验，加速提升行

业智能化水平。

五是保持风险意识，做好行业自律，

打造命运共同体。行业要保持风险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关注流动性充裕下资金

脱离基本面的蓄意炒作风险，谨防铝价

大起大落；培育重点龙头企业，走“专

精特新”、产业集群发展之路，严防同

质化过度竞争；加强行业自律，避免恶

性竞争；多交流多合作，产业链相互衔

接，优势互补，力求形成协同创新发展

机制，促进全产业链均衡发展，打造产

业链命运共同体。

中国铝工业正由大国向强国迈进，

我们自信自强，稳步前行；面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面对能源资源诸多挑战，

我们和衷共济，勇挑重担；我们要奋楫

笃行，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电解铝发展立足于满足国内需求。一方

面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

控 4500万吨产能天花板不放松，优化

存量产能，鼓励消纳清洁能源；另一方

面支持在有条件的国家适度布局电解铝

产能。铝加工发展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

同时要稳出口。一方面以满足国家战略

和民生需求为主，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另一方面全力应对贸易摩擦，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稳住出口基本盘，

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积极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开拓国际市场。第二，坚

持全产业链协调发展。原生与再生协调

发展。中国电解铝需求峰值将至，再生

铝发展将进入快速增长期，但再生铝对

电解铝的替代并不是无限的，替代比例

铝企业生产车间

全铝罐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