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铝工业“十二五”发展专项规划 
 

铝广泛应用于建筑、包装、交通运输、电力、航空航天等领域，是国民经济建设、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原材料。为加快转变铝工业发展方

式，引导铝工业健康持续发展，特制定本规划。 
  发展现状 
  “十一五”期间，铝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在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

长足进步，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具备了向铝工业强国转变的产业基础。 
  （一）产量显著增长 
  据初步统计，2010 年我国氧化铝、电解铝、再生铝、铝加工材产量分别为 2894 万吨、

1577 万吨、400 万吨和 2026 万吨，分别占全球的 35.9%、39.9%、18%和 30.4%，“十一五”

期间年均分别增长 27.5%、15%、18%和 25.6%，除再生铝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外，均居全

球第一位。 
  （二）技术创新取得突破 
  自主开发的串联法生产氧化铝及利用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工艺技术、500 千安大型预

焙槽装备等已经应用和投产，新型阴极结构铝电解节能技术居世界领先。低温低电压铝电解

节能技术取得了突破。目前大型预焙槽电解铝产能占 90%以上。铝加工行业基本掌握了高

精铝板带箔及大型工业型材生产等先进工艺，高速列车铝材基本实现国产化。从赤泥中回收

铁及电解槽废内衬等综合利用技术开发取得初步成果。骨干企业技术装备已经达到或接近世

界先进水平。 
  （三）产品结构有所改善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逐步改变了“十一五”初期高精尖铝材以进口为主的局面，

2010 年出口各类铝加工材 217 万吨。铝板带箔、大型工业型材、高压阳极箔等产品质量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高端铝合金材初步满足了国家重点工程的需要。 
  （四）节能减排取得初步成效 
  “十一五”期间累计淘汰落后电解铝能力 84 万吨。2010 年氧化铝综合能耗下降到 508
千克标煤/吨，比 2005 年下降 41.6%，铝锭综合交流电耗为 14013 千瓦时/吨，比 2005 年下

降 620 千瓦时，居世界领先水平。 
  （五）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 
  到 2010 年底，国内氧化铝、电解铝企业平均规模分别为 115 万吨/年和 22.5 万吨/年，

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比 2005 年分别提高 45 万吨/年、12 万吨/年。产能在 200 万吨/年以上

的 7 家氧化铝企业占全国产能的 72%，前 10 家电解铝企业产量已占全国的 67%。 
  （六）布局调整和资源开发稳步推进 
  西部地区电解铝产能占全国的比重 51%，比 2005 年上升 5 个百分点。华东、华南地区

铝材产量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铝加工材产量不断增长。煤电铝一体化的电解铝产能有所

提高。“十一五”期间国内铝土矿勘查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6.5 亿吨。低铝硅比的铝土资源得

到广泛应用，境外氧化铝项目稳步推进。 
  同时，铝工业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电解铝产能过剩，2010 年国内电解铝开工率

只有 70%。二是节能减排任务艰巨，赤泥综合利用水平不高。三是高精尖铝材技术创新能

力不足，难以满足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需要。四是布局不合理，煤（水）电铝一体化比较低，

竞争能力弱。 
  发展环境 
  （一）环境分析 
  “十二五”时期，铝工业既面临着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和



 

工业化持续推进，为铝工业发展提供了较大市场空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交通工具轻量

化，需要铝工业提供重要支撑。企业重组步伐加快，煤电铝加工产业一体化，为铝工业发展

增添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形势，

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因素日趋强化，节能减排任务繁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对国内铝材出口不断提出反倾销，迫切要求铝工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 
  （二）需求预测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仍将平稳较快发展，铝需求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但随着再生

铝产量的增加，电解铝需求增速将会逐步放缓。综合应用弹性系数法、消费强度法、专家经

验法以及线性回归模型等多种方法预测分析，预计到 2015 年我国电解铝表观消费量将达到

2400 万吨左右，年均增长约 8.6%，电解铝产量 2400 万吨左右，年均增长 8.8% 
  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铝工业发展方式，立足国内需求，严格控制电解铝

总量，着力支持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优化布局，加快推进节能技术改造，大力发展精深加

工产品，引导电解铝产能有序转移，努力扩大再生铝规模，提高赤泥等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实现铝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总量控制。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继续严格控制电解铝产能扩张，全面淘汰落后产

能，在有资源保障地区适度发展氧化铝。 
  坚持协调发展。围绕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快布局调整，鼓励企业重组，促进煤（水）电

铝加工产业融合，实现产业规模与资源、能源、环境相协调，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统一。 
  坚持创新发展。加快自主创新步伐，着力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和共性基础技术，开发新型

铝合金及加工工艺装备，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及节能减排需求。 
  坚持绿色发展。全面推广低电压铝电解、氧化铝节能降耗等低碳技术，大力推进节能减

排，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 
  坚持两化融合。充分发挥计算机模拟仿真、智能控制等信息化技术在铝电解、深加工、

节能减排等领域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提高铝工业生产智能化和管理信息化水平。 
  （三）主要目标 
  “十二五”期间，铝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2%以上，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

全部淘汰落后电解铝产能。单位产品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降低。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高端铝材品种和质量基本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防科技工业需求。产业布局及组织结

构得到优化，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再生铝规模继续扩大，赤泥、电解槽废内衬等资源综

合利用、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等技术实现产业化。国际合作取得明显进展。 
  主要任务 
  （一）严格控制铝冶炼产能 
  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控制电解铝产能盲目扩张，按期

淘汰 100 千安及以下预焙槽电解铝和落后再生铝产能。限制氧化铝产能无序扩张。 
  （二）大力发展精深加工 
  以轻质、高强、大规格、耐高温、耐腐蚀为产品发展方向，发展高性能铝合金及其深加

工产品和工艺。加快开展航空用高抗损伤容限合金、高强度铝合金品种开发，以及铝合金薄

板、厚板、型材和锻件的工程化技术开发，满足航空及国防科技工业对高性能铝合金材料的

要求。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轨道交通用大型型材用铝合金新材料、具有较好成形性能的

汽车车身用 6016 类及 6022 类合金，以及液化天然气船（LNG）用合金板材生产技术。鼓

励加工企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向铝部件制造方向发展，为下游制造业提供加工部件及服务。 



 

  （三）调整优化产业布局 
  以满足内需为主，严格控制能源及资源不具备条件地区的氧化铝和电解铝产能。在控制

总量的前提下，积极引导能源短缺地区电解铝产能向能源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依

托内蒙古地区高铝煤炭资源，有序推进高铝粉煤灰资源开发利用。选择条件合适的区域，充

分利用国内外废杂铝资源建设若干规模化再生铝基地。鼓励加快在境外建设氧化铝及电解铝

产业园区。 
  按照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支持建设若干资源基础雄厚、产业链完整、特色鲜明、资源高

效利用、环境友好的铝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支持建设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东（中）西铝

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 
  （四）推进企业联合重组 
  按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原则，结合优化布局，支持优势大型骨干企业开

展跨地区、跨所有制联合重组。支持区域内企业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鼓励煤（水）

电铝加工一体化，提高产业竞争力。充分发挥中铝公司、中电投集团等大型企业带动作用，

形成若干家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集团。 
  （五）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围绕铝工业发展重点难点，在拜耳法高浓度溶出浆液高效分离等氧化铝节能减排技术，

赤泥综合利用，高阳极电流密度大型铝电解、低温低电压铝电解及其它新法铝冶炼技术，新

型铝合金及性能的研究，高强、高损伤容限铝合金材料开发，关键铝加工装备国产化，再生

铝高效利用等方面，进一步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大力支持高效

节能铝电解技术创新等战略联盟开展技术攻关，加快组建交通用铝、赤泥综合利用等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提升铝工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着力突破制约铝工业核心关键技术和共性

基础技术，提高产业核心竞争能力。 
  （六）加快企业技术改造 
  支持铝工业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以质量品种、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两化融

合等为重点，对现有企业生产工艺及装备进行升级改造，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重点推广

低品位铝土矿生产氧化铝高效节能技术、氧化铝生产过程余热回收利用技术，新型阴极结构

铝电解槽等低电压高效铝电解技术，电解铝液直接制备合金锭坯等短流程加工制造技术等。 
  （七）提高资源保障能力 
  进一步加强国内重点成矿地带的普查与勘探，增加资源储量。在广西、贵州、山西适度

发展具有资源保障的氧化铝产能。积极推动境外资源勘探，形成一批境外矿产资源基地。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在有条件的地区，增加再生铝产量。依托内蒙古等地区高铝煤炭资源，加

快建设高铝粉煤灰资源开发利用基地。 
  重大工程 
  （一）节能减排工程 
  目标：结合淘汰落后产能，到 2015 年力争完成 1500 万吨及以上电解铝技术改造，电解

铝直流电耗降到 12500 千瓦时/吨及以下，年节约电力 100 亿千瓦时，氧化铝综合能耗降到

500 千克标煤/吨。电解铝电耗等主要技术指标居世界领先。 
  主要内容：采用先进适用的新型阴极结构铝电技术、先进适用的氧化铝节能技术以及铝

加工先进技术，对现有电解铝、氧化铝以及铝加工生产能力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业技术装

备水平，降低物耗和能耗，增加品种，改善质量。 
  （二）高精产品工程 
  目标：掌握高端铝材核心关键技术，加速高端铝材产业化，延伸产业链，满足战略性新

兴产业及国家重大工程需求。 
  主要内容：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统一部署要求，依托优势企业、产业集聚区



 

和重大项目，积极推进新技术产业化及规模化制造。重点发展航空航天用铝合金中厚板、高

性能铝合金半固态坯料及零件，涡轮发动机压叶轮材料，6 系汽车铝合金板，2 系铝合金，7
系列铝合金，铝锂合金，深冷设备用铝合金板材，高速列车和货运列车用大型铝材，可焊铝

合金薄板，超高纯铝，高压阳极铝箔及深加工等项目。 
  依托铝加工企业，发展铝精深加工部件，鼓励生产加工一体化；在消费集中地，有序发

展特色鲜明铝精深加工产业基地，为下游装备及制造业提供部件；积极发展新型建筑节能铝

合金门窗等产品。 
  （三）资源开发工程 
  目标：通过国内外资源勘探、开发，有效增加国内资源储量及境外权益资源量。到 2015
年，新增铝土矿生产氧化铝能力 800 万吨/年。 
  主要内容：依托具有实力的骨干企业，在资源丰富的贵州、山西、广西等省区以及境外

建设原料基地。重点有中铝山西兴县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山西同德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项

目、贵州清镇年产 80 万吨氧化铝项目和山西阳泉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项目等。 
  （四）布局优化工程 
  目标：调整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高产业竞争力，实现产业与资源、能源、环境、社会

和谐发展。 
  主要内容：建立和完善高电价地区电解铝产能退出机制，积极引导能源短缺地区电解铝

产能向能源丰富的西部地区有序转移。逐步推进城市铝冶炼企业转型或环保搬迁。 
  （五）循环经济工程 
  目标：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建设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和提高资源保障

为目标的铝工业循环经济项目。到 2015 年，再生铝达到 580 万吨/年，赤泥综合利用和高铝

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实现规模化。 
  主要内容：遵循循环经济理念，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和全过程控制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降低资源消耗。加强赤泥、电解槽废内衬以及高铝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

平。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推进再生资源规模化高效利用。 
  重点支持在有产业基础的地区建设若干赤泥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在内蒙古、山西等高铝

煤炭资源丰富地区，依托大唐国际等有技术基础和实力的骨干企业建设高铝粉煤灰综合利用

工程；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和成渝经济区等具备一定产业基础的区域，改扩

建若干规模化再生铝示范工程。 
  保障措施 
  （一）强化规划指导 
  各地工业主管部门要遵循本地区主体功能定位和本规划，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制定

和调整本地区铝工业发展规划，及时与相关部门进行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 
  （二）严格行业准入 
  认真贯彻执行铝工业准入及相关政策法规。加快完善铝工业准入条件，进一步提高行业

准入门槛，严格行业准入管理。加强铝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贸易、土地、环境保护、安

全生产、电价等政策的衔接，依靠实行差别电价、调整税收及出口退税等经济杠杆，严格控

制总量扩张及初级产品出口，新增扩能项目坚持与淘汰落后及产业转移相结合，禁止在能源

供应紧张、环境容量有限的中东部地区新增电解铝产能。 
  （三）加大政策支持 
  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力度，支

持铝产业改造升级。进一步完善科研创新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在高精

尖铝材产业化、节能减排、赤泥等废弃物综合利用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给予财税政

策支持。支持符合国家准入条件的电解铝企业，积极开展直供电工作。 



 

  （四）加强资源管理 
  加强铝土矿产资源开发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强化监督管理，规范开采行为，坚决制止和

打击违法勘查开采行为。进一步推进开发整合，使铝土矿产资源向有实力的大型矿山企业集

中。保护并有序开发利用高铝煤炭资源，保证我国铝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完善行业管理 
  各级工业主管部门要加强铝工业产业政策、规划、标准的实施，及时解决行业发展中出

现的重大问题。建立健全铝工业运行监测网络和指标体系，强化行业信息统计和信息发布。

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在信息交流、行业自律、企业维权、诚信建设、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等方

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