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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再度拷问

我国电解铝的过度扩张，引发铝资源和电力

的紧张，也遭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电解铝企业

从2004年开始纷纷陷入困境，在艰难中运行。

现在电解铝的经营状况更加恶化，已导致大面积

的亏损。我们在为电解铝付出惨重代价、叫苦呼

唤政策松绑的同时，还应痛定思痛，认真理解业

内高层和专家们提出的：“中国的电解铝发展必

须是立足国内需求的发展”的战略定位。尽管现

在政策已开始朝有利于电解铝发展转向，但并非

预示着我国电解铝的宏观调控就会减弱，相反还

将会继续，电解铝的出口将会慢慢画上句号，电

解铝的发展还需接受更多的考验。

高价位氧化铝击困电解铝

电解铝的主要成本是由氧化铝和电力构成，

过去氧化铝价格相对稳定时，电价是决定电解铝

企业竞争力的关键，然而随着我国电解铝企业的

“双碰头”，电价上调和氧化铝价格高涨，电解铝

开始直面接受痛苦的“洗礼”。

记者在湖北一家电解铝企业调查了解到了该

企业在效益最好时期和现在效益最差月份的成本

帐。在2002年11月最好时期，也就是本轮氧化

铝未大涨、电价未上调前，氧化铝和电力分别占

电解铝(铝锭)的成本33％和41％。氧化铝价格

上涨和电价上调后，以2005年5月为例，两项

成本的比例为54％和29％，分别上升了21和下

降了12个百分点。但此时的比例已发生了质和

戴

量的变化，吨铝的氧化铝成本上升了4517元，

电力成本上升了223元，总成本抬高了47％，而

铝锭的价格涨幅却只有2462元，涨幅是17％，

前后两者相差竟高达30个百分点。在铝锭价格

增幅不大的情况，巨大的成本压力让电解铝企业

难以喘过气来，生产就是亏损，生产的越多也就

亏损越大。难怪该公司的负责人发出这样的感

慨：“像我们这样氧化铝有些长单，电价还算较

低的企业都是亏损，其他企业也就根本不用谈

了!整个行业的困境也就不言而喻。”

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的帐算得更为直接，并

澄清当前电解铝的困难是宏观调控造成的误解。

他一一列举了影响电解铝效益的三方面因素权

数：一是氧化铝价格上涨的影响。两三年前氧化

铝的平均价格每吨2000元左右，现在上涨到

4300元至4700元，一度超过5000元，仅此一

项，电解铝的平均成本上升5000元左右；二是

电价上调的影响。在取消部分企业原有的优惠电

价后，国家又对电价进行调整，各电解铝企业调

整幅度不同，有些目前并没有实施，估计影响电

解铝的成本也就在300-700元不等；三是减少出

口退税的影响。2004年国家对电解铝出口退税由

15％下调到8％，电解铝出口每吨减少收入约

600-1000元。2005年国家取消对电解铝出口税

率，加征5％的关税，电解铝的出口每吨再度减

少的收入约在1500元。但需说明的是，我国的

电解铝企业众多的产量还是在国内消化。因此出

金屠世界 2005年第5期 O  万方数据



口退税率的调整对大多数企业没有直接影响。由

此我们可以看出，电价上调和出口退税率调整对

电解铝生产的影响远小于氧化铝价格上涨的影响，

真正影响电解铝企业效益的症结就是氧化铝的价

格。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2004年整个

铝业的经济效益好于上年，但实现利税和利润主

要集中在氧化铝企业，独立电解铝企业经济效益

逐月下降，亏损面加大。2005年开年后，这种状

况继续恶化，现亏损面已达80％以上，许多企业

已关闭停产。

更多进口氧化铝的价格变数

面对电解铝当前的这种困境，已引起了国家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开始从源头上松动对进

口氧化铝的政策。2005年6月，商务部正式通知

12家电解铝企业，给予氧化铝一般贸易进口资格。

而在此前国家是严格把控的。

为实施对电解铝的总量控制，保护国内的氧

化铝工业，早在2001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出台

了对氧化铝进口实施自动登记管理的文件，并规

定了氧化铝加工能力在5万t以下(不含5万t)

的加工生产企业原则不予审批。这之后的几年里

氧化铝的进口权主要在中铝和五矿以及国内的6

家电解铝公司手中。然而随着我国电解铝产能的

迅速扩张，后来居上的大型电解铝企业已对少数

几家企业把持进口权感到不满，并呼吁国家放开

对氧化铝的进口“管制政策”，以解决氧化铝价格

过高的问题。日益壮大的电解铝企业也开始撼动

原取得氧化铝进口资质贸易企业及几家电解铝公

司的地位。经调查，仅2003年年产量达到10万t

的电解铝企业就己达16家。可由于国家自2003

年下半年以来和2004年后更为严厉的宏观调控措

施，氧化铝的进口政策不仅没能放松，相反却收

得更紧，并停止了对氧化铝进口加工贸易的审批，

处在众矢之的的电解铝企业哭喊无门，只能忍气

吞声。

但是电解铝不断恶化的经营形势，让电解铝

企业越来越坐立不安了，疾呼放宽氧化铝贸易政

策。而且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许多电解铝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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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停建或缓建，没有新的审批项目，于是国家也

开始有保有压地着手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电解

铝企业的解救了。现已将氧化铝进口资质企业扩

至20家，给电解铝企业带来了福音。

更多的企业可以从国际市场上采购氧化铝，

氧化铝的价格就可以降下来，这些企业能够采购

到足够的氧化铝吗?记者就此采访了长期从事国

内外氧化铝市场研究的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

公司铝镁部高级分析师王飞虹。他对氧化铝进口

“有限放开”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说这类企业由于

减少了进口诸多环节，氧化铝进口价格肯定是会

降低。由于只是贸易方式的转变，这12家企业采

购氧化铝的量也不存在问题。不过12家电解铝企

业的采购很难说会影响到进口和国产氧化铝的价

格，即使回落也是有限的，这完全取决于氧化铝

市场的供应量。

长期以来，国外的氧化铝市场都是长期合同，

现货只占到10％。这两年基本上没有新增产能，

而国内今明两年可新增的氧化铝产能也就约280

万t，并且主要集中在中铝，氧化铝缺口依然很

大。2004年我国进口氧化铝达588万t。因此价

格还会在高位运行，不过到2007年随着众多国内

外氧化铝产能释放，氧化铝缺口会大大减少，价

格一定会有明显的回落，但当前电解铝企业还要

接受高价氧化铝的挑战。

出口铝锭就是出口能源之解

而与之氧化铝进口政策相配套的是，我国对

铝锭的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也是一变再变。在2004

年1月将未锻轧铝及铝合金(铝锭)税率由15％

下调到8％的情况下，2005年1月起又取消了8％

的出口退税率，并征收5％的出口关税，再生铝同样

也被征收了5％的出口关税。考虑到再生铝企业的

实际，以及对国内铝市场的冲击，加之出口的未

锻轧的再生铝合金占到出口量的80％，经国务院

批准，从2005年7月1日起，取消了对未锻轧铝

合金的出口关税，也使得原生铝合金企业从中受

益。但对这一政策我们应正确解析，这将更有利

于我们准确把握国家的宏观调控，理解国家的政

策，调整今后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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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国家对电解铝的宏观调控，除了

本身产能的过快增长，铝资源的紧张外，还有一

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电解铝属于高耗能产

业，和众多的高耗能行业一样，过快增长直接导

致了能源电力的紧张。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全国

大部分地方不得不拉闸限电，直到现在这种局面

也还没有缓解。同时过快的电力需求，使能源环

境不堪重负，引起了我国高层对产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思考，于是出台了限制高耗能产业过度增

长的有关政策，包括上调电价，监控环保，控制

用地，紧缩银根等。而出台严格控制高耗能、高

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政策也就显得更为紧迫

和必要了。

2004年我国电解铝产量达到667万t，吨铝

平均综合交流电耗14683度，总计消耗电量同比

增长17．1％，较全国工业用电量的增长率16．4％

高出0_7个百分点。2004年我国净出口未锻轧铝

及铝合金65．1万t，就相当于出口了95。6亿度电

量，约合360万t标准煤。当然这种算法与说法并

不十分科学，但所说明的问题是应引起我们深思

的。

我国电解铝企业使用的大多是火电，如此大

规模的出口铝锭，无论是原生铝，还是再生铝，

实际上出口的都是我们宝贵的能源和随之带来的

严重环境污染。出口铝锭也就等同于出口了能源。

反之进口价格合理的铝锭也就是进口了能源和资

源。因此，从这个层面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国家宏

观调控的政策了。置身中国国情之下，发展电解

铝只能是满足鼠电需求甑战略定位。无论是原生

铝合金，还是再生铝合金出口企业都要做好出口

可能还会被征收关税的准备，从长计议行业的发

展。

适应政策者才能生存。对于我国铝工业的发

展，我国铝加工业的专家们，对电解铝的宏观调

控也有着同样的理解与支持：我们不应再盲目出

口铝锭，而应该走进口铝锭出口高附加值铝材之

路。深谙我国铝加工业的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

限公司的王祝堂教授对中国电解铝和铝加工业非

常有信心。

电解铝脱困还需等待时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需要一个稳步增长的电解铝工业。尽管电解

铝属于高耗能和环境污染的产业，但中国依然要

发展电解铝。业内专家们非常赞同国家发改委肖

春泉处长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达世

界的21％，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

的事情不能照搬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经

验。中国的发展，应该是综合性的协调发展，原

材料工业也应健康发展。这次对电解铝的调控，

必将促进铝工业上下游之间，铝工业与相关产业

间的协调发展。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曹宝奎主任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中国电解铝工业应与国民经

济发展相适应，立足国内需求，做优做强。他预

计2010年，中国原铝的年消费量将在1050万t

左右，中国目前的电解铝的生产能力只能满足

2008年前的需求。而未来中国电解铝的需求主要

是靠自己。

从电解铝的外部发展环境来分析，国家有关

政策将继续向符合产业政策的电解铝企业倾斜，

近期众多的氧化铝项目上马包括海外资源开发，

以及电力紧张状况逐步缓解，电力体制的改革，

具有丰富水电和火电的企业实施电力直供，将促

使电力企业与电解铝企业的联营。同时，电解铝

企业经过此次氧化铝价格冲击也开始借鉴国外企

业的成功经验，学会了两条腿走路和利用国内外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国内电解铝企业开始与国

内最大氧化铝生产商⋯一中铝的战略合作，这势
必推动双方共赢发展。同时众多的电解铝企业投

资铝加工将延伸产业链，提高铝锭的附加值，电

解铝企业的经营环境将会大大改善。

面对我国电解铝现实的境况和潜在的市场，

让我们引用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铝镁部

高级分析师王飞虹的一句话来勉励所有的电解铝

企业： “未来这几年，中国铝市场的趋势是加速

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趋于一

致。对中国的电解铝厂家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痛

苦的过程，但在这个进程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将

在3-4年后享受丰盛的市场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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