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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14 省电解铝产业面面观

—中国电解铝区域及企业竞争力分化研究专题
 

内容摘要 

                                 

 

1954 年，“中国第一铝”抚顺制铝厂第一期铝产能投产，60 年来，

中国电解铝行业一路突飞猛进，2003 年跃居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解铝生产

区域，如今已占据世界电解铝行业半壁江山。同时，行业发展催生了众

多电解铝生产大省：山东、新疆、内蒙古、河南等等。产业格局日新月

异、成本博弈愈发激烈，区域竞争力不断变迁。

本文选取中国电解铝生产 14 省，依次介绍区域电解铝产业现状、

量化计算 2017 年区域成本分化情况、并预测各区域未来发展潜力。

依据各自禀赋及上下游产业结构，电力成本、氧化铝自给及运输、

下游销售、当地政府政策是区分区域间竞争力大小的最主要因素。本文

自下而上依次测算所属区域生产成本（含电力成本、氧化铝成本、阳极

炭块成本、制造费用）及期间费用，并根据不同煤炭、氧化铝、阳极炭

块价格假设，量化测算区域电解铝现金成本、生产成本及完全成本。根

据计算结果，中国电解铝区域竞争力分化如下：

一类区域：山东、新疆、内蒙古、陕西；

二类区域：宁夏、山西、甘肃、云南、贵州、河南；

三类区域：青海、四川、广西、重庆

未来，电改号角吹响、大用户直供电推行、局域电网建设、下游

产业群兴起、区域产业政策变化，电解铝区域竞争力分化将狼烟再起。

甘肃、宁夏、四川、内蒙古、山西、广西将从不同程度受益，部分省份

如重庆对于电解铝生产难有竞争力。

http://www.chinaratings.com.cn/


1

电解铝区域竞争力分化专题

1

根据中债资信电解铝区域竞争力分化专题的结论，我们对我国主要发债及上市电解铝企业目前

竞争力及未来竞争力进行分析、预测。企业名单、所在地和产能情况详见下表，目前及未来竞争力

情况欢迎联系中债资信市场部交流。 

中国发债及上市电解铝企业成本情况及未来竞争力预测 

发债/上市电解铝企业 所属区域 电解铝产能 1（万吨） 

山东宏桥 山东 832 
中国铝业 青海、山东、内蒙古、贵州、甘肃、山西 380 
南山集团 山东 85 
神火集团 河南、新疆 160 
青海投资 青海 95 
杭州正才 内蒙古 105 
国电投 内蒙古、重庆、青海、四川 275.1 
云铝股份 云南 115 
天山铝业 新疆 140 
中孚实业 河南 73 
万基铝业 河南 60 
焦作万方 河南 42 
广西投资 广西 45 
酒钢集团 甘肃 187.8 
东方希望 内蒙古、新疆 246 
百色百矿 广西 30 
陕西有色 陕西 60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注：1、产能为 2017 年 3 月末数据。 

一、研究主体： 

区域竞争力分化研究主体为：山东省、内蒙古、新疆省三处电解铝生产大省，山西、河南等

中部省份，陕西、宁夏、甘肃等西部省份，以及其余重庆、青海、云南、贵州、四川五省，上

述 14 省电解铝产能占到全国总产能的 95%，基本实现产能完全覆盖。本文根据目前全国电解

铝产业格局，量化计算各省电解铝成本数据，并依据未来发展方向预测各区域发展潜力。 

二、研究思路： 

由于电解铝行业产品同质性很强、销售价格统一、生产技术差别相对较小，因此行业竞争力主

要体现在生产成本以及销售运距方面。 

依据电解铝成本构成，将完全成本分解为电力成本（含自备电及外购电）、原材料成本（包括

氧化铝成本、阳极炭块成本和氟化盐等辅料）、制造费用、期间费用四大部分，以区域为单位，分

维度测算电解铝现金成本、生产成本和完全成本，并按照成本高低分类排序，具体测算方法详见下

文。最后，结合电力改革、下游产业群兴起、局域网建设、政府扶持等重大影响因素，预测未来中

长期中国电解铝区域分化格局。 

若无特殊说明，本文数据均包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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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电解铝产能分布 图 2：电解铝成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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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三、区域分化要素： 

剔除企业管理、文化等人为因素，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主要为电力成本、氧化铝成本、运距

运费、政府电力政策。 

1、电力成本： 

每生产一吨电解铝需要消耗电力 13200~13500 千瓦时，因此电解铝企业用电成本每降低 0.1 元/

千瓦时，可贡献至少 1320 元/吨的毛利润，相当于将氧化铝入新疆以及电解铝出疆的全部运费。因

此相较于运输成本，电力成本仍是区域分化最大的影响因素。 

2、氧化铝自给及运输： 

氧化铝是生产电解铝的重要原材料，产能分布集中于山东、河南、山西、贵州、广西、云南等

地。目前国内氧化铝产能超过 50%为电解铝企业配套产能，但是电解铝和氧化铝生产区域错配，导

致除山东地区外，大部分企业仍需跨省采购氧化铝；氧化铝采购运费对企业生产成本最多影响约

700 元/吨（新疆地区）。 

3、下游销售费用： 

电解铝生产后可铸锭或以铝液形态对外销售，若电解铝产能周围配套下游铝加工产业集群，直

接销售铝液可减少铸锭、存储、运输等成本。若区域内铝材产量可基本消化电解铝产量，电解铝企

业区域销售成本较低，反之则须跨区外运，承担更高的运输费用。 

4、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对企业用电影响很大，具体表现为：（1）自备电企业：过网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的征收以及自备电网的审批；（2）外购电企业：大用户直供电政策、外购电价等方面；（3）环保

核查限产以及不合规产能清查。由于国家电解铝供给侧改革政策目前尚未明朗且合规产能清查多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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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行为，本文区域竞争力分析暂未考虑不合规产能清查影响。 

四、区域电解铝产业现状简介： 

山东： 

（1）电力成本：山东地区无铝土矿及煤炭资源优势，但自备电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自备电

比例近 98%。由于区域政策的原因，魏桥铝电、信发铝电孤网运行（占山东地区全部产能比例超过

84%），无需缴纳过网费 1，电力成本优势较强；但由于山东为煤炭净流入省且主要依赖公路运输，

煤炭价格和公路运费的上涨影响区域内用电成本。 

（2）氧化铝自给及运输：依托山东地区港口资源，区域内电解铝企业通过进口铝土矿生产氧

化铝（氧化铝自给率约 75%）；在氧化铝价格高于 2000 元/吨时 2，区域内氧化铝产能可以盈利，因

此绝大部分时间内区域内企业拥有氧化铝自给优势。 

（3）下游销售：山东地区铝材产业集群全国最大，已形成围绕魏桥与信发的两大铝材产业集

群，其中魏桥液态铝合金销售比例超过 85%，销售铝液可节省铸造制造、运输、存储等相关成本

200~300 元/吨。 

（4）政府政策：环保审查严格，制约区域内产能及产量增长。 

新疆： 

（1）电力成本：区域内企业自备电比例约 94%。煤炭开采成本很低且煤质很好，由于交通运

输不便，区域封闭性强，煤价相对稳定且处于全国最低水平，2017 年以来发电成本约 0.09~0.13 元/

千瓦时，对应电解铝电力成本 1215~1755 元/吨。 

（2）氧化铝自给及运输：周边无配套氧化铝产能，氧化铝采购主要来自河南及山西地区，采

购运费约 400 元/吨；区域内企业可基本实现阳极炭块自给，节省部分原材料成本。 

（3）下游销售：疆内铝材产能较少，电解铝销售运费约 400 元/吨。 

（4）政府政策：对产能扩张支持力度较大，且不限制企业建立自备电网。 

内蒙古： 

（1）电力成本：电解铝产能主要集中于距离上下游相对较近的蒙东地区，自备电比例约

89%。煤炭成本较新疆高约 20%~30%，电解铝企业另需缴纳 0.06 元/千瓦时过网费，电力成本高于

新疆约 1000 元/吨。 

（2）氧化铝自给及运输：可以享受运煤铁路通道的便利，包头地区和霍林河地区氧化铝采购

运费分别约 100 元/吨和 300 元/吨。 

（3）下游销售：区域内铝材产能近 300 万吨，同时正在新建下游产业群，产业集群效应强于

新疆，可节约销售运费 200~400 元/吨。 

（4）政府政策：鼓励建立以霍林河地区和包头为中心的铝产业集群，并建设自备电网。 

陕西：电解铝产能约 75 万吨，全部被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其中约 60 万

 
1 全国各省过网费在 0.02~0.12 元/千瓦时不等。 
2 近年来，仅有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氧化铝价格低于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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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为榆林镁铝合金项目，位于榆林煤炭生产地，100%自备煤、电，发电成本与内蒙古地区相近；

无配套氧化铝产能，运费与内蒙古地区相近。省内铝材产量较少，产品主要销往河南等地，运输成

本约 200 元/吨。 

宁夏和甘肃：电解铝产能合计 449 万吨，占全国产能的 11.25%；自备电比例约 50%，具有一

定自备电优势。宁夏和甘肃地区电解铝产能相对集中，主要为国电投、酒泉钢铁及兰州地区电解铝

企业。其中，国电投下属宁夏青铜峡铝业尽管拥有部分自备电，但 2015 年以前使用网电，用电成

本约 0.38 元/千瓦时，2015 年亏损约 12 亿元；目前已形成铝电联产机制。甘肃地区电解铝以酒钢

为主，自备电比例约 70%，但煤炭采购价格处于行业内中等水平，发电成本并无明显优势；2015

年电解铝板块亏损约 12 亿元。其余电解铝企业自备电比例较低，竞争力弱。氧化铝采购和销售方

面，由于区域内氧化铝及铝材产能很少，企业采购及销售“两头在外”，估算运输费用在 500~800

元/吨之间，处于行业内较高水平。 

广西：煤炭价格处于全国最高水平，火电发电成本很高。广西省电解铝产能主要集中于广西投

资集团、信发集团和百色百矿。由于发电成本很高，企业用电成本约 0.45~0.50 元/千瓦时，处于很

高水平。广西地处铝土矿和氧化铝产地，具有一定原材料采购优势；下游铝材产量规模较大，企业

运输成本较低。百色地区已经建成自备电网，可节省过网费，部分企业受益。 

云南和贵州：产能合计约 290 万吨，占全国产能比例约 6%，电力全部依赖外购。2016 年，受

益于水电装机规模较大、发电成本较低及电力改革的推进，贵州和云南地区分别给予中铝贵州和云

铝股份很低的大用户直供电价，分别约为 0.28 元/千瓦时和不高于 0.27 元/千瓦时，售电政策有所松

动。2017 年由于煤炭价格上涨，两地直供电价格上涨约 0.04~0.06 元/千瓦时。此外，两省地处铝土

矿及氧化铝产地，区域内原料采购价格较低。贵州电解铝省内销售，云南省铝材主要由云铝股份加

工，其余部分销往两广地区。 

四川和重庆：四川电解铝产能约 92 万吨，以小规模电解铝厂为主，电力全部依赖外购；附近

区域如重庆地区氧化铝产能约 150 万吨，但产能利用率不足 40%，因此四川省氧化铝采购优势有

限。下游铝材产能可消化电解铝产量。重庆电解铝产能约 60 万吨，全部使用外购电 3，用电成本高

于 0.50 元/千瓦时，处于行业最高水平。配有氧化铝产能，但由于生产成本高企，氧化铝产能开工

率不足 40%。区域内铝材产能可消化电解铝产量，且享有水路运输优势，运输成本较低。 

河南： 

（1）电力成本：区域电解铝产能约 400 万吨，自备电比例近 60%，但由于河南煤炭价格处于

电解铝分布区域中较高水平且自备电需缴纳 0.08~0.10 元/千瓦时左右的过网费，因此用电成本处于

自备电企业中较高水平（高于部分大用户直供电价格），无明显电力成本优势。 

（2）氧化铝自给及运输：河南为铝土矿及氧化铝大省，氧化铝产量可满足区域内企业需求，

采购成本较低。 

（3）下游销售：下游铝材产业集群规模较大，可完全消化区域内电解铝产量，企业销售费用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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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政策：鼓励建设局域电网。 

青海：电解铝规模约 300 万吨/年，除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约 70 万吨具有自备电外，其余

产能均无自备电，但青海省政府给予较低的用电价格。无配套氧化铝产能且省内铝材产量较少，内

外运输成本较高。 

山西：电解铝产能约 130 万吨，大部分企业使用外购电。由于区域内火电供给过剩，购电价格

处于全国中等偏低水平。山西省为铝土矿及氧化铝产地，区域内原料采购价格较低；省内铝材产能

较小，铝材主要运往河南等地销售，运距较短。 

五、2017年区域成本测算方法： 

1、2017 年煤价测算方法： 

根据历史数据回归，全国电煤价格指数和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呈现线性关系 4。根据历史走

势，除新疆外，其余各省电煤价格指数同环渤海动力煤(Q5500K)价格指数高度线性相关，经测算，

可认为上述省份电煤价格指数变动比例同环渤海动力煤保持一致。因此煤炭价格测算时，除部分特

殊区域外，以各省电煤价格指数为基础 5。 

部分特殊区域情况：新疆地区由于外运成本高、区域封闭性强，历年煤炭价格较稳定，仅会伴

随全国煤炭价格波动小幅波动，因此假设新疆地区 2017 年煤炭价格上涨幅度大幅弱于环渤海动力

煤。陕西地区电解铝自备电产能全部位于榆林地区，该部分产能配套自有煤矿，可满足发电自用，

因此考虑到其极低的煤炭成本、历史榆林地区煤价与陕西全省煤价关系，认为榆林地区煤炭价格约

为陕西省均价的 70%。 

 

 

 

 

 

 

 

 

 

 

 

 

 

 
4电煤全国价格指数=0.844*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0.179（R2约为 0.904） 
5 由于企业实际煤炭采购价格普遍低于区域内煤价平均值，因此此处估算煤炭采购价格或高于实际采购价格

20~40 元/吨不等；特殊区域采购价格接近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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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样本省份电煤价格指数表现（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2、自备电企业用电成本测算方法： 

自备电企业用电成本=煤炭成本+折旧成本+期间费用及其他维检费用+过网费。发电成本：火

电发电成本，因此根据各省电煤价格指数、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数、年折旧成本、期间费用估算区域

内电解铝企业发电成本。此处暂不考虑自备电企业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影响。 

表 1：自备电企业发电成本测算 

发电成本构成 影响因素 

煤炭成本 煤炭价格、煤耗 

折旧成本 投资成本、发电利用小时数 

期间费用及维检费用 发电利用小时数、其他各项费用 

过网费 
魏桥铝电、信发铝电、东方希望新疆地区、霍林河地区少数企业孤

网运行，无须缴纳；其余企业需缴纳 

3、2017 年外购电成本测算方法： 

大用户直供电交易由来已久，各省市实施情况进展不一。2016 年 11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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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国家能源局三部委联合发布“通知”，对于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范条件等国

家产业政策并且单位能耗、环保排放达到国家标准的有色金属企业，应全部电量参与电力直接交

易，不受电压等级限制。交易价格和交易电量由通过与发电企业自由协商、集中竞价等方式确定，

并按规定支付输配电费、缴纳政府性基金、承担政策性交叉补贴。 

目前为止，约 14 个省份和地区先后公布不同电压等级输配电价，鉴于上述政策及目前输配电

改革推行力度，本文认为样本省市电解铝电力外购企业全部参与直供电交易。 

外购电企业购电成本与当地发电企业边际发电成本关联性很高，测算方法如下： 

（1） 由于发电企业上网电量为政策决定，直供电度电收入是否覆盖其边际发电成本是发

电企业是否参与直供电交易的决定因素，最终直供电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 

（2） 发电企业在满足自身上网电量后，边际发电成本主要为煤炭成本；另外 2017 年全国

煤电标杆上网电价不调整，发电企业盈利空间受到压缩，参与直供电提高盈利动机

增强。因此，将“发电煤炭成本+0.016+输配电价”（以下简称“方法 1”）作为当地

直供电价指导价。 

（3） 煤炭成本依据该省煤炭价格、全省平均供电煤耗计算得出，此处煤炭价格假设与

“自备电企业用电成本测算方法”中一致。 

表 2：外购电成本测算 

发电成本构成 影响因素 测算假设 

煤炭成本 煤炭价格、供电煤耗 
供电煤耗约 310~330 克/千瓦时（各省

不同） 

输配电价 政府决定，与当地电力缺口关联度大 

已公布输配电价省份，采用公布电价；

未公布省份，与临近处于相同电力状态

7的省份类比估算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4） 贵州、四川、广西、云南四省中，水电在当地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且水电对

当地能源价格的影响已通过电网销售价格体现。2016 年，上述四省水电发电量占比

分别为 37%、47%、83%、87%。根据公开信息，上述四省直供电价格一般低于网电

价格 0.04~0.10 元/千瓦时，网电价格已考虑水电价格影响。因此通过“方法 1”、“网

电价格-0.04 元/千瓦时”孰低者作为 2017 年该省外购电价格依据。 

（5） 考虑到青海实行“铝电联动”政策，2016 年约定以现货价 11000 元/吨对应电价

0.285 元/千瓦时为基准，铝价每涨 100 元/吨则电价上浮 0.006 元/千瓦时，并以 0.385

元/千瓦时为价格上限。由于 0.385 元/千瓦时对应铝价为 12666 元/吨，且 12500 元/

 
6 0.01 元/千瓦时作为发电企业的边际盈利空间。 
7 相同电力状态表示：电力过剩（缺口）量 

http://alu.ccm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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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处于中债资信 2017 年电解铝价格预测中枢，认为 2017 年青海省电解铝企业外购

电价格约 0.375~0.385 元/千瓦时。 

图 4：青海省铝电联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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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4、氧化铝成本测算方法： 

中债资信调研发现：（1）中国铝业、山东宏桥、山东信发、杭州锦江、国电投集团、云铝股

份、南山集团、东方希望电解铝产能占全国产能的 50%以上，基本可实现氧化铝自给。（2）上述企

业下属氧化铝产能占全国氧化铝产能比例超过 80%，但除山东地区山东宏桥、山东信发、南山集团

外，其余电解铝企业电解铝和氧化铝产能存在区域错配，且无法归结为统一的区域特征。因此，在

区域分化研究中，认为仅山东地区具有氧化铝自给的区域优势 8。考虑到自给氧化铝的盈利空间，

认为山东地区氧化铝成本低于市场价格 700 元/吨左右。 

根据距离主要氧化铝产地（山东、山西、河南、广西、贵州）的运距，运费加成市场均价，作

为区域的氧化铝采购成本。 

 

 

 

 

 

 

 

 

 

 
8 云南、河南、贵州等地部分企业亦拥有氧化铝自给能力，但主要体现为企业分化层面，在区域层面暂不做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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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国氧化铝运输格局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注：绿色区域代表氧化铝生产省份，红色区域代表氧化铝采购省份。 

5、阳极炭块成本假设： 

国内约 50%电解铝企业自备阳极炭块产能，独立阳极炭块产能主要分布于山东和河南地区。区

域间阳极炭块价格分化较小（最高价-最低价约 100 元/吨，影响电解铝生产成本约 50 元/吨），本次

测算中暂不考虑阳极炭块采购价格差异，假定市场均价为阳极炭块采购成本。 

6、制造费用假设： 

制造费用主要包括折旧成本等非现金成本和人员工资、维修费用等现金成本，各区域间基本无

分化。 

折旧成本：根据电解铝投资成本及折旧年限，吨铝折旧约 400 元/吨 9。 

其余成本：与公司管理效率、人员工资、人均产铝量等关联较大。民营企业人员工资普遍低于

国有企业，人员负担较轻。但受公司特征影响较大，区域特征影响较小，认为区域间不存在分化，

行业平均水平约 400 元/吨。 

7、期间费用假设：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与企业个体有关，区域特性无关，因此各区域不存在分化。 

销售费用：电解铝属于标准化商品，营销费用较少，其销售费用主要为运费。根据各省省内铝

材消化能力及最近的电解铝吸纳省，测算该省电解铝加权运费，由于汽运超过 500 公里，相较火车

运输并无优势，由于氧化铝及电解铝采购半径很大，此处采用火车运费作为运费计算依据。依据当

 
9 由于近年来电解铝投资成本快速下降，新建电解铝产能折旧规模小于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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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业集群情况，省内销售费用为 20~40 元/吨；省外销售费用为距离目的地运费，两者加权得

出。 

另外，考虑到电解铝销售价格亦具有区域特性，河南地区电解铝价格最低，广东地区电解铝价

格最高：P(广东)≈P(山东)+50≈P(河南)+140，因此以河南地区作为基准，扣减运至山东及广东地

区的电解铝运费。 

图 6：各省份电解铝外运情况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注：图中红色部分代表铝下游需求最高，绿色部分代表铝下游需求不足。 

表 3：期间费用测算 

名称 假设依据 

财务费用 
根据吨铝投资金额、行业平均债务率及融资成本

综合测算 

管理费用 根据行业平均水平估算 

销售费用 
根据电解铝企业所在地、当地铝材消化能力、省

内销售运费、运至最近铝材消化省份运费加权得

出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六、主要原燃料价格假设： 

根据上文测算方法，附加主要原燃料（煤炭、氧化铝、阳极炭块）价格假设，即可得到各省电

解铝成本。原燃料价格为影响电解铝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本文根据不同主要原燃料价格假设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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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生产成本。扣除极端情况 10，原燃料价格只会影响区域内绝对生产成本，不会影响区域间竞

争力相对位置。 

表 4：原燃料价格测算假设 

原燃料价格 
假设一 

（元/吨） 
假设二 

（元/吨）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Q5500K) 550 600 

氧化铝 2500 3000 

阳极炭块 3500 4000 

本文预测，2017 年环渤海动力煤价格(Q5500K)、氧化铝、阳极炭块将处于以上价格区间，原

因如下：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Q5500K)：煤炭价格受行政干预较明显。2016 年末，神华集团、中煤集

团、华电集团和国电投 4 家大型煤电企业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确定 5500 大卡动力煤的基础价为

535 元/吨；此外，根据中债资信煤炭组测算，环渤海动力煤价格（Q5500K）在 550 元/吨左右，国

内大部分煤炭企业经营性业务可保持盈利，因此本文将 2017 年环渤海动力煤(Q5500K)均价下限定

为 550 元/吨。另外，根据《关于平抑煤炭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备忘录》，当煤炭价格高于 600 元/

吨，国家将启动“平抑价格异常波动响应机制”，因此假设煤炭价格波动上限为 600 元/吨。 

氧化铝：2017 年，前期电解铝大规模复产带来的氧化铝供需错配不再，由于中国氧化铝供需

格局宽松，价格下行空间很大，存在一定可能下行至历史均衡点 2500 元/吨左右。由于 2017 年环

保限产政策或影响氧化铝产量约 400~500 万吨，结合其他影响产量的突发事件（如临时环保检查、

国际会议、自然灾害等），因此氧化铝价格上限定为 3000 元/吨。 

阳极炭块：阳极炭块产能过剩，环保限产成为影响其价格的主要因素。由于阳极炭块生产过程

中伴生排放硫化物、氮化物，大气污染严重。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的征求意见稿》，采暖季达到排放限值，限产 50%，不达到排放限值的企业，限产 100%。因此

将当前环保因素推动下的阳极炭块价格 4000 元/吨作为价格上限，3500 元/吨作为价格下限。 

七、区域竞争力分化测算结果： 

根据前文假设，得出 2017 年中国电解铝主要生产省份生产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成本

（含现金成本、生产成本、完全成本）全部为含税成本，具体成本数据详情可咨询中债资信市场

部。 

依据 2017 年样本省份成本预测表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三类区域（一类、二类、三类），竞争

力强弱依次递减： 

一类区域：新疆、山东、内蒙古、陕西； 

二类区域：宁夏、山西、甘肃、云南、贵州、河南； 

三类区域：青海、四川、广西、重庆 

 
10 极端情况主要为：铁路运费大幅上涨、氧化铝和煤炭价格暴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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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全国电解铝生产省份竞争力划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八、未来中国电解铝区域分化格局展望： 

根据上文，电解铝生产完全成本最高与最低值相差约 5000 元/吨，区域间竞争力格局分化明

显。预计未来，影响区域竞争实力的因素主要取决于：（1）大用户直供电推行，降低外购电企业

用电成本，受益省份主要为：甘肃、宁夏、云南、贵州、四川。（2）局域电网建设，降低自备电企

业过网费，短期受益省份为内蒙古、山西、宁夏、广西；根据“十三五”规划 11，中长期新疆、宁

夏、贵州、河南将受益。（3）下游产业群兴起，受益省份为内蒙古、新疆。（4）区域产业政策，环

保政策将降低山东和河南地区大部分电解铝企业冬季供暖期产能利用率、自备发电机组利用小时

数、氧化铝自给率，进而推高区域内企业平均生产成本。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未来中国电解铝区域

分化格局（三类区域）基本保持不变，区域内部竞争力再度分化。 

 

 

 

 

 
11有色金属“十三五规划”提出，探索在百色、霍林郭勒及包头、新疆五彩湾、兰州连海地区、青铜峡与宁

东、黔中及黔西南、运城和吕梁、豫西北等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局域电网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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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中国电解铝生产省份未来竞争力变化 

区域类别 省份 未来竞争力变化影响因素 竞争力相对表现 

新疆 全国煤炭价格越高，新疆竞争力越强 相对稳定 

山东 环保限产等政策因素 相对下降 

内蒙古 下游产业群兴起及区域电网建设 相对上升 
一类区域 

陕西 目前区域内榆林地区电解铝模式可复制性差 相对稳定 

宁夏 大用户直供电推进 相对上升 

山西 煤炭、铝土矿、下游铝材优势 潜力很大 

甘肃 大用户直供电推进 相对上升 

云南 区域内电解铝企业已享受低电价政策 相对下降 

贵州 区域内电解铝企业已享受低电价政策 相对下降 

二类区域 

河南 产业链结构相对成熟，未来政策红利较少 相对下降 

青海 煤炭价格较高、运输瓶颈、大用户直供电推行 依然较弱 

四川 低成本水电带来成本节约 相对上升 

广西 局域电网建成及大用户直供电 相对上升 
三类区域 

重庆 区域内用电成本难以下降 依然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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