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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行业属于“三高”行业，每一次电荒铝行业都首当其中成为受害者。铝行业发展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经济发展的限制。从优惠电价至差别电价的取消，
到当前对铝企用电提高电价及限制用电。近几年来铝企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行业的发展也陷入了沉闷状态。 
  电解铝生产企业向西北转移已经成为业内共识，目前在新疆立项及在建的产能超过1000万吨，即使年内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叫停770多亿的拟建项目也无法
逆转这一趋势。能源优势是铝产能向西北转移的重要原因，而广西等西南地区铝产能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铝土矿等资源优势，未来国内电解铝生产将由现在的
中北部重心逐渐地分化成中东部、西北、西南。 
  铝土矿、氧化铝产能也逐渐地向山东和广西两地倚重，内蒙提取氧化铝技术的成熟，以及云南文山氧化铝的开发也将带动这两地氧化铝供应格局的变
化。华东和华南两地仍然是铝加工生产的中心，但近两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铝材企业向内陆转移寻求成本优势，如广东向湖南、江西两地转移；江浙则向江
西和安徽两省转移，河南等铝企密集区本地铝材产能也大幅增长；这些都在逐渐削弱华东与华南两地的铝材生产地位。 
  国内铝行业发展的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98年。这一阶段铝行业发展的计划经济烙印很重，几乎在各省均有电解铝企业，在资源供应上计划
调配。 
  第二阶段1998-2008年，国内铝需求的快速增长等都促使国内铝行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大时代，高利润成为这个行业的标签，铝上游行业与下游加工
行业分离的特点较明显。成本和价格竞争开始受到关注，但由于整体上行业利润空间巨大，产能产量等增长一直延续原有的模式大幅增长。 
  第三阶段2008-至今年全球性经济危机成为国内铝行业的又一分界点，亏损开始成为铝行业的一种常态，产能产量过剩不断加重。能源及资源性瓶颈越来
越成为阻碍铝行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因素。沿海地区的铝加工优势逐渐弱化，行业的优惠政策不仅逐步取消，甚至逆转为严厉的控制政策，如铝企生产的电力
供应从价格优惠逐渐转变为限电及更高的电价。行业竞争越发激烈，原始的只注重生产的方式已经很难令企业在市场中生存。 
  近两年我们看到了寻求生存优势成为企业的考虑方向，大量的电解铝产能向西北能源富余地区聚集，取得能源优势成为铝企立足行业的最有力保证。无
法转移的铝企向下游拓展的现象开始增多，通过行业链延续拓宽企业的利润空间及抗风险能力是中部地区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除铝企自身的发展外，越来
越多的加工企业开始汇集到铝企周边，通过直接向铝企采铝液来减少物流成本。当然，加工企业大量汇集到铝企周边除了可以直接利用铝液外，另外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内地消费市场的成长。成本和价格被市场所关注达到了空前的地步，通过寻求资源优势，转变产品形式(铝液代替铝锭)，参与金融市场等方式已经
或正在改变着国内铝行业的发展模式。 
  中东部老工业区行业链、一定的煤电优势，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优势及水电优势，西北地区能源优势正逐渐地将国内铝工业引领到一个新的时代，铝工
业“三足鼎立”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 
  国内能源紧缺局势愈发严重让市场感受到西北电解铝企业的发展所具有的独天得厚的优势。然而，行业的竞争性发展并不完全是单一的资源火拼，未来
西北铝企能否占据绝对优势仍是未知数。如河南、山东是国内铝行业重地，两省电解铝产能分别占国内的20.5%、14.86%；两地氧化铝产能所占比重更大，均
在30%以上；河南、山东氧化铝产能产量供应着国内三分之二左右的电解铝生产需求。近两年，随着铝锭利润的走低，更多的加工企业开始向铝企周边云集，
如河南一家大型电解铝企业，周边加工企业数量在近一年内翻了一番；而在河南板带箔集中区—河南巩义，加工企业扩建产能也十分惊人，山东地区情况也
如此。市场的选择加上当地政府的促进，新的加工产能集群正在出现；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也促使着在电解铝消费模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电解铝企
业少则五成，多则七八成都由原来的发往华东、华南等地的铝锭转变为直接在周边消费的电解铝液，这正是我们在上半年所看到的因到货少而导致现货铝锭
库存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 
  上游原材料及下游市场的优势为电解铝企业赢得了继续生存的空间，通过行业链运作是化解西北电解铝产能增长风险的良药，如果再融合进行金融市场
护航，西北铝企仅凭能源优势撼动中东部铝工业地位并不易。（来源：武汉铝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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