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數年，在產能
過剩、持續虧

損、調控收緊的情況
下，鋁行業日子並不

好過。不過，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副會長文獻軍接受內地
媒體訪問時稱，鋁業近況不可一概而論，細分來看，鋁冶煉
企業確實比較困難，鋁加工企業卻發展勢頭良好。「如果說
鋁產品生產過剩，那是針對普通產品而言，高端產品永遠是
稀缺的，中國真正能在全球做出高端產品的企業還太少。」
近期，包括中國忠旺、神戶製鋼等國內外鋁業巨頭，競相

在天津開工其大型鋁加工項目，且目標市場多瞄準了汽車鋁
板。企業的熱忱，也讓外界產生「扎堆趕場」的擔憂。
文獻軍強調：「我們總在說產能過剩，這個過剩不是絕對

的，而是結構性過剩，低端產品賣不完，高端產品不夠賣，
這才是現實。」事實上，鋁的性能優良，大至航天飛機、高
端裝備，小至包裝容器、鍋碗瓢盆，都離不開鋁；鋁既是重
要的結構材料，直接促進了飛機、高鐵等現代發明的出現，
又是重要的功能材料，成為新材料、高端裝備製造和新能源
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礎支撐。鋁的重量輕，有利於減輕產
業鏈下游的運輸和使用成本；鋁的可回收性能好，理論上可
以全部進行循環利用，被譽為金屬中的「長壽之王」，自從
1886年以來，全球總共生產了7.61億噸鋁，其中有5.29億噸目
前仍在使用中。
隨 環境壓力與日俱增，近幾年「以鋁代鋼、以鋁節銅、以

鋁代木」的說法越來越多，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也從2012年
開展「綠色鋁宣傳、擴大鋁應用」系列活動。文獻軍表示，這
不僅因為上述鋁的優良性能，還因為我國具體國情決定了必須
擴大鋁應用，實現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並行不悖。
而他個人最為看好交通領域對鋁消費的提振。交通運輸行

業是鋁的第二大消費行業，將是中國未來鋁消費增長最快的
行業。在交通領域，中國人均鋁消費量與美國的差距更大。
中國2009年交通領域人均鋁存量僅佔美國5%，這一低比例近
幾年並沒有太大改觀。「美國已經是全鋁汽車滿街跑了，中
國大部分汽車用鋁還局限於輪轂、發動機等零部件上，如果
我們也像歐美那樣，四門兩蓋都實現以鋁代鋼，將會帶動一
千萬噸的鋁消費，汽車用鋁就會迎來一個爆炸式發展。」
為了推動交通領域的鋁消費，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和國

務院參事室在共同調研的基礎上，提出支持全鋁掛車應用的
政策建議。國務院參事室是國務院直屬高層次諮詢機構，直
接參與國家重大決策制定，為推進節能減排和擴大內需起到
重要推動作用。文獻軍透露，這一建議已受到國務院的重
視，有關部門積極支持，正在研究落實具體措施。
但文獻軍也承認，高端鋁產品發達國家需求大，出口毛利

率較高。和美國相比，中國對工業鋁型材的使用還處於初級
階段，主要是集中在機械設備和電力板塊，而美國則廣泛用
於航空、船舶、汽車、重卡、鐵路等領域，需求的是工業鋁
型材的深加工產品，符合「輕量化」的環保要求。國內受技
術的限制，上述領域主要還是使用鋼鐵，「輕量化」剛剛起

步。「但是換個角度看，這說明我們『輕量化』的發展空間
非常大，企業看好的就是這個發展空間。」無論是以鋁代鋼
還是以鋁代銅，都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在准入標
準、技術支持、配套產業、體制機制方面實現轉變，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但是按照『中國速度』，相信這一天並不遙
遠，比如鐵路領域的『輕量化』，我國已經發展得十分迅速。」
文獻軍還透露，工信部已經在 手研究對節能效果明顯的全
鋁載重貨車和貨運列車給予優惠政策。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高
性能的鋁合金及深加工產品，特別是國內短缺的新產品等，
將成為國家政策扶持的重點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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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看到更遠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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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高端鋁產品發達國家需求大，出口毛利率較高。

「2013年，鋁業從周期谷底逐步踏上復甦之路；2014年，鋁業挑戰仍存，但可望找到最佳平衡點」這是俄鋁副行政總裁

兼策略及業務發展部董事Oleg Mukhamedshin接受本報專訪時對鋁業走勢的一個分析。全球對鋁的需求增長令行業得到支

持，業界早已預期鋁需求會在今明兩年持續上升，全球原鋁消耗量料將每年提高6%，中國將依然是最大及增長最快的鋁市

場。對俄鋁而言，「致力通過減少低效能產能而優化生產、自律和節省成本」是今年集團發展的首要任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縈韻、劉辰燁

鋁業有望找到平衡點2014

由今年開始，電解鋁企業將面臨更高的用電成
本，而這還只是國家對於高耗能的過剩產業

實施「電價懲罰」的一個開始。國家發改委、工
信部去年12月發佈《關於電解鋁企業用電實行階
梯電價政策的通知》，決定由今年1月1日起對電解
鋁企業用電實行階梯電價政策，每噸鋁液電解交
流電耗越高的，電價也將逐級提高。業內認為，
對電解鋁企業實施階梯電價，主要是通過價格槓
桿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行業必將面臨洗牌，鋼
鐵、水泥等行業也將陸續推出階梯電價政策。
卓創諮詢提供的數據顯示，2013年內地電解鋁行

業噸鋁電耗在13762度左右，行業平均成本為每噸
15240.32元（人民幣，下同），在當前正常電價條
件下尚有1167.6萬噸的虧損產能，行業虧損率達到
44.46%，而電價每增加一分錢，企業生產成本將
增加每噸1380元。
據了解，每噸電解鋁產品的電力消耗量一般在

13500至14500千瓦時之間，如果按照原來的每千瓦
時0.57元的價格來計算，每噸用電成本為8000元上
下，但如果按照「階梯電價」，則用電價格將提升
0.08元，則會提升約1000元（或12.5%）的成本。
「而用電成本在鋁業企業的總成本中佔比達到了

30%至65%之間，與其利潤、業績緊密相關；對於
諸多大型企業來說，電價的高低就是其是否盈利的
決定性因素。」中國鋁業技術部門人士指出。
在產能嚴重過剩、全球鋁價下跌的背景下，高

電價其實已經導致部分電解鋁企業關停。如去年
以來中國鋁業、雲南鋁業、鑫 集團等多家鋁業

公司都暫時關停。
關聯到業績方面，中國鋁業2012年已出現虧損，

2013年前三季度虧損達到了18億元，2013年年報很
難扭虧為盈；如果電價接 上升，其2014年的虧損
很可能進一步擴大。
業界普遍預計，在階梯電價實施後，企業虧損幅

度將大增，今年將有更多企業加入停減產大軍，行
業必將面臨洗牌。事實上，階梯電價旨在控制電解
鋁企業的生產成本，進而達到優化產能的目的。電
解鋁企業實施階梯電價可能僅僅是利用價格槓桿撬
動產能過剩的開始，業內認為，未來鋼鐵、水泥等
產能行業也將陸續推出階梯電價政策。
不過，此次對電解鋁行業的「懲罰電價」能產

生多大的實際效果仍有待觀察。由於此次通知僅
僅是從政策層面做了說明，並沒有明確落實方
式，如果由企業自主上報電耗，必有操作空間，
上報數據真實性難以確定，而如果國家發改委直
接派專員調查又面臨技術性、地域性難題，最後
落實情況將成影響行業整治效果的關鍵。專家也
提醒說，中國近五成電解鋁產能備有自用發電系
統，電價政策對其影響可能幾近於零，尤其是在
電解鋁企業「西進」的大背景下，過剩產能、落
後產能可能會出現遷徙而非關閉淘汰。
此外，也有專家表示，產能過剩是個系統性難

題，整個產業結構出現了重大難題，單憑一項政
策僅能達到治標的目的。要化解產能過剩需要盡
快落實新型城鎮化政策，推動新一輪的基礎設施
興建潮，帶動傳統產業的復甦回暖。

鋁企或因「階梯電價」虧損擴大隨 大宗
商品超

級周期的結
束，基本金屬

價格去年不漲反跌；今年，在供給過剩的情況下，
基本金屬或將延續2013年漲少跌多的趨勢。摩根大
通最新報告預計2014年，因世界市場供給過剩，鋁
鎳鋅價格將大幅走低；未來四周銅價受過量供給的
影響有小幅下降，但在長期，銅市的供需趨於平
衡，因此未來銅價走勢將維持穩定。
摩根大通表示，雖然紐約商品交易所在積極採取各

種措施切斷鋁的生產來源或降低倉儲量，但是仍不
能阻止自2007年以來鋁的全球性供給過剩趨勢，未
來一年鋁價仍受過量供給的影響而被迫大幅走低。
花旗也持相同觀點，儘管全球經濟正逐步回復增
長，而鋁材的需求或穩步回升，但產能過剩問題相
信會持續，或會令鋁價繼續受壓。
世界金屬統計局（WBMS）數據顯示，2013年前10

個月全球鋁市供應過剩31.8萬噸，2013年前10個月的
原鋁過剩量大約是2012年同期145.8萬噸過剩量的五
分之一。花旗預計，去年全年全球鋁材產能過剩達
100萬噸。
至於內地市場方面，截至2013年9月份，中國全年鋁

材生產為1,790萬噸，較2012年同期增加150萬噸。而
中國工業及信息部表示，1,000萬噸的新增產能正在興
建中，而當中130萬噸亦已在去年第四季投產。花旗
保守估計，中國去年全年鋁材總產量將達到2,500萬
噸，可以預計，去年全年鋁材生產過剩達130萬噸。
花旗預期，2014年全球鋁材生產或會輕微回落，約

至76萬噸左右，但產能問題可能要待2017年才出現明
顯改善，預計今年第一季鋁價有機會下試7,780美元。

事實上，在大宗商品市場中，多數基本金屬處於過
剩狀態，鎳同樣也不例外。摩根大通認為，從供給
的角度看，鎳的生產者為了維持較低的平均生產成
本，而持續鎳的高產量；從需求的角度看，由於中
國自去年夏季開始降低了對鎳的需求，這使得世界
市場對鎳的需求大量減少，因此在供需共同作用
下，未來一年鎳的價格將繼續走低。
供應過剩同樣打壓鋅的價格，摩根大通報告指出，

在供給方面，由於部分地區加大對鋅的投資，刺激
了生產者大量產鋅。在需求方面，自2013年開始，
中國鋅的產量加大，滿足了國內的需求，因此中國
從世界市場進口鋅的數量減少了，使得世界市場對
鋅的需求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因此未來國際市場上
鋅價也將走低。
至於近期銅價，摩根大通預計，短期銅價將有小幅

下跌，但在長期銅價穩定，無大幅波動。短期而言，
摩根大通預料世界市場銅的需求增長4.6%，銅的供給
增長7.4%，短期內供給過剩，銅價將小幅走低。
而對於長期銅價，摩根大通則相對樂觀，「隨 中

國基建部門蓬勃發展，對世界市場上銅的需求大幅
增加，中國銅的需求未來將同比增加128%，這有助
於世界市場銅的供需趨於平衡。因此預計，長期銅
價將維持穩定。」
然而，巴克萊銀行卻認為，因供給緊缺，2014年基

本金屬預期上漲，特別是鎳的漲幅將會極大，並且
不利的經濟面因素可能會繼續令黃金和油價承壓，
並促使投資者避開這些商品。
巴克萊報告還稱，較其他大宗商品而言，由於印尼

計劃禁止資源出口，鎳價漲勢可能尤其明顯。預期
今年第一季度鎳均價會達到每噸14750美元，而接下
的時間將突破每噸1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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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全球主要鋁材市場看，行業整體已出現強勁且穩定的消費
增長。俄鋁預測，未來五年鋁材消費將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

儘管針對去年全年全球鋁材消費的官方數字尚未正式公布，但俄鋁相
信，去年全球原料鋁消費將上升6%，達到5120萬噸，中國的消費量亦
將增長10%，為增長最多的市場之首，其次分別是印度（增長6%），
除中國以外的亞洲地區（增長6%）和北美地區（增長5%）。
事實上，全球鋁材市場已逐步從困境中復甦。Mukhamedshin指出，

中國以外地區需求增長的最大來源預期是北美及東盟國家，這些國家
的製造、建築及汽車生產等主要鋁消耗行業均錄得正面數據。歐洲的
情況相對較弱，但這並不令人意外。區內主要經濟體系的出口，受全
球放緩和相對較強的歐元所打擊，直至去年底仍未從衰退中真正恢復
過來。然而，由於土耳其的增長預期強勁及德國需求回升，歐洲的鋁
消耗量預期將保持穩定。
另一個重要的趨勢是，因鋁材產量縮減及鋁材消費的持續上升，除

中國以外地區的鋁材結餘已為負數。中國以外地區的鋁材生產量下降
150萬噸增加了市場的赤字。Mukhamedshin已經看到，在中國以外的
地區，赤字高達429,000噸。鋁材缺口在2014年及2015年將大約在130萬
噸左右，而在2016年，這一缺口將上升到190萬噸，並且在次年達到
240萬噸。
至於中國方面，Mukhamedshin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鋁材消費

國，去年佔全球鋁材總消費的46%，達2300萬噸。這一數字與10年前

的300萬噸相比，增長十分驚人。相信在2014年，隨 車產量的上升，
基礎建設投資的增加以及農村地區家電下鄉等條件將繼續刺激鋁材消
費上升。
目前，內地對鋁材的需求顯見增強，鋁密集型行業包括建築、汽

車、電力、白色家電及包裝的訂單亦有所上升。在Mukhamedshin看
來，中國目前在鋁材方面完全自給自足，很難看出會否在短期之內成
為主要的鋁材進口國或是出口國。自2006年起，中國通過徵收出口稅
的方式限制未鍛造原鋁的貿易出口。Mukhamedshin認為，這一政策在
未來不會改變。中國不能承受讓本地公司在能源密集型產業的生產和
出口上獲取利潤，繼而為燃煤能源系統增添額外負荷，令環境污染更
加嚴重。隨 中國大規模削減產能、存貨下降及減慢增加新產能，鋁
業將趨向平衡，同時足證中國正穩步朝 發展平衡的鋁市場之目標邁
進。
針對目前的市場狀況，俄鋁又將如何應對？Mukhamedshin指出，俄

鋁是一間全面垂直一體化的公司，擁有整個生產過程中的資產——從
鋁土礦及霞石礦山到鋁冶煉廠及鋁箔軋機。俄鋁的主要業務在地理上
分為兩個部分，（鋁分部東部，主要包括7個冶煉廠，均分佈於西伯利
亞；鋁分部西部，包括8個冶煉廠，位於俄羅斯西部、烏拉爾以及瑞
典）。位於東西伯利亞的布拉茨克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冶煉廠有100萬
噸的年生產能力，並佔據了俄鋁近一半的鋁產量。
值得注意的是，俄鋁最顯著的競爭優勢是其內部研發、工程和設計

資源，這賦予公司能實現其科學思想，並將其開發成為頂尖科學技
術，及先進的設備。該公司致力引入革命性技術例如惰性陽極技術，
提高現有技術資源的效率。
為應對市場挑戰，俄鋁宣佈降低其效能最低的冶煉廠的產量。這是

一個重大的成本節約措施，伴隨而來的還有其他貫穿整個生產及銷售
產業鏈的措施。位於伏爾加格勒、烏拉爾、博戈斯洛夫斯克和沃爾霍
夫煉鋁廠的生產線已經封存，同樣的，新庫茲涅茨克冶煉廠的第一階
段和俄羅斯Nadvoitsy冶煉廠的幾個電解車間以及尼日利亞的ALSCON
冶煉廠也已封存停產。公司還命令一些在西伯利亞的冶煉廠減產。上
述措施取得的成效是，俄鋁已經削減了325,000噸的鋁材產量，約為
2012年產量的8%，2014年內將削減648,000噸鋁材產量，約為2012年
產量的15%。這些措施使公司得以實現每噸節約40美元的鋁現金成
本。
其次，俄鋁持續其戰略以增加高邊際附加價值產品的生產，其比重

已增加至總產量的50%，這些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包括：板坯，鋁板，
鋁錠，線材，鑄造鋁合金及鋁坯。
無容置疑，鋁業要走出困境是一個漫長且艱辛的過程。

Mukhamedshin認為未來行業走勢將取決於其他鋁材生產者如何關閉產
能；一旦這些關閉舉措產生影響，預期鋁材產品價格將會走高並在很
長一段時間內維持牛市。如果生產商表現更積極些，這情況可能會在
年半至兩年內得到改善，否則預計三年內鋁材的庫存將恢復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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