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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铝土矿资源、能源及水源极为丰富，具备发展铝工业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半世纪的探索、实践及发展，

贵州铝工业已成为国内铝行业重要基地。与此同时，贵州省铝工业快速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贵州省

铝企业和行业的调研，客观阐述了贵州省铝工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优势，并对贵州铝工业未来发展方向作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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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rich bauxite resource，energy and water in Guizhou province，which are the unique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aluminum industry． Af-
ter half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practice and development，aluminum industry in Guizhou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ase of the domestic aluminum indus-
try． At the same time，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luminum industry has brought some problems． In this paper，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aluminum enterprises and industry in Guizhou，the development status，existing problems and advantages are expounded，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
rection of the aluminum industry in Guizhou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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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拥有丰富的铝土矿资源、储量巨大的煤

炭资源及富饶的水资源，具备发展铝工业的先天优

势。1966 年，贵州铝厂第一电解铝厂建成投产，标

志着贵州铝工业正式起步，经过半世纪的探索、实践

及发展，铝工业已成为贵州省重要的优势产业，是全

省工 业 重 要 经 济 支 柱 之 一。据 国 家 统 计 局 数

据［1 ～ 2］，2015 年全国氧化铝产量 5897 万吨，贵州

425 万吨，占 7. 21%，居全国第五位; 全国电解铝产

量 3141 万吨，贵州 74 万吨，占 2. 36%，居全国第九

位。由此可见，贵州已成为国内重要的铝工业基地。
然而，贵州铝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产业模式及布局仍需优化、企业资源保障程度较

低、节能减排水平有待改善、铝土矿伴生资源利用率

不高等。本文通过对贵州省铝企业和行业的调研，

客观阐述了贵州省铝工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

及优势，并对贵州铝工业未来发展方向作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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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省铝工业现状

近年来，贵州省铝工业发展较快，已成为国内具

有一定影响的重要铝工业基地。

1. 1 铝土矿

贵州省铝土矿资源丰富，可供性强。全省已查

明的铝土矿保有资源储量 5. 76 亿吨，居全国第四

位，约占全国总量的 18%［3］。

1. 2 氧化铝

2015 年，贵州省氧化铝产量达 425 万吨，主要

氧化铝生产企业有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160 万

吨 /年，一期 80 万吨 2015 年 4 月投产，二期 80 万吨

2015 年 8 月投产) ，中铝遵义氧化铝股份公司 ( 80
万吨 /年) ，贵州广铝铝业有限公司( 80 万吨 /年) ，贵

州其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80 万吨 /年) 。在建项目

有中电投贵州遵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务川 80 万吨

氧化铝工程，截止 2015 年贵州境内氧化铝已建成产

能 425 万吨，成为国内主要氧化铝生产基地之一。

1. 3 电解铝

贵州省氧化铝工业快速发展带动了电解铝的发

展，2015 年，贵州电解铝产量 74 万吨，占全国总产

量的 2. 36%。因受贵州地区网电价格影响，现阶段

电解铝无竞争优势，多数企业减产甚至停产。目前

全省主要电解铝企业有中铝贵州分公司( 40 万吨 /
年，设计产能，下同) 、中铝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24 万吨 /年) 、六盘水双元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14. 5
万吨 /年) 、安顺黄果树铝业有限公司( 18 万吨 /年) 、
遵义金兰伟明铝业公司( 10 万吨 /年) 、遵义玉隆铝

业有限公司 ( 10 万吨 /年) 和玉屏广茂铝业 ( 10 万

吨 /年) 等，电解铝总产能 126. 5 万吨［4］。其中，中

铝贵州分公司电解铝厂是省内技术和装备最先进

的、规模最大的企业，其具有知识产权的现代化大型

预焙槽技术，已在国内电解铝企业广泛推广应用。

1. 4 铝加工

为改变铝加工产业发展滞后现状，结合自身优

势，2009 年贵阳市人民政府提出设立贵阳市白云铝

及铝加工园，园区以中铝贵州企业为依托，就地直接

利用其生产的符合标准的合金铝水( 液) 进行铸造

生产，规模发展高端铝及铝合金锭坯、新型高强度铸

造铝合金材料、汽车轮毂等产业。经过近四年的开

发建设，现入住企业有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司、浙江

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华科铝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等 41 家，涉足铝加工产业链各环

节，包括高强铝合金、铝板带、汽车轮毂、电线电缆、
铝箔、输水管、电解铝废料资源利用等，仅 2015 年上

半年，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131 亿元［5］，为贵州铝加

工的高值快速发展做出极大贡献。

2 贵州省铝工业存在的问题

2. 1 煤 －电 － 铝一体化的模式仍未迈出实质性的

步伐

贵州省虽然有丰富的水能和煤炭资源优势，但

能源的开发利用与贵州工业发展的需求不匹配。由

于体制和利益分配等原因，贵州省铝工业企业和电

力部门尚未形成合作共识，“煤 － 电 － 铝一体化”仍

未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无法发挥铝土矿资源和电力

资源的组合优势，严重制约铝工业的发展。截止

2015 年，贵州境内电解铝总产能 126. 5 万吨，约占

全国建成规模 3. 35%，运行产能 74 万吨，约占全国

运行规模 2. 36%，产能利用率仅 58. 50%，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82. 25%［4］。

2. 2 电解铝企业受制于电力供应

由于国家西电东送的战略需要，加之目前火电

能力有限，水电受季节影响较大，全省电力供应仍较

紧张，制约了贵州省铝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如

2008 年雪凝气候，为保居民用电，导致中铝贵州分

公司整条电解铝生产系统全部停产，给企业的生产

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直接经营损失数亿元。

2. 3 铝土矿资源保障程度低

2. 3. 1 矿山规模小且难达产，矿石产量远低于需求

量

贵州属喀斯特地形，水文地质条件复杂，贵州铝

土矿又多为地下开采，多数矿山产量远低于设计产

能，导致境内企业面临“有粮无用”的尴尬局面。目

前省内共有持证的开采矿山 115 个，占用资源储量

约 1. 5 亿吨，总设计生产能力为 868 万吨 /年，年均

生产铝土矿矿石仅不到 200 万吨。同时，矿山规模

小，全省产能 30 万吨 /年以上的中型矿山仅有 6 个，

其余均为小型矿山及零星小矿［3］。
2. 3. 2 企业铝土矿资源配置不足

目前贵州境内主要氧化铝生产企业为贵州华锦

铝业有限公司、中铝遵义氧化股份公司、贵州广铝铝

业有限公司及中电投贵州遵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按照 1 吨氧化铝需 2 吨铝土矿、《国家发改委铝行业

准入条件 64 号令》要求氧化铝项目配套矿山需服

务 30 年及铝土矿资源利用率 65% 测算，其产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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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配置资源情况如下［3］:

( 1) 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建设规模 160 万

吨 /年，应配置资源量 14769 万吨，截至 2014 年铝土

矿资源储量 12144 万吨，设计可采矿量为 7693 万

吨，尚缺铝土矿 7076 万吨。
( 2) 中铝遵义氧化股份公司，已建成氧化铝 80

万吨 /年，应配置有效资源量 7385 万吨，实际配置

4970 万吨，尚缺铝土矿 2415 万吨。
( 3) 贵州广铝铝业有限公司，建成氧化铝 80 万

吨 /年，应配置有效资源量 7385 万吨，现阶段实际配

置净可供资源量仅为 3333 万吨。
( 4) 中电投贵州遵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设计

氧化铝生产能力 80 万吨 /年，应配置有效资源量

7385 万吨，实际配置可利用资源量仅为 3173 万吨。
由此可见，境内主要氧化铝生产企业铝土矿资

源配置严重不足。
2. 4 作为电解铝的原料，氧化铝产量与电解铝需求

量矛盾

目前贵州省内氧化铝主要生产企业为中铝贵州

企业( 含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氧化铝产量 240
万吨 /年，按 2 吨氧化铝生产 1 吨电解铝测算，在保

证其电解铝生产( 64 万吨 /年) 后，仍有近 47% 的富

余量，但由于价格、市场及企业内部管理原因，省内

多数非中铝系统企业的电解铝厂所需的氧化铝原料

基本靠外购维持生产，未实现氧化铝产品的就地转

化。

2. 5 铝土矿中伴生有价资源未充分回收

大量勘察及研究资料表明［5 ～ 7］，贵州铝土矿资

源普遍富含镓、锗、钒、稀土、铌、钽、钪、锂、锆和稀土

等伴生有 价 元 素，如 贵 州 铝 土 矿 一 般 含 Ga 20 ～
143ppm，局 部 高 达 到 1300 ～ 10000ppm; Ge 10 ～
300ppm，局部为 1100ppm; Sc2O3 为 45. 4ppm，最高

可达 1539ppm; ＲEE2O3 平均为 926ppm。这些稀散

和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丰度低，多数产品只能从铝

土矿中提取，贵州铝土矿床中有价伴生元素远远超

过工业综合利用的最低工业品位，且这些伴生元素

不少是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原料，需求日趋增

加。目前除中铝贵州企业已建成投产的镓回收生产

线外，其余氧化铝生产企业几乎没有设计伴生资源

的回收工艺，导致大量的稀有金属流失浪费。

3 贵州省铝工业发展的优势

贵州省是国内唯一同时拥有丰富的铝土矿资

源、丰富的能源及水资源的地区，具备发展铝工业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势。

3. 1 铝土矿资源优势

铝土矿总体资源保障程度高。贵州省已查明的

铝土矿保有资源储量 5. 76 亿吨，居全国第四位。主

要集中分布在清镇 － 修文( 含织金、白云) ，保有资

源储量 3. 33 亿吨; 其次为务川 － 正安 － 道真片区，

保有资源量 1. 54 亿吨; 再次为遵义县南部( 含息烽

及开阳北部) ，保有资源储量 7646. 8 万吨; 黄平 － 凯

里片区仅保有资源储量 288. 37 万吨( 据最新勘查成

果黄平 － 凯里片区保有资源量约 6000 万吨) ，共有

资源储量的铝土矿产地 74 处，矿区 50 处［3］。

3. 2 能源优势

贵州能源比较充足，为发展冶金工业提供了有

利条件。全省能源结构具有水、火互济的独特优势，

拥有丰富的电力资源，为贵州铝工业的发展提供了

充足的电力保证。据《贵州省电力产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2015 年，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4000 万

千瓦，富余电力约 1000 ～ 1500 万千瓦［8］。同时，贵

州省煤炭资源相当丰富，煤种齐全，煤质优良，以无

烟煤和炼焦煤为主。据相关资料［9 ～ 11］，全省查明保

有资源 /储量 549 亿吨，其中，基础储量 150 亿吨，资

源量 399 亿吨，尚未开发利用的资源达 387 亿吨，而

2015 年，贵州省原煤需求量仅为 2. 12 亿吨 /年，丰

富的煤资源为发展贵州铝工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

件。

3. 3 水资源

据文献［12 ～ 13］，贵州省的地下水资源量 259195
亿 m3，地下水径流模数均值为 1418 万 m3 /km2。省

境内河流长度 10km 以上的共 984 条，年径流总量

均值 1062 亿 m3，全 省 现 状 条 件 下 可 利 用 总 量
1618822 万 m3，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 15. 2%，人均

水资源量 2790 m3，是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 126%，

居全国第九位。

3. 4 地理位置优势

贵州省地处西南地区，境内有湘黔线、川黔线、
黔桂线、贵昆线、南昆线等，是西南最大的铁路货运

编组站，公路有通往广西、四川、湖南和云南的高等

级公路，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是西南出口大通道

的必经之地。发达的交通条件，为铝工业大宗原材

物料及产品的运输提供了保障。

3. 5 人才优势

贵州省铝工业通过多年的发展，在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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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省内的中铝贵州企业

有较强的管理水平和技术力量，技术和装备先进，有

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3. 6 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2012 年 1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 国发［2012］2 号) ”，文件第四条第十七款提到:

“积极推进铝、钛、钡、钒、锰等资源精深加工一体

化，建设清镇 － 黔西 － 织金煤电铝、煤电化循环经济

示范基地。”第十条第四十八款: “实行差别化产业

政策，在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适当放宽贵州具

备资源优势、有市场需求的部分行业准入限制。对

有条件在贵州加工转化的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项目，

予以优先规划布局并优先审批核准。”“国发［2012］
2 号”的出台，为贵州铝工业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持。

3. 7 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

为加快贵州铝工业的快速发展，贵州省政府一

直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相关支持发展铝工业规划

和政策，如①《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铝工业

发展的意见》，② 贵州省“十一五”铝及铝加工发展

规划，③ 贵州省“十二五”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规划，

④ 2012 年，省政府下文《关于加快优势资源一体化

发展的意见》，其中要求“‘煤电铝一体化产业’重点

发展合 符 产 业 政 策 和 附 加 值 高 的 铝 精 深 加 工 产

业。”

4 贵州铝工业未来发展方向探讨

结合上述对贵州铝工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优

势分析，为贵州铝工业健康、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现

提出如下对策作为今后重点发展方向。
( 1) 提高企业的资源保障程度。对已建矿山实

行规范管理、有序开采、提升规模、逐步扩大生产能

力，同时加大铝土矿勘查及开发利用，实现资源储量

的较快增长，保证贵州铝工业发展需求。以资源储

量及分布情况为依据，统筹规划、合理发展铝工业;

以市场为导向、效益为中心，优先为骨干企业按就近

原则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其生产正常需求及中长期

发展需要，实现资源的就地转化。
( 2) 坚持走“煤 － 电 － 矿 － 氧化铝 － 电解铝 －

铝加工联营”的上下游产业链优化延伸之路，实施

铝工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大幅降低铝工业

各生产环节的综合成本和产品物流成本，提高企业

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

协调好各相关者的基本利益，大力鼓励和支持热电

联产、水电联营、自备电厂、电力直供或直购等多元

化投资联营组合的产业建设模式，促进煤 － 电 － 铝

一体化产业的早日实施并持续发展。
( 3) 重视铝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减排工

作。提高低品位铝土矿利用率，诸如氧化铝工艺可

考虑选矿拜耳法工艺和适当增加烧结法比例; 提高

铝土矿资源中伴生有价金属的回收利用，中铝贵州

企业“氧化铝母液中金属镓的回收”为一范例; 优化

氧化铝生产流程，充分利用氧化铝生产系统余热余

压，已开发的相关技术有“烧结法粗液与拜耳法溶

出矿浆混合脱硅技术”、“三水铝石注入拜耳工艺闪

蒸系统溶出技术”等等。提高废水、含硫烟气的回

收利用水平，可借鉴的范例如中铝贵州企业成功实

施的生产“污水零排放”、“锅炉烟气脱硫制酸”等

等; 电解铝企业应加大电解铝节能技术的应用和优

化，如“电解槽异型阴极节能改造技术”的应用，可

大幅降低铝冶炼能耗。
( 4) 加大铝深加工产品的开发，发展高性能铝

合金及其深加工产品，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

已初具规模的贵阳市白云铝及铝加工园区，应坚持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以铝及铝加工产业为重点，

延伸铝加工产业链条，吸纳铝加工上、下游企业入

驻，形成产业集群，将工业园区建成全国最大铝工业

基地。
( 5) 科研创新

适当增加研发机构，加大技术创新和装备研制

方面的资金投入，建立鼓励创新机制，促进已有研发

机构的交流和合作。同时在重点企业建立研发机

构，加强科研院所及工科高校与企业的交流和互动，

鼓励科研创新与实际生产的转化和结合，对将科研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企业进行奖励，促进我省铝加

工行业新工艺、新装备、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应用的

面世。

5 结 语

贵州省铝工业经过半世纪的探索、实践及发展，

已成为贵州省重要的优势产业，在国内铝工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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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问

题，但随着贵州省“工业强省战略”思路的不断深

入，坚信贵州铝工业凭借自身的优势，以效益为中

心、以市场为导向、以科学谋发展，在政府、行业及企

业的共同努力下，可以解决目前产业中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继续壮大规模，实现贵州铝工业的可持续发

展，为贵州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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