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控限电广泛影响铝行业生产   

一、铝产业链生产情况汇总 

图 1-1：氧化铝月度产量对比图 

 

 

图 1-2：电解铝月度产量对比图 

 



9 月国内外氧化铝生产受到多种因素干扰 

国内氧化铝阶段内的中长期减停产和连接不断的临时性减产增多，影响国内氧化铝供应的因

素有限电、降负荷和矿石供应以及降低煤耗目标。限电和降负荷直接影响氧化铝生产，而矿

石对生产的影响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比如香江万基、国电投遵义、三门峡希望、晋中希望等

企业都不同程度受到国产矿石供应不足的影响，虽然部分企业因利润好转已经使用进口矿石，

但从成本和竞争力角度看，未来潜在隐忧仍存。降低煤耗目标源于双控任务，在氧化铝行业

里压力较大的区域集中在山东和内蒙古，由于内蒙古氧化铝企业稀少，几无影响，但在山东

此类因素的产能直接影响达到 200 万吨以上，包括当前中央环保督查组在山东的环保检查，

部分焦化、烧碱等企业供应不足，也导致焦炉煤气供应和烧碱供应出现变化，要么影响到氧

化铝焙烧产量，要么影响氧化铝直接生产成本。 

氧化铝行业超产意愿较高，晋豫两地达产和高产的氧化铝企业较多，以信发、锦江、希望和

国电投山西以及中铝部分企业为主。同期受政策影响较大的地区和企业产量损失较大，主要

集中在广西和山东，以魏桥、华昇和广西信发为主。9 月份国内氧化铝日均产量在 21 万吨

左右，仍然低于 8月份。另外，烧碱价格 10月份大涨 2000元以上，全行业加权烧碱成本上

移 280元左右，预计 10 月氧化铝行业完全成本可能上移至 2800元左右，这个因素也会制约

氧化铝企业提产。 

9 月电解铝生产受到限电和双控影响愈演愈烈 

2021年 8月中国电解铝产量 329万吨，同比增加 4%，产能利用率为 90%以上。9月份云南、

广西、内蒙古、新疆、宁夏、辽宁六个地区均有新增减产的情况。不过，考虑到样本铝企业

在接到减产任务到指定方案，降负荷和停槽过程中也有产量输出，叠加陕县恒康、青海海源、

焦作万方、山西兆丰四个项目的复产，9月末国内全行业产量降幅并不明显。10月份全行业

运行产能和实际产量将会下降。主要原因是：不管是云南、广西等地多次限电减产，还是宁

夏、辽宁两地首次减产，从企业开始减产到完成目标需要一定时间，且在停槽过程中抽出铝

水，预计原铝产量下降或在下个月才能集中体现出来。 

 

 

 

 

 



二、铝产业链供需平衡情况 

图 2-1：国内氧化铝供需平衡表 

  

 

图 2-2：国内电解铝供需平衡表 

 



9 月氧化铝市场供应紧张稍有改善 

供应方面：9月受限电政策的影响，广西、贵州地区出现压产现象，但暂无实际生产线减产

情况出现，因此市场实际影响较为有限，预计在 9-10 月中国氧化铝整体供应或将呈现阶段

性减少。目前中国氧化铝总产能为 8924万吨，截至 9月 28日，氧化铝开工产能 7510万吨，

开工率 84.16%。 

需求方面：9月下游部分电解铝企业复产，开工水平有所提高，但其对氧化铝的需求并未出

现明显增加。此外由于多地颁发限电通知，势必对电解铝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需密切关注

后期电解铝企业生产动态。 

成本方面：9月国产铝矾土及进口铝土矿价格均呈现上涨态势，北方地区虽有部分矿山复采，

但进程缓慢，国产矿石供应紧张局面暂未得到明显改善；同时 9 月烧碱和动力煤供应紧张，

部分企业检修开工不高，导致二者价格均快速增长。综合来看，9月原材料端价格进一步上

涨，氧化铝企业生产成本再度大幅上移。 

利润方面：9月氧化铝生产原材料价格继续上移，同时氧化铝现货价格也持续上涨，一定程

度上缓解企业成本压力，综合来看氧化铝利润水平有所提升。 

库存方面：供给端氧化铝存量小幅增加；需求端氧化铝存量小幅减少，电解铝企业留有一定

库存以维持正常生产。中国氧化铝主产区、主要场站即时存货总量为 254.3万吨。 

9 月电解铝减产暂未全部落实，理论性过剩 

预计 9 月原铝产量 316.4 万吨，净进口 10 万吨，消费量 320 万吨，当月理论供应过剩约 6

万吨。 

供应方面：进入 9月电解铝行业持续减产，8月大幅减产的云南、广西减产规模继续增加外，

本月减产范围亦继续扩大，涉及的省份有新疆、辽宁、以及内蒙古地区。截至目前，减产产

能总计 240万吨左右。且即将进入采暖季，中国电解铝产能或将再度受限。 

需求方面：9月下游需求端整体表现较为疲软，一方面是传统“金九”旺季预期因房地产方

面的调控并未兑现，叠加江浙沪以及山东地区限电趋严，导致合金锭，以及电线电缆开工持

续下滑，终端行业整体需求不佳。二是因上游电解铝价格持续高位，下游加工企业畏高情绪

明显。 

成本方面：9月受限电政策的影响，广西、贵州地区出现压产现象，但暂无实际生产线减产

情况出现，因此市场实际影响较为有限，但本月突发事件频出，牙买加氧化铝厂安全事故、



美国氧化铝厂因飓风停产以及各地限电政策的发布均为氧化铝价格上涨提供一定的动力。导

致中国国产氧化铝市场价格呈上涨态势，且与 8月相比涨幅较大。 

利润方面：9 月铝价再度暴涨，均价环比涨幅约为 10%。与此同时，原料端电价以及氧化铝

价格亦快速上涨，但因本月铝价大涨，行业整体利润应仍旧可观。 

库存方面：9 月铝锭社会库存略有增加，较 8 月增加 4.98 万吨。综合来看，电解铝供应端

持续受限，且规模不断扩大，导致铝价强势拉升。 

三、价格运行趋势 

9 月氧化铝价格持续上行 

9月中国国产氧化铝市场价格呈上涨态势，且与 8月相比涨幅较大。市场现货成交方面，本

月市场活跃度与前期相比有所增加。据了解，当前北方市场现货成交已有 3850元/吨现汇出

厂，南方地区已有达到 3800元/吨现货成交，与北方成交价的差距开始收窄，频繁小量高价

成交也带动市场价格继续上行。目前来看，市场气氛仍较为活跃，氧化铝厂挺价意愿坚定，

贸易商询价积极，滚动操作为主。下游电解铝厂适量采购，但以执行长单为主。临近十一假

期下游电解铝厂或有少量补库。本月铝价高位运行也与氧化铝价格产生较强的联动性，一定

程度上带动氧化铝价格的上涨。同时 9月突发事件频出，牙买加氧化铝厂安全事故、美国氧

化铝厂因飓风停产以及各地限电政策的发布均为氧化铝价格上涨提供一定的动力。 

9 月电解铝价格受减产支撑 

期货市场：9 月期铝外盘均价为 2840 美元/吨，较上月均价上涨 243 美元/吨，沪铝主力收

盘均价为 22389 元/吨，较上月均价上涨 2122 元/吨。9 月外盘期铝价格整体呈现先扬后抑

态势。本月美联储持续执行流动性宽松周期，且叠加外盘 LME 铝库存持续降库，叠加 9 月

10日芝加哥 Harbor铝业峰会上，业内人士一致认为，铝全球供应紧张局面短期内难以缓解，

导致外盘铝价强势上涨，虽然临近月末外盘铝价表现不佳，但并不影响整体价格走势。中国

方面受宏观流动性、以及不断趋严的限电和能耗双控影响，电解铝供给不断受到干扰，西南

地区影响尤为严重。且当前市场传言除了新疆、广西外还包括陕西、宁夏等地区各企业已受

到限产通知，供应端矛盾难解，导致铝价保持高位运行。但随着第四批抛储量公布，以及铝

锭社会库存的累库，铝价略有回落。 

现货市场：9月长江现货均价为 22332元/吨，较上月上涨 2124元/吨，南储现货均价 22402

为元/吨，较上月上涨 2057 元/吨。供应端，进入 9 月电解铝行业持续减产，8 月大幅减产

的云南、广西减产规模继续增加外，本月减产范围亦继续扩大，涉及的省份有新疆、辽宁、

以及内蒙古地区。截至目前，减产产能总计 240万吨左右。且即将进入采暖季，中国电解铝



产能或将再度受限。9月下游需求端整体表现较为疲软，一方面是传统“金九”旺季预期因

房地产方面的调控并未兑现，叠加江浙沪、以及山东地区限电趋严，导致合金锭，以及电线

电缆开工持续下滑，终端行业整体需求不佳。二是因上游电解铝价格持续高位，下游加工企

业畏高情绪明显。 

铝合金加工费大幅上调 

9月 1060铝板加工费月均价格为 5592.94元/吨，较上月月均价格 4128.0元/吨上涨 1464.94

元/吨，较年初价格上涨 156.02%；本月 6063铝棒加工费月均价格为 265.26元/吨，较上月

月均价格 210.83元/吨下跌 54.43元/吨，较年初价格上涨 42.95%。9月中国 1060铝板价格

继续上涨趋势，月均价 25001.76元/吨左右，较上月均价上涨 9.61%；6063铝合金圆铸棒价

格继续上涨，月均价 22675.29 元/吨，较上月均价上涨 11.42%；ADC-12铝合金锭价格继续

上涨，月均价 21694.12元/吨左右，较上月均价上涨 16.67%。 

供应方面：9 月铝板带箔产量预计 850000 吨，较上月产量有所减少，开工率有所下降。9

月铝棒产量预计 1104600吨，较上月产量下降 5.59%，开工率继续回落。全国限电范围逐渐

增加，部分企业受波及减产；加之铝加工成本大幅抬升，部分铝棒企业亏损运行，不得不减

产，使得铝棒产量大幅下降。 

需求方面：9月进入传统意义上消费旺季，板带箔、线缆以及铝杆等行业需求尚可，但是建

筑始终难有较大起色，房地产行业数据不及预期，特别是全国电力紧张局面，广东、江苏等

地相继限电，使得型材厂关停减产增加，铝棒需求更是雪上加霜，即使持货商一再下调加工

费，也难以刺激下游接货热情，铝棒生产企业只能减产减少亏损。 

成本方面：本月铝加工产品成本继续大幅上涨趋势，上游原料电解铝在能耗、限电影响下减

产量增加，带动铝价突破 23000 元/吨；金属镁主产地陕西限产，推升金属镁价格一度突破

70000元/吨，金属硅价格也在减产背景下上升至 55000元/吨历史高位，共同作用使得铝加

工产品成本大幅度上涨。 

利润方面：虽然铝加工产品价格直线上涨，主要受上游电解铝价格拉动被动跟涨，铝板企业

在需求复苏带动下加工费上调，企业仍有利润空间。铝棒企业由于房地产低迷、型材企业减

产影响，需求始终不佳，即使上游铝价推动价格上涨，但加工费难以跟涨，企业通过下调加

工费刺激成交，使得部分铝棒厂亏损。即使月末阶段市场氛围烘托下大幅上调，但下游并不

买单，有价无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