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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发 〔２００９〕４７号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山东省有色金属工业调整

振 兴 规 划 的 通 知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 《山东省有色金属工业调整振兴规划》（以下简称 《规

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有色金属工业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对我省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省

有色金属工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制定并实施 《规

划》，是贯彻落实国家 《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积极应

对危机，推进我省有色金属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增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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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对于保持我省有色金属工业稳定

增长，促进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各部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积极作为，科学务

实，大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积极推进产业重组，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确保我省有色金属工业调整振兴规划目标

如期实现。

有关市、县 （市、区）政府要按照 《规划》确定的目标、任

务和政策措施，抓紧制定具体落实方案，切实抓好组织实施。省

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 《规划》明确的分工和工作要求，尽快制定

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做好对 《规划》实施的指导和支持。

《规划》还筛选确定了一批配套的在建和拟建重点项目，由

省经贸委另行印发，请各市、各部门和有关企业一并抓好落实。

山东省人民政府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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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有色金属工业调整振兴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有色金属工业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产品广泛用于建

筑、交通、电力、电子、家电、通讯、军工及新材料等多个领

域，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以及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我省有色金属工业经过５０多年的发展，基本形成

较完整的产业体系。近几年来，我省有色金属工业紧抓机遇、乘

势而上，实现快速发展，成为我省重要的基础产业。为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调整我省有色金属工业结构，实现有色金属工业平稳

较快发展，推进有色金属工业全面振兴，特制定本规划。

一、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一）现状。

１．我省已成为有色金属产业大省。２００８年，全省规模以上

有色金属企业３４２家，主要铝冶炼企业１０家，铜冶炼企业５家，

实现销售收入１８２０亿元，利税１４３亿元，分别占全国的９．４％

和９．８％。全省电解铝产量１４８万吨，居全国第二位；电解铜３９

万吨，居全国第三位；氧化铝６５６万吨，居全国第二位；铝材

１６８万吨，居全国第三位；铜材３０万吨，居全国第九位。

２．工艺装备水平显著提高。目前，重点企业的氧化铝生产

采用拜耳法短流程工艺，电解铝生产采用１６０千伏安以上大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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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电解槽，铝板带加工企业采用热连轧、高速冷轧和连铸连轧等

生产工艺。阳谷祥光铜业的粗铜冶炼采用闪速熔炼和闪速吹炼技

术，是世界上第二个采用双闪速炉工艺的铜冶炼厂，工艺技术先

进，填补了国内铜工业的空白。主要铜加工企业采用连铸连轧先

进生产技术和装备。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６年相比，氧化铝综合能耗降

低１２千克标准煤／吨，铝锭综合能耗降低１８０千克标准煤／吨，

铜冶炼综合能耗降低１１千克标准煤／吨。

３．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我省有色金属行业建

立起一批国家和省级技术开发中心，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开

发形成高精度铝及铝合金板带箔、高性能结构型材、无缝管材等

一批高附加值产品。全省有色金属工业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近

１００项，其中，中铝山东分公司研制开发的铸造铝合金和变形铝

合金系列产品获国家级金奖称号；山东丛林集团公司的１００ＭＮ

油压双驱动铝挤压技术与装备研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成功研发时速３００公里的动车组铝型材产品，实现高速列车车体

材料国产化；高精度内螺纹铜管、铝合金建筑型材获中国名牌产

品称号。

４．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我省有色金属工业虽然

取得显著进步，但仍存在布局不够合理，原料对外依存度高，深

加工产品比重低，特别是高精尖铝、铜产品比较少，加工能力和

水平比较低等问题。自主创新能力弱，企业发展趋同化趋势明

显。烟尘、赤泥等环境污染治理任务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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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临形势。２００８年９月份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

的影响，有色金属行业生产经营形势急剧恶化，面临全面亏损的

严峻局面。一是市场价格暴跌。从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开始，铜、铝

等有色金属价格快速下跌。从７月初到１２月底，国内市场铜价

从６４３７０元／吨下降到２８０００元／吨，降幅为５６％；铝价从１９４１５

元／吨下降到１３２５０元／吨，降幅为３２％。有色金属价格跌速之

快、跌幅之大前所未有。有色金属生产增幅呈大幅度下降态势，

２００８年１０种有色金属产量同比增长６．７％，增幅回落１８个百分

点。二是有色金属企业普遍减产。目前全国停产电解铝产能、氧

化铝产能均占总产能的４０％，铜、铝加工企业约４０％产能停产。

三是企业库存和应收账款大幅度增加。２００８年有色金属工业企

业产成品库存同比上升２２％，应收账款同比上升２１％。全国电

解铝正常库存约２０—３０万吨，而目前高达１２０万吨左右。库存

上升和应收账款增加，降低了资金流动性，企业的生产经营更加

困难。四是铜铝等主要有色金属企业出现全面亏损。２００８年底，

电解铝成本１．５－１．７万元／吨，远高于目前的市场价，导致电解

铝企业全部亏损。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的总体要求，认真贯彻国家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政策，以市场为导

向，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市场开拓、产业进步、深精加工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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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推动有色金属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有色金属产业

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１．应对危机与产业振兴相结合。着力解决行业当前面临的

困难，保市场，保重点，促进产业平稳运行；利用市场 “倒逼”

机制，充分发挥各种有利因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竞

争力。

２．控制总量与优化布局相结合。根据能源、资源、环境、

市场等条件，严格控制产能扩张，加快淘汰落后，推动有色金属

产业向上下游产业延伸，支持具有资源、能源优势的地区发展

铜、铝深加工产品，优化产业布局。

３．自主创新与技术改造相结合。积极引进关键技术，加大

自主创新和吸收引进技术再创新的力度，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

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降低

资源和能源消耗，增强科技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撑能力。

４．资源开发与节约利用相结合。合理开发利用国内有色金

属资源，以满足内需为主，控制资源初粗加工产品出口，鼓励高

附加值深加工产品出口，积极实施 “走出去”战略，增强资源保

障能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再生利用水平，加强资源节约

和综合利用。

（三）主要目标。

１．２００９年，采取综合措施稳定市场需求，企业生产经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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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好转，库存、产成品流动资金占用等主要财务指标明显改善，

实现稳定运行。

２．到２０１１年，培育３家销售收入过１００亿元大型铝业集

团，３家销售收入过６０亿元铜业集团。全省电解铝产量２２０万

吨，电解铜产量６０万吨，氧化铝产量７００万吨，铝、铜加工材

产量分别为２１０万吨和５５万吨。再生铝和再生铜比重力争达到

各品种产量的２０％。

３．大力发展铝、铜产品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

加值。全省氧化铝在省内深加工的比例提高到７０％，电解铝在

省内深加工的比例达到１００％；铝板带箔、工业铝型材等高附加

值产品占铝加工能力的比重达到６０％以上，培育２个以上中国

名牌产品，产品质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成为有色金属工业发展

的新亮点。

４．培育１个行业技术中心、２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４个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和连续不断的技术改造，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使主要技术装

备保持国内先进水平，关键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５．淘汰落后工艺装备，节能减排取得成效。重点骨干企业

吨铝直流电耗下降到１２５００千瓦时以下，氧化铝综合能耗低于每

吨４５０千克标准煤，粗铜冶炼综合能耗低于每吨５２０千克标准

煤，余热基本全部回收利用，废渣１００％无害化处理。企业的能

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均达到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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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重点

（一）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在限制发展氧化铝，适度有

序发展电解铝、电解铜的基础上，加快建设阳谷祥光铜业的阴极

铜二期工程、烟台鹏辉铜业的节能减排技改迁建工程、山东天圆

铜业的低氧铜线杆项目和高精铜板带、东营方圆的电解铜、菏泽

广源的高精电缆专用铜带、南山铝业的电解铝、龙口丛林的轨道

交通用铝型材技改、肥矿平阴铝业和泰山铝业的铝板带箔、山东

奥博特铜铝业的高精度铜合金板带等一批投资大、拉动作用强的

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提高规模效益。以菏泽广源、山东奥博特、

山东天圆铜业等企业为依托，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用引线框架铜

带、高档铜箔、高速列车及铁路电气化所需的高性能专用铜材等

产品，满足市场需求。重点支持中铝山东分公司、山东信发铝

业、南山铝业、肥矿平阴铝业和泰山铝业、菏泽广源、兖矿科澳

铝业、齐星铝业、临沂金升和山东奥博特铝铜深加工延伸产业链

条项目，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二）加快发展一批新产品。围绕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包

装、印刷、建筑装饰、电子家电、军工、新材料等８大领域，发

展高精铝板带箔、铝合金压铸件以及管、棒、型、线等６大系列

产品。航空航天领域，发展预拉伸板、锻件、型材、棒材等高性

能铝材，积极为飞机制造业服务配套。交通运输领域，发展汽

车、地铁、轻轨、高速列车等车体结构、发动机零部件、散热

器、轮毂等，以及高速船外壳、窗室隔板、船甲板和航海仪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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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舰船装备板材、型材、管材等产品。包装领域，发展全铝易

拉罐制罐料、高性能特薄板带材和铝箔、高档瓶盖料、药用铝箔

材料等。印刷领域，重点发展铝合金ＰＳ板基。建筑装饰领域，

发展涂层板和彩色涂层板用基材、幕墙板、隔热门窗建筑型材。

电子家电领域，发展空调器用铝箔、高性能电解电容器用铝箔、

空调散热片用铝箔。军工领域，发展超高强、高韧、高抗疲劳、

抗腐蚀的大型合金型材。新材料领域，开发 “专、精、特、新”

产品，满足新材料产业的需求。

（三）研发一批新技术。支持企业以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

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加强产学研结合，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冶炼技术和精深加工技术，研制发展高精尖有色金属深

加工产品和新型合金材料。积极开发铜冶炼及加工短流程工艺技

术，共伴生铜矿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加快电子信息产业用引线框

架铜带、高档铜箔、高速列车及铁路电气化所需的高性能专用铜

材等高精尖产品关键技术开发。大力发展氧化铝生产突破赤泥综

合利用技术，电解铝突破吨铝直流电耗１２０００ｋＷｈ的节能技术，

铝加工突破高档中厚铝板等关键技术，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

（四）推广一批节能减排工程。支持有条件的铜冶炼企业在

循环经济园区建设低消耗、无污染、规模化的再生铜生产能力，

提高废杂铜资源的回收利用水平；支持利用低品位矿、氧化矿、

难处理复杂矿、尾矿与废渣等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铜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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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尾气、余热等综合利用水平，降低能耗，提高水资源循环使用

率。拓展尾矿、冶炼废渣等固体废弃物的应用范围，实现铜矿

山、冶炼生产 “零排放”。支持氧化铝生产企业采用赤泥综合处

理技术提高赤泥回收利用率，采用高效、低耗、污染少的工艺技

术回收废杂铝。积极开发新技术，实现电解槽固体废弃物资源化

以及提高含铝非铝土矿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五）淘汰一批落后工艺装备。严格执行国家有色金属产业

政策和国家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政策措施，今后３年

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和改扩建电解铝项目，严格控制电解铜新增

产能。在２０１１年底前，淘汰落后小预焙槽电解铝产能，淘汰反

射炉及鼓风炉炼铜产能。逐步淘汰能耗高、污染重、产品档次

低、生产技术落后、规模小的铜、铝冶炼企业。

四、保障措施

（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色金属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政策

措施。积极争取国家有色金属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提出的国家收

储、提高出口退税率、直购电试点、技术进步及技术改造专项等

政策支持。

（二）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控制生产规模。各级、各部

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省有关规定，认真做好氧化铝、电解铝

项目核准和备案工作，办理项目环评、土地、规划、安监等相关

手续。手续不完备的建设项目，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土地

使用手续，环保部门不予办理排污许可证，质监部门不予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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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许可证，金融机构不提供信贷支持，海关不予办理进口设备手

续。

（三）推进企业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在配置生产要素上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和支持有色金属企业

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发展壮大中铝山东分公司、山东信发铝业、

南山铝业、魏桥铝业、烟台鹏晖铜业、东营方圆、阳谷祥光铜业

等优势企业。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优势产品为依托，以资本和

产业链为纽带，支持煤电铝、电解铝、铝加工企业、电解铜、铜

加工企业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互相持股等方式进行战略重

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抗御风险能

力，培育国际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研究制定具体政策措

施，妥善解决重组过程中富余人员安置、企业资产划转、债务核

定与处置、财税利益分配等问题。鼓励中小铝铜企业为大企业集

团搞好配套，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四）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扩大技改投资。一是认真落

实财税优惠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及贯彻落实力度，积极引导企业

充分用足用好财税优惠政策，强化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切实把优惠政策用足、用好、用活。各级财税部门要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积极研究制定财税配套政策和税收管理措施，促进行业

调整振兴。二是积极整合财政专项资金。大力支持企业技术进

步，着力推动企业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着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大力支持节能减排、结构调整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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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改造，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是对国家确定的重点支

持项目，各级政府要创新资金筹集方式，调整资金支出结构，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四是切实落实国家新税法

规定的增值税转型税收政策。五是各金融机构加大对铝、铜精深

加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五）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进步。支持现有骨

干企业建立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鼓励龙

头企业组建行业技术中心，建立健全技术创新平台，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冶炼技术和产品精深加工

技术。进一步完善产学研联合机制，对制约铝行业和铜行业发展

的关键性技术进行联合攻关，尽快取得突破。多渠道、多层次培

养引进技术创新人才，为技术开发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加

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形成政府资金引导、企业投入为主、社会

全面参与的研发投入机制。以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不断提高企

业技术装备水平，培育一批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

值的拳头产品。

（六）积极开拓市场，扩大有效需求。抓住国家加大投资、

启动内需的有利时机，在稳定现有有色金属消费领域的同时，积

极开拓新市场。鼓励高附加值的机械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运

输工具、仪器仪表等产品出口，增加有色金属间接需求。围绕交

通、电力、建筑、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加大技术改造力

度，大力发展高精尖有色金属深加工产品和新型合金材料，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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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消费，保持市场稳定。

（七）鼓励节能减排，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按照国家及省关

于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政策规定和要求，进一步加大铝行

业和铜行业节能减排力度，积极推广一批重大节能技术、重大节

能装备，实施一批重大节能示范工程。出台铝和铜行业节能减排

标准，强化节能减排责任。加大节能环保执法力度，强化企业能

源计量基础，规范企业用能和排放行为，依法淘汰落后生产工艺

和设备。鼓励企业发展废铝和废铜的回收以及再生铝和再生铜产

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八）拓宽境外资源引进渠道，解决原料制约瓶颈。引导有

色金属工业企业积极开展与国际铝土矿、精铜矿原料公司的合

作，签订长期原料贸易合同。企业之间要积极探索联合采购、集

中采购等形式，降低采购成本，规避市场风险。利用当前国际市

场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处于买方市场的有利时机，加强政府政策引

导和信息服务，组织企业统一对外谈判。抓住当前矿产资源价格

大幅下跌的机遇，鼓励企业实施 “走出去”战略，围绕国内短缺

的铜铝矿产资源，加大对外投资力度，采取参股、收购、股权置

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外矿山的开发利用，建立长期稳定的原料

供应渠道。

（九）强化信息沟通，加强行业自律。省有关部门要及时发

布产业政策导向及信息，实现信息共享，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指

导。行业协会要积极发挥作用，及时反映行业问题与企业诉求，

—３１—



为企业投资决策、银行审贷、生产运营等提供信息引导，引导企

业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保障行业

公平竞争，促进全省有色金属工业健康发展。

附件：有关部门工作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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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关部门工作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 实施时间

１
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

度
财政厅

国税局、地税局、发改

委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２
加大技术进步及技术

改造投入
经贸委 发改委、财政厅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３

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

制，加快淘汰落后产

能，严格实施国家、

地方强制性能耗限额

标准和排放标准

经贸委

冶金总公司

发改委、财政厅、国土

资源厅、环保局、安监

局、质监局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４
落实有色金属产业政

策

经贸委

冶金总公司

发改委、安监局、质监

局、青岛海关、检验检

疫局、电力公司、电监

办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５ 推进企业联合重组
发改委

冶金总公司

财政厅、经贸委、国资

委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６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

经贸委

冶金总公司
科技厅、国资委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７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外经贸厅

冶金总公司

发改委、财政厅、国土

资源厅、国资委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８ 发展一批重点产品
经贸委

冶金总公司
发改委、国防科工办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９
组织企业争取国家专

项资金和项目支持

发改委

冶金总公司
经贸委、财政厅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１０ 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冶金总公司 发改委、经贸委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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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经济管理　有色金属　规划　通知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省法院，省检察院，济南军区，省军区。

各民主党派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