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包头市铝产业产值达863.2亿元，距
离千亿产值仅差 137亿元，属于包头的又一个千
亿级产业呼之欲出。

虽近在咫尺，但目前包头的铝产业发展仍然
面临着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的应用领域延伸不够，
产业创新研发能力不足，依然停留在“制铝卖铝”
阶段等突出问题。

“正视问题、补足短板，以‘有解思维’把存在
的堵点问题一个个解决好。”在近日召开的包头市
铝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速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上，
包头市决策者掷地有声，提出“要以最快速度、最
大力度把铝产业打造成为继钢铁、晶硅光伏、稀土
之后的第四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把包头打造成
为我国北方重要的铝产业基地”的目标，并给出行
动指南——

“链起来”——加快延链补链强链，不断延伸
产业链长度、增强产业链韧性，打通高端铝工业型
材、汽车轻量化配件、高纯铝、铝基新材料 4条产
业链上不同程度存在的“断点”，加快推进铝后加
工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高起来”——在高端铝工业型材方面，聚焦
光伏组件铝型材、板带箔、电池箔、铝电线电缆等
高附加值产品，重点发展高端工业铝型材和板带
箔产业集群。特别是依托包头市现有光伏组件产
业发展基础，配套发展铝边框、铝支架、铝银浆产
品，同时着眼储能产业快速发展趋势，提前布局发
展电池用铝箔、高导铝绞线等产业。

“轻起来”——在汽车轻量化配件方面，围绕
盛泰、汇众等龙头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围绕北
奔新能源重卡轻量化趋势，引进铝合金汽车零部
件、汽车铝板、型材挤压结构件等项目，打造汽车
轻量化产业集群。

“强起来”——在高纯铝方面，补齐光箔、腐蚀
箔、电容器等缺链项目，构建“电解铝—高纯铝—光
箔—腐蚀箔—化成箔—电子电容器”产业链；在铝
基新材料方面，重点发展高纯氧化铝、铝镁合金、铜
铝合金等产品，瞄准军用产品、新能源汽车电池架、
手机框架等领域，尽快打造出产业新优势。

“亮起来”——打造包头铝产业品牌，加强与
国家行业组织的合作，搭建高层次产业交流合作
平台，引导企业走出去参加各种商务合作，邀请知
名专家学者、企业家来包头市考察交流，扩大“包
头铝”的“朋友圈”，让更多人知道“包头铝”产业的
实力，全方位、多角度、多元化讲好“包头铝”品牌
故事，扩大“包头铝”知名度。

……
短板蕴藏潜力，落差集聚势能。在发展主战

场东河区、稀土高新区、固阳县，以“有解思维”为
引领，铝产业集中爆发的潜力也正在酝酿。

就在近日，稀土高新区专门召开专题部署会，
第一时间制定印发“稀土高新区铝产业高质量发
展2024年提速攻坚的10条措施”，从加强运行服

务、培育升规入统、提速在建项目、开展精准招商、
盘活土地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加大科技投入、做
好要素保障、协调固废渣厂、编制发展规划等 10
个方面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铝后加工产
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当我们站在微科（内蒙古）新材料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20万吨绿色轻量化高端铝合金新材料项
目建设现场，这样的爆发力有了具象。

在这个位于铝业产业园区核心位置、占地面
积约217亩的大工地上，大气疏朗的生产车间、新
产品技术研发中心等各类生产和配套设施正在

“拔节生长”。公司总经理张广平向笔者介绍道，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每年可生产10万吨太阳能
光伏型材及边框组件、4.5万吨新能源汽车车身轻
量化结构型材及 5.5万吨动力电池托盘、防撞梁、
纵梁、刹车阀块、天窗导轨、座椅导轨等精深加工
产品。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国规模大、综合实力
强、节能降碳效果显著的高端铝基新材料精深加
工产品及一体化解决方案服务供应商。”看着这
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公司总经理张广平信心坚定
地说。他表示，目前项目已处于工程收尾、设备
安装的阶段，预计今年底，第一批产品将投产下
线。

一个个生动的项目建设现场，一条条高效的
产品生产线，一步步铿锵的发展足音，汇成了包头
打造千亿级铝产业的最美画卷。而实现产值超千
亿仅仅是包头今年的目标。全速奔跑中的包头，
把目光投向更高更远处——全力打造有足够产业
规模和影响力的我国北方重要的铝产业基地，并
以此为新起点向着更高能级加速迈进。

新引擎，如何点燃？

新格局，如何布局？

如果把产业发展比喻成一场接力赛的话，那
包头在铝业新赛道上跑出的第一棒是绿色环保
棒。

7月底的一场透雨，不仅为城市解了热，更为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解了渴”。公司华云一厂、二
厂的雨水收集池充盈起来，为生产积蓄了水源。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善永告诉笔
者，虽然包头铝业紧邻黄河，但提出了“守着黄河
不用黄河水”，更不使用地下水的目标。为此，企
业先后投入1.32亿元，实施了一系列污水治理项
目，通过雨污分流改造，实现了厂内雨水收集、废
水处理和中水全部回用。目前，公司生产用再生
水比例占到70%以上。

“除了不浪费水，我们还实现了所有电解烟
气烟囱‘不冒烟’。敢这么说，是源于我们3年投
资了4个亿，升级完成5个电解厂14套电解烟气
脱硫改造项目，达到了超净排放标准。”在包头铝
业集控中心内，陈善永指着实时监控着的主要排
放物控制屏说。在这里笔者看到，工作人员通过
覆盖全厂的4000多个摄像头以及智能应用与服
务系统，实现了生产过程全数智化管控。

第二棒是绿色生产棒。作为包头铝业产业
园区的“链主”企业，包头铝业除了在后端发力
外，更把绿色理念前移到生产端。

目前已经陆续投产的华云三期项目，采用行
业领先的 600kA大型预焙电解槽技术，是当前
铝行业最先进的电解铝系列，通过达到经济技术
指标最优、数智化程度最高，最终生产出最具市
场竞争力的高品质绿色低碳铝合金系列产品。

“为此，华云三期项目从建设初期，就采用了
多项‘节能黑科技’，能耗可达到电解铝企业单位
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包头铝业轻合金项目部
副经理石世权介绍说。

不仅是包头铝业，产业园区里的115家企业
同样在齐心协力跑好这一棒。也不仅是在包头
铝业产业园区，在稀土高新区、固阳县等铝产业
发展赛场，同样以绿色为底色，铺陈着千亿级产
业的发展图谱。

第三棒是链式发展棒。聚焦延链补链强链，
不断延伸产业链长度、增强产业链韧性。

从 1958 年建成全国第一家电解铝企业至
今，包头已集聚了4家电解铝企业、26家铝后加
工企业，形成了高端铝工业型材、汽车轻量化配
件、高纯铝、铝基新材料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产业集群的“雪球效应”开始显现。

在位于包头铝业产业园区内的盛泰汽车零
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平均每天都有 15包来自包

头铝业的直供铝水进入到熔炼车间，再通过低压
铸造、热处理、机加工以及涂装等程序，完成从原
料到成品铝轮毂的嬗变。

走进盛泰汽车机加工生产车间，41条生产
线上快速挥舞的机械臂蔚为壮观，虽然让人看得
眼花缭乱，但“秀”出的是一个个打磨精细的轮毂
模型，再经过后序喷粉或喷漆、质检等程序，最终
下线成为一个个合格的成品。而这样的产品每
天会下线 1.4万至 1.5 万只左右，其中 60%的产
品出口欧洲、美国、日韩等国家，40%销往国内沃
尔沃、现代等终端客户手中。

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所属的天津
立中车轮集团，是中国第二大铝合金车轮制造企
业。公司总经理王超告诉笔者，作为铝后加工企
业，铝水的品质和供应成本是影响企业生产和利
润的关键。而坐拥与原料供应商“邻居”的优势，
让公司发展信心十足。正是源于集团对包头基
地的看好，公司逐年扩展产能，已由中端向中高
端迈进。目前四期两条生产线正在全力建设中，
项目完全建成后，公司产能将超千万只，产值达
到 30亿元，跻身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铝合金车
轮生产基地行列。

最后一棒是绿电支持棒。“用绿电、造绿铝”，
一直是“包头铝”追求的目标。

在几百公里之外的达茂草原上，一场“用能
革命”正蓄势待发。目前包头市正在推进 4条
500千伏 100%纯新能源输电通道，其中包风一
号线今年年底运行，绿电将直供包铝产业园
区，形成“包铝新能源发电——包风一号专线供
绿电——包铝自备机组调峰——包铝绿能电解
铝——园区下游绿电铝合金深加工”的新能源自
发自用低碳产业链示范模式。

包头铝业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孙熙
麟介绍说，等包铝900MW风电消纳项目和达茂
旗 1200MW新能源项目年底建成投运，实现华
云三期用电负荷全部由新能源供给，园区清洁能
源替代比例将达到 40%以上、2025年达到 50%
以上。“通过将园区打造成绿电成本洼地和绿电
铝发展高地，助力包头市打造我国北方重要铝产
业基地。”孙熙麟说。

另一个铝业发展主战场固阳县，正在立足绿
电和区位特点，利用第三批增量配电网改革试点
有利条件，以增量配电网和储能为依托，探索建
设园区微电网，努力把绿电比例提上来，电力成
本降下去，承接电解铝产业转移，同时配套引进
铝后加工项目，发展铝型材、铝镁合金、铝基新材
料等产业。

新赛道，如何跑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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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千亿级铝产业如何炼成包头千亿级铝产业如何炼成？？

包
头
铝
业
内
蒙
古

华
云
三
期
项
目
。

包头铝业入厂煤无人值守智能化验系统。

包头铝业自动出铝测量系统。

2023年 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
见》，提出加快霍林河、包头铝业等低碳园区建
设。这为包头铝产业向“新”求“质”，以“新”求

“胜”创造了有利政策条件。
跃迁之道，要在创新。包头把创新作为铝产

业发展最大的引擎和动力，不断推动原始创新、技
术创新、产业创新，更多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
上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在包头常铝北方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台冷轧
机组合生产线上，30余名工人正在有序地操控设
备，经过铸轧、冷轧、涂覆三道工序，一批空调用涂
层铝箔、新能源汽车用电池壳、电池箔等产品，正
在源源不断产出，销往海尔、格力、美的、海信等空
调企业，以及特斯拉、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企业。

2011年落户稀土高新区的包头常铝北方铝业
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是铝板带箔项目，2023年
产值近34亿元。今年，利用“常铝新材料科技研究
开发中心”加快了产品创新和转型升级步伐，正在
把公司独特的ECC技术应用到更多产品中，利用
科技之力积极主动助力包头铝产业实现千亿目标。

走进内蒙古丰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高精尖
的成品展示以及自动化生产线让人眼前一亮。在
最核心的化成车间，笔者看到与其他机器声轰鸣
的生产车间的差异，这里安静得略显神秘。化成
箔是铝电解电容器必需的阳极材料。作为电子基
础元件的主要元件之一，化成箔用途十分广泛，市
场前景广阔。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生产铝电解电容器用中
高压化成箔的企业，在包头深耕近20年了。”公司
副总经理刘晓娟介绍说，目前公司已建成36条中
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年产化成箔650万平方米，并
通过持续的研发创新，发展成为一家高科技企业，
先后被自治区火炬中心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自治区科技厅认定为“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发展之道，唯在得人。这两天，来自河北邢台
的北京科技大学硕士毕业生李哲和来自乌海的西

安交通大学硕士毕业生任媛媛正在中铝集团包头
铝业有限公司参加公司的入职培训。他们俩都是
通过包头市 2024春季校园招才引智活动，“走出
去”“招回来”的铝产业专业人才。

李哲告诉笔者，他在春招期间收到不少offer，
综合对比后，选择来到包头。“包头工业基础设施雄
厚，包铝的实力也比较强，所以选择来到这里，希望
能够站在行业前沿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任媛媛
之前来过包头，她眼中的包头是一座工业底蕴深厚
的城市，在这里将有更多的发展可能。“希望能在这
座城市、在包铝发光发热。”任媛媛说。

包头市发展坚持系统谋划，紧盯关键环节，充
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切实加强研发平台建
设，下足功夫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千方百计强
化人才支撑，切实打通要素保障堵点难点，为铝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最优产业生态。加大铝业与上
海交通大学、郑州研究院等国内知名院校和研究
院所产学研合作力度，合作设立研发机构，进一步
推动包铝产业链向高端化、高附加值延伸，人才和
技术优势形成“虹吸效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最新出台的《包头市铝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速攻坚行动方案》中，包头市明
确提出要强化人才保障，突出“高精尖缺”导向，用
好“事业编制企业用”“人才政策包 550”等工具，
积极引进和培育铝产业技术领军人才和高端人才
团队，支持在铝企业建设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多
维度激活产业发展人才引擎。

营商环境，燃动引擎。“包你满意”“包你放心”
的营商环境始终是包头的“隐形”引擎。

针对包铝等龙头企业成立的由包头市级领导
牵头的服务专班，竭尽所能支持企业发展。由包头
市科技局组织内蒙古金属材料研究所、上海交通大
学包头材料研究院组成的工作组，深入铝业产业园
区开展科技体检，助力企业进行关键技术攻关、成
果转移转化。同时，包头市主要领导一次次外出拜
访、招商，一场场专题调度、推进会议，都释放出了
包头全力发展铝产业的态度、信心和实力。

包头铝业精铝事业部 800KG-T 锭圆盘铸造极。

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轮毂生产线。

上交赛孚尔高纯氧化铝生产车间。

东方希望包头希铝。

丰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0条化成箔生产线。

包头常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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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铝是应用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

和仅次于钢铁的第二大金属材料，

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基础材料。铝

业，是国家重要的基础产业，与航空

航天、交通运输、车船制造业以及日

用百货等行业密切相关。今年上半

年，铝产业链景气度持续上升。在

汽车轻量化及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趋

势下，铝产业呈现出需求旺盛、价格

稳步上涨等良好势头。

作为曾经生产出新中国“第一

块铝锭”的包头市，正以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为引领，依托66年的

发展积淀，乘势而上打造千亿级铝

产业集群，最终剑指我国北方重要

的铝产业基地。

包头的信心和底气何在？又将

如何开疆拓土？笔者一行走进包头

铝产业发展现场，进行了深入调研。

包头铝业分布式光伏项目。

包头铝业内蒙古华云电解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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