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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環境 

“十三五”期間，是鎂工業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由大變強的關鍵時期。由於各

國“節能減排”和輕量化工程的壓力及技術創新、技術進步的推動力，對中國鎂及

鎂合金高品質製品的需求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已有進一步建立固定模式或

機構、最終形成成熟的國際交流、運行機制的要求。由此而進一步影響和帶動國

內企業和應用市場。 

 

從國際環境看，在全球礦產資源形勢日益緊張，銅、鋁、鉛、鋅、鎳等有色金屬

資源緊缺、價格大幅攀升的大背景下，作為資源性商品而又兼備減重、節能、回

收特性的金屬鎂，理當在可持續發展中擔當更重要的角色。隨著全球經濟轉入復

蘇，發達國家重歸製造業，新興經濟體的持續發展，特別是節能、環保、綠色、

低碳概念的普及與深化，鎂產業的發展空間更為廣闊。 

 

從國內發展環境看，鎂作為獨具國家特殊地位的戰略性資源和新型結構材料，將

迎來最好的機遇期，在交通輕量化、新能源材料、環保產業、消費電子、海洋工

程、航空航太等領域將發揮更大的作用。特別是《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

劃（2012-2020年）》所提出的乘用車的平均燃料消耗要由 2015年的 6.9升/百公

里降至 2020年的 5.0升/百公里將為鎂合金零部件提供廣闊的應用空間。此外，

我國城市建設運營軌道交通的快速發展也將使鎂合金內飾件、座椅框架、高品質

鎂合金車身板、變截面軋製板、寬幅鎂合金板等鎂合金鑄件、型材、板材大有用

武之地。 

 

需求預測 

到 2020年，鎂的消費量將達到 180萬~200萬噸。其中，汽車領域消費量 160萬

噸，軌道交通領域 5萬~10萬噸，航太航空領域 5萬~10萬噸，電子資訊領域 5

萬~10萬噸，能源冶金領域 5萬~10萬噸。 

 

指導思想 

立足我國特有資源優勢，抓住當前重要戰略轉型機遇期，深化改革，全方位創新，

千方百計挖掘、引領、釋放“調結構”及“節能減排”、“兩化融合”的紅利，切實加

強協調組織，做好產業設計，充分發揮與利用好國內外兩個市場的特點和優勢，

使具有國家行業重要戰略意義的工藝技術和專案取得工業化、規模化、市場化、

標準化以及國家智慧財產權化等方面的顯著進展或突破，全面增強鎂工業核心競



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快實現我國鎂工業由大到強的轉變。 

 

主要目標 

“十三五”期間，我國鎂工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取得明顯進展，產業發展品

質和效益明顯改善。 

 

產量目標：預計 2015年，我國鎂產量將達到 100萬噸；“十三五”末，我國鎂產

量將達到 180萬噸，年均增長率為 12.5%。 

 

節能減排:“十三五”期間，我國鎂工業節能減排將取得更大進展，單位產品能耗進

一步降低。2020年，我國鎂綜合能耗將降到 3500千克標煤/噸，相比“十二五”

末，節能約 20%，減排約 70%。 

 

技術創新:構建以企業為主導的完善的技術創新體系，研發投入占企業主營業務

收入達到 2%。開發並推廣新型冶煉、熔鑄、合金製備等綠色高效工藝和節能減

排技術；研發並規模化生產寬幅板帶材、高技術含量的型材、鑄件及鍛件等精深

加工產品；突破大型關鍵性配套設備的國產化技術，開拓在生物材料領域和能源

領域的應用技術。 

 

結構調整:產業佈局及組織結構得到優化，產品品種和品質基本滿足戰略性新興

產業需求，產業集中度進一步提高。 

 

主要任務 

 

提高認知度 

由於對鎂產業認知度不高，而且對鎂材料存在誤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鎂行業

的發展進程。因此，加強科普宣講，加強行業宣傳，從根本上提高各行各業對鎂

及鎂行業的認識，充分發揮資源優勢、性能優勢，大力發展鎂合金材料及其深加

工製品，使我國成為鎂工業強國。 

 

加強技術開發和推廣 

“十三五”期間，我國鎂工業重點開發和推廣的產業化技術有： 

 

鎂冶煉 

開發新的高潔淨、高均勻性鎂冶煉和凝固技術；開發高性能鑄造鎂合金，高強、

高韌變形鎂合金，耐熱、耐腐蝕鎂合金製備技術；推廣低能耗、低污染、低成本、

規模化、真正實現“兩化融合”的新型金屬鎂冶煉技術。 

 



鎂深加工及應用 

開發大斷面半連續鑄棒（Ф900mm×6000mm長）及板坯（500mm厚×1200mm寬

×4000mm長）；開發低成本幅寬大於 1500mm、厚度 1mm~3mm薄板（卷），寬

幅 300mm~1500mm、厚度 0.3mm~2.0mm、卷重 2.2噸~3噸薄板帶材，25mm厚

×2600mm寬×5000mm長、12mm厚×1700mm寬×10000mm長的中厚板；開發低

成本、大截面鎂合金中空擠壓型材，外接圓直徑大於 610mm；開發複雜鍛件、

等溫模鍛技術；推廣並實現鎂合金輪轂產業化技術；開發 4500噸鎂合金大型壓

鑄機、萬噸鎂合金擠壓機及大面積等溫焊接等成套大型設備；開展鎂基生物材

料、鎂基儲氫材料、電池材料的研究與應用。 

 

大力推動金屬鎂規模化應用 

有色金屬應用水準體現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產業市場開拓能力。目前，我國鎂工業

應用水準，與發達國家還存在明顯差距。“十三五”期間，要以鎂合金輪轂專案為

重點，推進鎂合金材料在汽車領域的規模化應用；以貼近生活、量大面廣民用產

品為突破點，推動鎂合金材料在民用領域的應用；繼續鞏固鎂合金材料在 3C、

汽車高端市場等領域的應用。通過開發市場、創造市場、培育市場，在更大的範

圍拓展鎂合金材料的應用，真正實現金屬鎂規模化應用。 

 

提高“軟實力” 

 

發展鎂產業生產服務業 

以推進符合我國利益的價格形成機制和交易平臺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服務

業，通過建立和完善金屬鎂的電子商務等市場手段，進一步提升我國對世界市場

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鼓勵企業開展技術研發、工業設計、資訊諮詢、現代物流等

生產性服務。培育一批具有工程諮詢、設計、裝備集成、安裝調試、運營服務一

體化能力的工程承包服務的企業或機構。 

 

加強標準化建設 

適應鎂工業加快產品結構調整、發展新材料的需要，建立、修訂、完善技術和產

品標準。進一步做好降低能耗、安全生產、清潔生產標準的制訂。加大參與國際

標準化工作的力度，實現國際國內標準接軌和雙向轉化。 

 

構建智慧財產權體系 

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創新開發能力的科研機構和科技主導型企業，加大、加快新技

術、新工藝、新設備的科技研發，形成一批具有國際水準的專利技術，構建我國

自主智慧財產權體系，推動我國鎂工業的發展，提升我國鎂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和

影響力。 

 



推進兩化深度融合 

認真總結和推廣鎂行業先進企業的資訊化經驗，積極參與並逐步建立和完善國家

金屬鎂行業資訊化標準規範工作體系。通過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提高企業生產

全程機械化、自動化水準。鼓勵企業建設資訊化集成管理系統，推廣使用企業資

源計畫（ERP）和生產製造執行系統（MES），提高管控效率。 

 

對策建議 

強化准入條件，實現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鼓勵鎂合金材料的開發和應用；構建

創新成果轉化機制，促進技術產業化；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優化產業結構；

組建產業聯盟，推動金屬鎂應用的拓展；構建開放型產業，營造國際化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