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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業和資訊化部發佈了《有色金屬工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以下

簡稱有色“十三五”規劃）。有色金屬工業作為製造業的重要基礎產業之一，是

實現製造強國的重要支撐力。在有色“十三五”規劃中，提出了以加強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和擴大市場需求的主體思路，並以高端材料、綠色發展、兩化融合等作

為重點，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拓展行業發展新空間。 

   

翻閱有色“十三五”規劃，有一亮點是引人注目的，即“鎂”。作為 21 世紀綠

色金屬的鎂，在這份規劃中出現的頻率極高，也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高，可以看

出在這個五年規劃中，鎂產業面臨的發展機遇和空間將是前所未有的。對於這個

產量不到百萬噸的產業，有色“十三五”規劃有哪些重點涉及到它？與之前的五

年規劃相比有什麼變化？對產業未來會帶來什麼影響？為此，記者採訪了中國有

色金屬工業協會鎂業分會會長徐晉湘及相關行業專家。 

   

鎂產業發展具有必然性 

   

從我國礦產資源方面來看，我國有色金屬工業面臨資源保障基礎薄弱等問題。有

色“十三五”規劃提出，2015 年國內銅、鋁、鎳等重要礦產原料對外依存度分

別為 73%、45%（據瞭解到的最新資料為 50%以上）、86%。受資源出口國政策變

化、法律約束和基礎設施薄弱等影響，我國進口資源面臨不確定性，行業抵禦市

場風險能力不足。我國有色金屬行業發展面臨諸多制約和限制。 

  

“礦產資源問題雖然與鎂金屬沒有直接關係，但卻具有非常重要的間接關係。”

徐晉湘說。在礦產資源薄弱的大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意義的提出

為我們指明了方向：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在地殼眾多的元素中，鎂的豐度為 2.1%，排在第 8 位。在全世界已探明的幾大

有色金屬元素中，鎂的儲采比高居榜首，據統計，預計可採用近 1000 年。我國

的鎂資源最為豐富，既有礦物資源，又有鹽湖資源，還有海水鎂資源，儲量占全

球比例的 50%以上，居世界首位；同時，鎂資源還可實現再生迴圈利用。中國工

程院院士何季麟比喻鎂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在我國面臨資源問題的時刻，如果對外依存度是我們頭上一把高懸的劍，那麼，



鎂資源就是迎刃而解的解藥。所以，鎂產業的發展極具歷史必然性，而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戰略的實施也為鎂產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有色金屬行業來看，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時期，整體消費增速將由

“十二五”期間的高速轉為中高速，銅、鋁等主要金屬品種消費增速將明顯放

緩。而“十三五”期間，在交通裝備輕量化和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以及節能減排

戰略要求的繼續實施，鎂產業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期，消費增速不僅不會

放緩，反而會出現高速增長的態勢。 

   

在有色“十三五”規劃中，專欄 2 是 2020 年主要有色金屬表觀消費需求及產量

預測，鎂一改往常，被列入了五大主要品種中，而國家預測的“十三五”年均增

長率最高的金屬品種也是它，增長率為 7.1%。對此徐晉湘對記者說：“這次有

色‘十三五’規劃在鎂產業方面變化極大，可以看出，國家對鎂未來的發展空間

十分認可，‘十三五’也為鎂未來發展定下了基調。 

   

預計“十三五”期間鎂的年增長率將是最高的，2020 年產能將達到 130 萬~150

萬噸，甚至更多。” 

   

鎂技術創新仍任重道遠 

我國鎂產業經過 10 多年的發展，已經逐步走到了世界鎂工業大國的地位，原鎂

產量達到世界總產值的 80%。隨著技術進步，鎂冶煉技術逐步從橫罐工藝向豎罐

工藝發展，冶煉成本不斷降低，每噸原鎂生產能耗從 2000 年的 11 噸標煤，逐步

降到目前的 4 噸以下標煤；鎂加工技術也獲得了諸多突破，如寬幅薄板帶（卷）

的設備設計製造和材料生產、鎂合金板成卷軋製、鎂合金連續軋製、鎂合金加工

成型裝備大型化等。可以說鎂產業技術創新在近些年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但仍任

重道遠。 

   

在有色“十三五”規劃中提出，有色行業要以堅持創新驅動、堅持品質為先、堅

持綠色發展、堅持兩化融合、堅持開放合作為主要基本原則。鎂產業目前還處於

“懵懂”時期，在技術創新方面存在極大的發展空間，急需自主創新成果產業化

的引領和推動。所以，鎂產業更應緊緊圍繞這幾項基本原則，大力推動創新成果

的產業化，帶動行業的快速發展。 

   

何季麟提出，從我國鎂產業發展的現狀來看，目前我們的重點應聚焦在制約鎂工

業發展的技術瓶頸難題上，突破原鎂冶煉技術，實現規模化綠色冶煉，為下游提

供高品質、低成本的原鎂，同時開發新型鎂合金及先進加工技術，推動鎂產業集

團化、高質化、規模化的發展。 

   

對此，據徐晉湘介紹，目前多數鎂冶煉企業仍採用矽熱法的橫罐工藝，這對於國



家“十三五”時期對鎂冶煉能耗標準的要求來說，很難達到“十三五”末的每噸

原鎂 3.5 噸標煤的標準，因此，“十三五”時期，橫罐工藝將面臨進一步的升級

改造，而用新的鎂冶煉技術和設備來改造原有技術工藝將是“十三五”期間鎂產

業的重點。 

   

那麼，鎂冶煉有沒有好的新工藝？ 

   

答案是新的豎罐工藝已經趨於成熟。 

   

徐晉湘表示，豎罐冶煉技術的突破性非常大，並且已經可以實現工業化。目前該

技術設計企業已有兩三家，技術也有了一定的成熟度和基礎。如果該技術可以推

廣應用，未來鎂冶煉的節能和能耗效益可在當前技術的基礎上節省耗能 30%以

上。這項新技術無論是與有色行業橫向比，還是縱向比其他行業，30%的節省能

耗將是綠色發展理念中獨樹一幟的，也是不可媲美的。另外，新的豎罐技術也是

實現“兩化融合”的基礎，是鎂產業真正實現資訊化和工業化結合的必由之路。 

   

“從鎂冶煉方面來看，以往在 5 年規劃中絕不會出現的鎂冶煉技術，這次卻被

‘十三五’列入了專欄 10 的‘綠色發展工程’中，可見‘十三五’對鎂產業冶

煉技術發展的鼓勵和支持。”徐晉湘說。 

   

除鎂冶煉之外，“十三五”規劃中還提出，要大力發展高端材料，其中包括高性

能輕合金材料、有色金屬電子材料、有色金屬新能源材料等 5 項。應關注重點在：

高性能輕合金材料。 

   

該項指出，圍繞大飛機、乘用車、高鐵、船舶、海洋工程等重大裝備高端製造領

域，加快實施大規格鋁鋰合金鑄錠熔煉鑄造、大卷重高精度寬幅鎂合金帶材製造

等生產線改造提升。要重點發展包括航空航太用高強鎂合金大尺寸複雜鑄造件、

高強耐熱鎂合金大規格擠壓型材/鍛件，3C 產品用鎂合金精密壓鑄件，大卷重低

成本高成型性鎂合金板帶材，汽車輕量化結構件用鎂合金精密壓鑄件等。 

   

我們發現“大卷重高精度寬幅鎂合金帶材製造”一項在規劃中格外搶眼。徐晉湘

介紹，“大卷重高精度寬幅鎂合金帶材製造”是一項極具戰略性意義的重點規劃

專案，關鍵在就於“大卷重”三個字。 

   

為什麼有色“十三五”規劃提到鎂合金的大卷重？ 

   

“要求大板帶材要成卷，才叫做大卷重。目前我國的鎂合金寬幅板帶材可達 2.0

米~2.2 米寬、20 米長，但是這並不能達到卷的程度，而是片式的。”徐晉湘說。



為什麼一定要是卷式的？因為卷式的板帶材的綜合性能極好，這關係到板帶材的

抗張性能、屈服強度和延伸率，這也是鎂合金板帶材能否實現工業化、規模化和

大量應用在軍工領域和交通運輸領域的關鍵。 

   

“高強耐熱鎂合金大規格擠壓型材/鍛件”中的鍛件一詞也是第一次出現在我國

鎂合金的相關規劃中。徐晉湘解釋說：“鎂合金鍛件的含義就暗指著汽車用鎂合

金輪轂等相關產品，儘快攻破鎂合金鍛件工藝，是實現鎂合金輪轂應用的關鍵。” 

   

此外，鎂部件工業化設計製造與應用技術在鎂合金技術創新領域和未來應用設計

領域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點。 

   

鎂在汽車輕量化上大有作為 

   

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

理念，其中綠色、節能、減排的概念在近些年已經慢慢走入人們的生活，也成為

了未來各個產業發展的基礎。其實，早在 2005 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節能減排就

成為了各個國家的共識，也是唯一一次各國不分政治信仰、制度、民族所達成的

共同利益共識。 

   

近些年，隨著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汽車、高鐵、航空等領域對節能減排的要求越

來越嚴格。早在十幾年前，歐洲各國就定下標準，要求汽車行業要節能減排，使

尾氣排放量和平均燃油經濟指標降低到一定標準；近些年，在標準上更加嚴格，

並強調汽車製造商生產的汽車回收率要不能少於自身重量的 95%，否則會受到高

昂的罰款。這些要求都迫使汽車產業必須採用更加輕量化的材料來達到標準，鎂

就是最實際且適合的材料。 

   

中國工程院院士左鐵鏞指出，目前許多國家都將汽車輕量化作為節能減排的重

點，將如何使鎂用於汽車材料中作為研究重心。汽車行業對鎂的需求量是不可想

像的，汽車輕量化材料的應用是鎂產業的一大發展方向，也是解決現有鎂產業問

題的有效途徑。 

   

事實上，汽車行業可帶給鎂產業走出困局的出路，而鎂產業也是可以達到汽車行

業要求的最佳材料。二者相輔相成，在交通運輸產業未來的發展中，是絕不可分

割的互利雙方。因此，開拓市場、拓寬應用是鎂產業在“十三五”期間必須要一

一攻破的路徑。 

   

有色“十三五”規劃中也再次對鎂合金的拓寬應用提出要求，規劃指出，積極拓

展應用，建立交通運輸用鋁材和鎂材，形成上下游合作機制，提高材料性能和應



用服務水準，擴大產品應用量，拓展產業發展空間；積極支持新材料首批次應用，

擴大高性能輕合金材料等應用；擴大應用重點領域，支持鋁鎂合金壓鑄件、擠壓

鑄造件和鍛造件等在高鐵、航空、汽車領域的應用；到 2020 年實現鎂合金在交

通運輸領域擴大應用 15 萬噸。 

   

如何具體實施？首先從立項開始，企業或科研機構就要和下游緊密結合，從初始

階段就要引進下游和終端企業進入；其二是在成果落實上，最終成果完成的標誌

一定是在下游實現應用，使成果變成產品、商品進入市場。徐晉湘表示，這也是

鎂業協會今後的主抓方向。 

   

另外，鎂空氣電池也將是未來產業發展的重點。有色“十三五”規劃指出，有色

金屬新能源材料要圍繞儲能與新能源汽車等領域要求，重點發展大容量長壽命儲

能電池正極、負極等材料。專欄 8 還專門提出，金屬（鋁、鎂）空氣電池空氣電

極材料為重點發展。 

   

對於空氣電池來說，鎂在儲氫和放氫的性能極好，可儲量達 7%，同時鎂放氫時

對環境的要求與現有環境相適應。徐晉湘介紹，面對我國綠色發展理念和國家對

節能減排嚴格的要求，鎂空氣電池的前景巨大。目前上海交大正在作相關工作，

研發的“MgH2”電池材料，是目前固體儲氫材料中是最好的。 

   

綜上所述，“十三五”期間將是鎂產業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將從根本上轉變鎂產

業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方向。徐晉湘認為，鎂行業在“十三五”期間將得到國家的

重視，並在一些重大專案上給予支持。“十三五”期間，鎂產業將會在汽車輕量

化的需求下，進一步擴大應用市場規模，提升工藝、裝備水準，逐步成為重要的

金屬材料產業，並加快使鎂產業走向世界先進行列，由鎂產業的大國變為鎂產業

的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