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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铝行业发展趋势呈现出增储扩能、追“绿”逐“新”、转型升级的特点。本文通过铝业变“绿业”

的过程，对铝业绿色转型的动因、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利用熵值法解析财务绩效，得出以下结论：1) 绿
色转型主要动因为环境需求、政策需求、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辅助以公司内部管理升级。2) 绿色转型

路径分为三条：绿色创新路径、绿色管理路径与绿色并购路径，三条路径协同作用共同发展。3) 绿色转

型后的财务绩效总体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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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aluminum industr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asing re-
serves and capacity, pursuing “green” and “new”,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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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motivation and path of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aluminum industr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aluminum industry transforming into a “green industry”, and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analyze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The main moti-
vation for green transformation is environmental demand, policy demand, market demand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ssisted by the company’s internal management upgrade. 2)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path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een innovation path, green management path and 
gree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ath, and the three paths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together. 3) The 
overall financial performance after green transformation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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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保护环境、降低碳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铝行业作为重点关注的

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领域，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转型是必然要求。中国作为全球最

大的电解铝生产国，铝产业是碳排放的重点领域，中国铝行业全产业链碳排放约占全国总排放的 5%，随

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中“碳达峰、碳中和”的纳入，绿色转型已经成为铝产业不得不做的选择。 
为了推进铝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中国针对现有的发展状况，出台了系列政策与法规。在 2021 年 8

月的《关于完善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中，提出鼓励电解铝企业通过实施阶梯电价提高能效、

降低碳排放强度。具体措施包括对高于分档标准的电解铝企业加价收费，同时，鼓励利用非水可再生能

源，如风电、光伏发电等，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计划》于同年 10 月印发。该方

案明确提出要实现废铝等再生资源应收尽收，发展再生铝产业。通过制定工业绿色发展“十四五”规划、

原材料工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等，推动再生铝产业的发展，打造再生资源供应链国内国际双轨。《电解

铝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于 2024 年 7 月颁布，旨在加快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

新，到 2025 年底，电解铝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达到 30%，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达到 25%以

上，通过技术改造和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铝业绿色转型刻不容缓，研究其深层动因、转型路径及经济效果对有色金属其他行业颇具借鉴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绿色转型提出以来，关于企业绿色转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节主要从转型的动

因、路径及经济效果进行分类整理，从而提供了铝行业绿色转型研究的理论依据。 

2.1. 企业绿色转型动因研究 

现有研究认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诸多环节。主要可分为外、内两

个层次。 
在外部层面，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规制政策的推进以及政府监管的力度等都是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的重要因素。侯建(2018) [1]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要素、资本深化、市场竞争、引进外资等都将显著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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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转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原有的生产力及生产方式无法让企业扩大市场占有率，通过

产品及技术的绿色创新进行企业绿色转型可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孙海波(2021) [2]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我

国工业结构的转型，研究发现产业的技术创新在环境政策的规制下加速，两者相互影响推进，从而推动

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陈晓红(2021) [3]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增加绿色技术成本补贴减少企业成本，与加强

政府的监管力度可以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绿色转型。Hurlbert and Peters (2020) [4]、Yang (2020) [5]等也从

碳税的角度探讨了环保税负如何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和转型。 
在内部层面企业高管环保体验，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毕茜(2019) [6]和 Andersen et al. (2020) [7]

研究发现，环保经验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且主要表现在民营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

较低的企业之间，其作用路径一般是推动企业绿色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降低企业调整成本来

实现。除了高管的影响，企业本身的动态能力也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动力，任相伟(2020) [8]等、Adya 
(2020) [9]从资源安排的企业的绿色行为，证实通过企业动态能力高效整合利用信息和资源，更有利于企

业的绿色转型。 

2.2. 企业绿色转型路径研究 

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各不相同，但总体是通过绿色管理与绿色创新来实现。董

秋云(2020) [10]探索发现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实现路径有三种：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环境保护规制、通过技术

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优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王展祥(2022) [11]和郭克莎(2023) [12]
认为工业企业的绿色转型主要在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制度创新与绿色市场需求培育。张瑾华(2021) [13]
探索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路径：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制定环境调控措施，加快建立多效

环境制度和工具体系，加快建立绿色制造管理体系，持续推进绿色消费体系的形成。李园园(2023) [14]基
于 117 家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转型研究发现 5 种转型模式：技术驱动式绿色转型、资源导向–创新能力协

同式绿色转型、环境规范–创新能力联动式绿色转型、政府扶持–创新能力拉动式绿色转型、制度保障

–多要素复合带动式绿色转型。 
除了绿色管理与绿色创新路径，部分学者认为绿色并购也是绿色转型的有效路径。Zhang (2022) [15]

在对发生绿色并购的 48 家重污染企业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认为绿色并购可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谢婷婷(2022) [16]基于上市公司绿色并购与绿色专利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并购可以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

色转型。 

2.3. 企业绿色转型效果研究 

企业绿色转型的成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效果与环境效果，而经济效果研究占现有文献的绝

大部分。 
对于企业绿色转型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各路学者看法不一。也有它有正向关系。Xie (2019) [17]基于

209 家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内容分析法发现，绿色对绿色产品创新起着积极的作用。无论

是绿色工艺的革新，还是绿色产品的革新，都能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Lei (2023) [18]从理论上分析了企

业绿色转型不仅有助于抑制应计盈余管理，并且有助于抑制真实盈余管理，从而提高企业利润。部分学

者认为绿色转型对经济效果存在先抑后扬的影响，杨静(2013) [19]研究发现在实施绿色战略转型初期，企

业绩效不升反降，但从长期来看，转型将推动企业财务业绩上升。Xie et al. (2022) [20]通过研究发现，企

业在进行绿色创新的过程中，起初绿色专利申请比例的提高会造成企业价值的贬值，但负面影响会随着

技术补偿效应的显现而逐渐降低，最终对企业价值起到促进作用。 
关于环境效果杨柳青青(2020) [21]的研究发现，工业绿色转型使省界县主要水质污染指标下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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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优化具有利好信号。 

3. 铝业变“绿业”的内外动因及路径 

3.1. 铝业绿色转型外部动因 

3.1.1. 碳减排压力 
作为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碳的排放。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问题

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碳排放的管控越来越严格。例如，我国已提出了一系列节能

降碳的目标和措施。这迫使铝企业寻求更加环保、低碳的生产方式，以降低碳排放成本并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 

3.1.2. 政策支持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铝业的绿色转型。例如，我国出台电解铝

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方案。提供专项补贴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进行节能改造和碳捕集利用项目。这

些政策措施在降低企业转型成本的同时。还提高了企业的转型积极性。 

3.1.3. 市场需求 
由于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绿色环保铝材渐成市场新宠。绿色铝材在满足环保要求的

同时，也提高了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例如，新能源汽车、高铁、船舶、航空等高端领域对绿色铝

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促使铝企业加快绿色转型，以满足市场需求并提升品牌形象。 

3.1.4. 技术发展 
技术创新作为推动行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正为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助力铝业。新型冶炼技术的应用显

著降低了铝业的生产能耗和排放，循环利用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清洁能源的开发应

用为铝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提升了铝业绿色生产的智能化水平。铝业正在逐

步实现低碳、环保、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3.2. 铝业绿色转型内部动因 

3.2.1. 高管环保经历 
高管的环保经历通过多种机制影响企业绿色转型。首先，高管的环保经历能够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

和创新能力，促使企业采用更环保的生产模式和经营战略。其次，环保经历的高管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

对环境法规和政策，降低企业的环境风险和合规成本。此外，环保经历的高管还能够通过其专业知识和

经验，推动企业采用更加高效和环保的技术，从而减少了生产环节对环境的污染。 

3.2.2. 控制生产成本 
通过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铝的生产不仅能够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有助于降低生

产成本。这些措施包括采用余热回收技术、优化电解槽设计等，有效整合可再生能源的供应，保障生产

效率和经济性。采用绿色低碳技术，如电解智能精准出铝、资源循环利用等，降低能耗排放，实施智能

制造工程：通过引进智能精准出铝、智能安全排查报警系统等工程，提高装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减

少人工操作，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3.2.3. 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情况下，绿色环保产品市场需求增加。铝企业通过实现绿色转型，

提高产品的环保性能和市场认可度，增强消费者信任和品牌价值，从而提升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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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3.2.4. 内部管理升级 
铝业结合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转型升级，为企业赋能。数字化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化管理、标准化认

证和自动化智能化管控等实现企业内部管理升级，帮助铝业实现了数字化生产和精细化运营，通过汇集

全域海量、多源、异构的数据，铝业能够快速提取和利用数据，实现以数据驱动的精细化运营，通过引

入智能工厂建设和数字化转型，铝业企业能够实现全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管控。这样既提高了生产效

率，又减少了浪费资源的现象，促进了绿色转型。 

3.3. 铝业绿色转型路径 

3.3.1. 绿色创新 
铝业绿色转型路径普遍采用的是绿色创新，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及产业链创新来实现。 
产品创新：铝业公司积极利用绿色清洁能源，如水电等减少碳排放的可再生能源；原材料中增加再

生铝使用比例；开发绿色产品，如超薄铝箔、绿色铝材等，满足市场需求。 
技术创新：开发竖井铸造和轮带式生产技术，突破铝合金生产中的技术瓶颈，提高成材率和生产效

率；研究开发大修渣、铝灰处置技术，实现固废处置 100%、资源化利用 100%；研发和应用节能环保技

术，如超细液滴脱硫系统，实现超低排放；等等技术创新助力于铝业的绿色转型。 
产业链创新：构建绿色一体化产业链，减少中间环节的碳排放，形成了集铝矾土、氧化铝、炭素制

品、电解铝、铝加工为一体的铝土矿生产企业。实现了产业链效益最大化。通过技术赋能，促进铝产业

链的优化和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发展，新“铝”程拉开序幕。 

3.3.2. 绿色管理 
铝业绿色转型第二条路径在于实施一系列绿色管理措施，这些措施涵盖了从原材料选择到生产过程

优化，再到各个环节的供应链管理。 
原材料选择与采购是绿色转型的基础。企业应优先选择经过环保认证的铝锭和其他合金材料，确保

原材料不含有害物质，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积极回收废旧铝材，通过再生利用减少对新铝矿石的

开采需求，降低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 
生产过程优化是关键。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在矿山开采、冶炼、轧制等所有环节减少粉尘、废气、废

水等污染物的排放。例如，采用先进的炉型和工艺，提高炼铝效率，减少电解电压，降低耗电量，并回收

利用废热和废气。在轧制环节选择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安装过滤系统减少粉尘排放。加强水资源循环

利用系统，减少污水排放，通过对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的处理，实现了污水的“零排放”。 
节能减排设备的应用非常重要。采用先进的熔炼技术和设备，如电磁感应熔炼炉、连续熔炼炉等，

熔炼效率提高，能耗降低。同时，配置高效的废气处理系统，如除尘器、脱硫脱硝装置等，净化处理熔炼

过程中产生的废气。 
引入智能化控制是必要的措施。通过引入智能化控制系统，对生产过程中的温度、速度、压力等参

数进行精确控制，保证稳定的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益。同时减少能耗和浪费。 
建立环保标准和管理体系是保障。企业建立严格的环保标准和管理体系，保证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

环节都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积极参与行业环保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工作，推动整个行业的绿色发展。引

入环保技术和设备，建立污染处理及检测系统，实时监控污染物排放情况，确保达标排放。 
通过这些绿色经营措施的推行，铝企业能够有效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行业

的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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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绿色并购 
铝业绿色转型路径中的绿色并购措施主要包括通过并购具有绿色技术和先进设备的企业，以及通过

收购兼并等方式实现产业链延伸与强化。 
并购具有绿色技术和先进设备的企业，快速提升铝企业的绿色生产能力。例如，青海省投通过并购

具备绿色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实现了电解铝生产环节绿电替代比例达 67.38%，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绿色低

碳铝材的第一大供应商。通过并购还可以引入先进的节能项目和环保技术，如智能巡检机器人、无人值

守计量、智能槽控机等，提高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产业链的延伸和补强，通过并购实现。能够打造较为完整的绿色铝产业链。例如，广元市通过并购

和整合资源，成功挂牌成立了以广元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主的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推

动了铝基材料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此外，百色市通过并购和延链补链，实现了铝产业的高端化发展，引

进世界 500 强企业，丰富了铝精深产品品种，提高了铝制品的附加值。 

4. 基于熵值法的铝业变“绿业”财务绩效研究 

4.1. 样本选取 

全国上市的铝企业共有 28 家，2024 年上半年，28 家铝业上市公司合计实现收入 3078.75 亿元，同

比增长 329.21%；净利润 206.94 亿元，同比增长 2698.04%。其中中国铝业、创新新材、云铝股份、南山

铝业、明泰铝业、鼎胜新材、中孚实业、顺博合金等公司营收排名前十。为了探究 2019 年产业绿色转型

对铝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本研究选用我国证监会行业 2019 年前上市的铝业公司，剔除 ST 公司，最终

选定 25 家铝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具体信息见表 1。 
 
Table 1. List of listed aluminum companies by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表 1. 证监会上市铝业公司名单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主营业务 

1 601600.SH 中国铝业 氧化铝、原铝和铝合金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研发 

2 600361.SH 创新新材 铝合金及制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加工 

3 000807.SZ 云铝股份 铝土矿开采、氧化铝、铝用炭素、铝冶炼及铝加工生产 

4 000933.SZ 神火股份 铝产品、煤炭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及发供电 

5 600219.SH 南山铝业 氧化铝、电解铝、铝型材/热轧–冷轧–箔轧、废铝回收(再生利用) 

6 601677.SH 明泰铝业 铝板带箔、铝型材、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业务 

7 002532.SZ 天山铝业 原铝、铝深加工产品及材料、高纯铝、氧化铝的生产和销售 

8 603876.SH 鼎胜新材 铝板带箔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 

9 600595.SH 中孚实业 铝及铝精深加工，配套煤炭开采、火力发电、炭素等产业 

10 601702.SH 华峰铝业 铝板带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1 003038.SZ 鑫铂股份 新能源光伏、汽车轻量化以及其他铝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12 002160.SZ 常铝股份 铝箔、空调器用涂层铝箔、铝材、铝板、铝带制造 

13 600888.SH 新疆众和 铝电子新材料和铝及合金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4 002540.SZ 亚太科技 汽车热管理系统铝材业务，汽车轻量化系统铝材业务，新兴领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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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5 000612.SZ 焦作万方 铝冶炼及加工，铝制品、金属材料销售 

16 002988.SZ 豪美新材 铝合金型材和系统门窗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 

17 300057.SZ 万顺新材 铝加工、纸包装材料、功能性薄膜材料三大业务 

18 300337.SZ 银邦股份 铝合金复合和非复合材料、多金属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9 002379.SZ 宏创控股 铝板带及箔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20 002824.SZ 和胜股份 高端铝合金材料、铝挤压材及其深加工制品 

21 002578.SZ 闽发铝业 建筑铝型材、工业铝型材和建筑铝模板的研发、生产、销售 

22 603937.SH 丽岛新材 铝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3 600768.SH 宁波富邦 工业铝型材的区域性铝业深加工企业，兼营铝铸棒产品等贸易业务 

24 002501.SZ 利源股份 工业铝型材、建筑铝型材、铝合金深加工产品 

25 002806.SZ 华锋股份 铝电解电容器原材料腐蚀、化成铝箔 

4.2. 数据选取 

铝业绿色转型在 2019 年开始实施，因此本研究选用 2017~2023 年为研究期间，从盈利能力、偿债能

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 4 个方面，选用 15 个财务指标(详见表 2)探究绿色转型前后财务绩效的不同影

响。 
 
Table 2. Average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25 listed aluminum companies 
表 2. 25 家铝业上市公司平均财务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指标 
类型 

指标 
代码 

盈利

能力 

销售毛利率(%) (销售净收入 − 产品成本)/销售净收入 正向 X1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正向 X2 

总资产报酬率(%)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正向 X3 

投入资本回报率(%) 税后净营业利润/投入资本 正向 X4 

营运

能力 

存货周转率(次) 营业收入/平均存货余额 正向 X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正向 X6 

总资产周转率(次)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正向 X7 

偿债

能力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适度 X8 

已获利息倍数(倍) 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 正向 X9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适度 X10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适度 X11 

发展

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本期营业收入总额 − 上期营业收入总额)/ 
上期营业收入总额 正向 X12 

税后利润增长率(%) (本期税后利润 − 上期税后利润)/上期税后利润 正向 X13 

净资产增长率(%) (期末净资产 − 期初净资产)/期初净资产 正向 X14 

总资产增长率(%) (年末资产总额 − 年初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 正向 X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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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处理 

由于选取时财务数据的度量单位各有不同，需要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进行对比分析。无量

纲化处理一般分为倒数法、极值法和标准差法等，本文选用极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第一步：将 25 家铝业上市公司平均财务指标数据计算归纳，见表 3。 
 

Table 3. Average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25 listed aluminum companies from 2017 to 2023 
表 3. 25 家铝业上市公司 2017~2023 年平均财务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盈利

能力 

销售毛利率(%) 15.11 9.85 5.62 8.46 14.23 11.42 11.13 

净资产收益率(%) 10.00 −3.56 10.01 1.74 8.70 11.91 6.48 

总资产报酬率(%) 6.06 1.78 6.77 4.23 6.20 7.91 4.78 

投入资本回报率(%) 4.98 −0.15 −7.45 2.21 4.31 6.68 3.61 

营运

能力 

存货周转率(次) 6.51 6.30 6.27 7.70 8.24 8.55 7.4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0.05 34.85 30.72 44.02 70.31 39.77 29.52 

总资产周转率(次) 0.86 0.83 0.81 0.80 0.95 1.10 0.95 

偿债

能力 

资产负债率(%) 47.72 49.26 49.26 48.27 47.01 43.76 43.46 

已获利息倍数(倍) 9.81 53.21 53.21 6.59 15.11 1.81 9.75 

流动比率 2.19 1.87 1.87 1.65 1.69 1.76 1.89 

速动比率 1.62 1.33 1.33 1.20 1.19 1.25 1.36 

发展

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19.67 4.48 −0.24 5.59 39.60 14.29 −0.51 

税后利润增长率(%) 53.33 −86.79 71.42 12.04 224.25 206.81 8.61 

净资产增长率(%) 20.57 16.37 4.97 16.26 32.96 22.79 9.55 

总资产增长率(%) 14.01 13.53 2.57 9.83 14.31 14.84 9.27 

 
第二步：标准化数据，分别将正向指标与适度指标按照极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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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为指标最大值，m 为指标最小值。 
第三步：由于无量纲化处理之后存在数值 0，无法取对数，则数据整体平移 α (本文取 α = 0.0001)。 

ijX x α= +  

第四步：计算每个指标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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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计算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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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计算差异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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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进行权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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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将计算出来的权重，搭建综合评价公式，计算评价对象的绩效综合得分，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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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25 listed aluminum companies 
from 2017 to 2023 
图 1. 25 家铝业上市公司 2017~2023 年财务绩效综合得分 

4.4. 综合分析 

根据熵值法下铝业财务绩效综合得分可知：2017~2019 年，财务绩效表现不佳，但 2019~2023 年，综

合得分在达最低谷后迅猛向上发展至趋于平稳。结合表 3 平均财务指标数据进行分析：2017 年至 2019 年

铝行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及发展能力均呈下降趋势，在 2019 年之后逐步增强趋于稳定。 
盈利能力指标中销售毛利率在 2019 年前成倍数降低，是由铝价的持续震荡下跌和成本上升共同作用

的结果。2019 年之后持续高涨，得利于各大铝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设备改造升级，提高生产效率；与此

同时铝材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包装、电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光伏、新能源汽

车、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铝材需求的增加，铝企业通过新建和扩建产能进行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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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产量，进一步降低了单位成本，提高了毛利率；而全产业链布局的发展使铝企业通过向上游矿产

资源拓展，确保优质矿石供应，组织主要产品稳产满产优产，增强了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各项指标数值均在 2019 年达最低值，后续由于行业内部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及市场需求

的增长等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数值明显提升。铝行业在 2019 年至 2023 年间通过提质降本和全要素对标，

有效减轻了铝价下滑的负面影响，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优化使铝

材行业逐渐由传统低端产品向高性能、高精度、高附加值产品转型，推动了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市场

铝材需求逐步从建筑铝型材转向工业铝型材，且工业铝型材的需求翻番上涨。 
铝业 2017 年至 2023 年的偿债能力总体趋于稳定，偶有波动。在 2020 年，受全球疫情影响，铝企业

面临一定的挑战，导致偿债能力出现下滑；随着疫情得到控制，2021 年和 2022 年逐渐恢复并趋于稳定，

铝企业在这两年中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和优化资产结构，提高了偿债能力，确保了公司的财务健康；截止

到 2023 年，铝企业的偿债能力进一步巩固，显示出行业整体的稳健发展。 
铝业自 2019 年陆续开始绿色转型后，其发展能力表现总体良好，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从产量和

市场规模来看，铝行业的产量逐年增加，2023 年国内铝型材产量达到 2244 万吨，同比增加 11.6%，这表

明铝行业在生产能力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铝型材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2 年市场规模达到

4432.4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了 4.4%。从市场需求来看，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

铝的需求量持续增加。 

5. 铝业绿色转型的建议 

铝行业绿色转型初期各企业表现都有所提升，但在 2023 年表现变缓甚至有所下降，对于之后保持增

长态势作出以下建议： 

5.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宏观指导以铝工业转变增长方式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按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科学规划、

总量调控、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原则，实现氧化铝行业有序发展，电解铝行业停止违规投资反弹，铝

加工行业集中力量发展高附加值品种，促进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和产品结构升级，推动铝工业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实施产能等量置换政策，逐步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冶炼产能，鼓

励企业向清洁能源丰富的地区转移和聚集，如水电、风电和光伏等资源丰富的云南、四川和内蒙古等地，

有效降低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2. 加大优化能源使用 

铝行业应增大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使用量，减少对煤炭的利用。通过提高清洁能源比例，不仅

符合“双碳”目标，也可以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电解铝清洁能源比

例已增加至 24.4%，预计未来几年这一比例还将继续提升。铝企业电力企业合作，提高绿色能源使用比

例，通过共同投资或自身收购等方式。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让铝业变“绿业”指日可待。 

5.3. 加强再生铝利用 

推动再生铝利用对于减少碳排放、实现循环经济至关重要。再生利用性能好。发展再生铝产业可以

大大降低碳排放强度。我国 2023 年再生铝产量已达到 950 万吨，预计未来几年还将逐年增加。支持再生

铝企业改善环境保护，形成经济规模。加快构建企业再生铝原料回收体系，加强与拆解处理企业合作，

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等，对不同含铝废料进行深挖协同处理工艺技术。资源回收率和综合利

用率将得到提高，能耗水平和生产成本将得到降低，企业的盈利空间也将得到提升。在再生铝新材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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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及绿色产品制造方面，应重视新型合金材料、环保绿色产品等，特别是民用绿色再生铝合金及深加工

产品的研发与推广，使再生铝产品的应用价值逐步扩大，如应用再生铝绿色工艺品、高档装饰产品等，

可以成为再生铝新的商业机会。 

5.4. 加速新材料研发与低碳铝材出口 

铝加工企业应不断自主创新，满足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兴市场的需求，提供轻量化、高

性能的铝材料，助力/我国铝材产品出口体量大，2023 年铝材及铝制品合计出口 809 万吨，处于历史高位，

随着绿电铝和再生铝使用比例不断提升，大大降低了铝材及铝制品碳排放，进一步增加了苹果、奔驰、

宝马、利乐、可口可乐等全球高端用户对我国低碳铝的需求，既能增加产品附加值，又能增加出口效益。

国际竞争力又可以得到大幅提升。 

6. 结论 

铝业绿色转型是响应国家“双碳”战略的重要举措，其绿色转型主因有政策引导、技术发展和产业

结构调整，辅助以新兴市场需求与公司治理优化；并根据铝企业自身情况不同选择不同途径，绿色创新、

绿色管理与绿色并购等为主要转型途径。本文以 25 家铝企业绿色转型后财务绩效数据分析，铝业绿色转

型后总体表现良好，有利于企业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及发展能力的提升。铝企业绿色转型之后财务绩效

保持持续增长趋势，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大优化能源使用、加强再生铝利用、加速新材料研发与

低碳铝材出口等措施的共同驱动。铝行业必须坚定绿色转型战略不动摇，配合国家发展需要，让铝业变

“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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