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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预焙阳极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共八章。首先介绍

了预焙阳极相关概述、中国预焙阳极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预焙阳极市场发展的

现状， 然后介绍了中国预焙阳极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预焙阳极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预焙阳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预焙阳极产

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预焙阳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1880年，美国的霍尔（Hall）和法国的埃鲁（Heroult）提出利用电解方法生产金

    属铝。1888年，美国匹兹堡电解厂把这种炼铝方法应用于工业生产，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

电解槽，所用的阳极以木炭作为原料，其质量指标比较落后。20世纪50年代之后，用挤压和

振动成型机制造大规模预焙阳极成功，预焙阳极开始逐步被广泛采用。随着80年代后期世界

最新式的使用预焙阳极的电解槽研发成功及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电解铝行业实

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全球金属铝产量从1990年的1,400万吨发展到2013年的4,650万吨。电解铝行

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预焙阳极行业的成长，作为预焙电解槽生产金属铝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材料

（每生产1吨电解铝约需要0.5吨预焙阳极），预焙阳极行业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根据统计数据，2004-2013年全球原铝行业总产量情况如下：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作为原铝生产不可替换的重要原材料，根据原铝生产对预焙阳极的需求比例，全球预焙阳

极的产量约为原铝产量的50%，2013年全球电解铝产量为4,650万吨，预焙阳极产量约为2,325

万吨以上。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铝作为生产、生活物资和战略资源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

需求量与日俱增，且目前还没有出现可以完全替代它的金属或其他材料，因而从长远看，有

着广泛的发展前景。自2009年以来，全球电解铝行业持续增长，年产量屡创新高，根据日本

铝业协会（JapanAluminiumAssociation）的预计，到2020年，全球铝需求量将达到7,400万吨（

数据来源：《日经新闻》2010年6月24日），因此电解铝行业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随着全

球原铝行业的持续发展，预焙阳极行业也将会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但受价格滑落、能源

成本上涨因素的影响，全球电解铝行业的增速正在放缓，在一定程度上也拉低了预焙阳极行

业的增长速度。

    中国预焙阳极行业起步较晚，作为电解铝产业的配套产业，其发展与电解铝技术的进步和

铝行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从日本、美国等国家全套引进160kA预焙铝电解技术，以及配套的预

焙阳极生产线生产线，奠定了我国预焙阳极产业腾飞的基础。80年代以后，随着电解铝工业

的发展，国内预焙阳极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预焙阳极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90

年中国铝产量达86万吨，但大部分是自焙槽，几乎没有预焙阳极市场。由于自焙槽能耗高、

污染严重，国家自2000年开始逐步淘汰落后的自焙槽产能，到2005年底我国基本淘汰了自焙

槽的电解铝生产方式，新增生产能力都是工艺先进的大型预焙槽，预焙阳极的生产规模越来

越大（《炭素技术》2005年第2期《中国铝用炭阳极市场供需状况的回顾与展望》），到2013

年中国原铝产量已达2,194万吨，是世界最大的电解铝及预焙阳极生产国，产品不仅供应国内

市场，还大量销往国外。自1999年第一批预焙阳极由索通发展（天津索通）销往海外到现在

（来源于：国家发改委网站《铝用炭素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预

焙阳极出口国。

    2003-2013年中国预焙阳极的产量及出口量如下：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随着我国电解铝行业的快速发展，

铝厂配套的预焙阳极厂无法满足自身的阳极需求，于是一些商用的预焙阳极生产企业出现，

并快速发展成为一个行业。另外，一些发达国家因为成本等因素开始逐渐放弃预焙阳极的生

产，加之我国有丰富的适应生产预焙阳极的中低硫石油焦和煤沥青资源，预焙阳极在国际市

场竞争中存在一定的价格优势，因此我国已成为全球预焙阳极的重要生产基地。

第一章 预焙阳极产品概述

第一节产品定义

第二节产品用途

第三节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第二章 预焙阳极行业环境分析

第一节2013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财政收支状况



八、中国汇率调整

九、货币供应量

十、中国外汇储备

十一、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情况

十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

十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十四、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十五、城镇人员从业状况

第二节预焙阳极产业政策环境变化及影响分析

第三节预焙阳极产业社会环境变化及影响分析

第三章 中国预焙阳极市场分析

第一节预焙阳极市场现状分析及预测

一、2011-2014年我国预焙阳极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4-2020年我国预焙阳极市场规模预测

第二节预焙阳极产品产能分析及预测

一、2011-2014年我国预焙阳极产能分析

二、2014-2020年我国预焙阳极产能预测

第三节预焙阳极产品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2011-2014年我国预焙阳极产量分析

二、2014-2020年我国预焙阳极产量预测

第四节预焙阳极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2011-2014年我国预焙阳极市场需求分析

二、2014-2020年我国预焙阳极市场需求预测

第五节预焙阳极价格趋势分析

一、2011-2014年我国预焙阳极市场价格分析

二、2014-2020年我国预焙阳极市场价格预测

第六节预焙阳极进出口数据分析

一、2011-2014年我国预焙阳极进出口数据分析

二、2014-2020年国内预焙阳极产品未来进出口情况预测

第四章 2009-2013年中国预焙阳极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2009-2013年中国预焙阳极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分析

二、资产规模分析

三、销售规模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第二节2009-2013年中国预焙阳极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分析

二、出口交货值分析

三、行业总产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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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四、流动资产周转率分析

五、销售增长率分析

六、利润增长率分析

七、资产负债率分析

八、流动比率分析

第五章 预焙阳极主要生产厂商介绍

第一节企业一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三、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四、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第二节企业二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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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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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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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企业五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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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第六节企业六分析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三、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四、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五、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hellip;&hellip;.



第六章 预焙阳极行业相关产业分析

第一节预焙阳极行业产业链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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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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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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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焙阳极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市场机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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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政策变动的影响

第三节预焙阳极行业投资决策依据分析

一、行业投资前景

二、行业投资热点

三、行业投资区域

第四节 博思数据关于预焙阳极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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