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通新材：资源整合加速协同布局               

“瞄准”再生铝潜力新增量 

在刚刚走过的 2020年中，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化冲击的双重考验，我

国铝工业整体呈现向好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再生铝领域发展强

劲成为未来趋势备受关注，以四通新材（股票代码：300428）为代表的产业链

相关企业纷纷加速布局。 

资料显示，四通新材现有的三大业务板块均为行业尖兵，拥有全球最具规

模的功能中间合金新材料、国内最具规模的铝合金结构材料、国内排行第二的

铝合金车轮产品三大业务板块。近年来，在原有业务稳步发展基础上，公司还

通过资源整合协同布局，并购实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涉足再生铝领域，已取得

初步成效。 

资源整合协同布局，“瞄准”再生铝潜力新增量 

再生铝合金产品主要应用于燃油汽车、新能源汽车、5G通讯设备、消费电

子、机械制造、电力电器、高铁、船舶、军工等领域。随着我国工业技术的发

展，以铝代钢、以铝代铜、以铝代木、节能减排、轻量化产品需求持续增长，

叠加全球各国原生金属资源储量逐年下降，再生金属资源循环利用目前已经成

为各国工业重点发展战略。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再生铝占比约为 16%，远低于主要发达

国家。综合考虑到我国目前废铝供应、产业政策支持和再生铝下游应用市场拓

展，我国再生铝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另外据了解，自去年 11月中下旬以来，再生铝锭价格出现飙升，江西地区

ADC12铝合金价格由 14500元/吨不断上移，尤其是 11月底，价格出现跳涨，

突破 1.6 万后继续上移，一度涨至 16600元/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上调了

2100元/吨，涨幅达到 14.5%。且去年 12月份再生铝厂大多呈现缺货现象，虽

近来价格保持平稳，但厂家普遍反馈，铝合金锭库存不足，仅仅维持部分老客

户生意及交付长期订单，捂货惜售较为严重。 



综合来看，再生铝产品价格坚挺，叠加政策支持与行业提振措施的不断推

进，再生铝领域发展强劲成为未来趋势已势不可挡，未来前景较为明朗。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 7月，四通新材以分期支付现金的形式收购了新天

津合金 100%股权和新河北合金 100%股权，并通过新河北合金间接持有保定隆达

60.21%股权。新天津合金、新河北合金和保定隆达均属于再生铝行业，在国内

再生铝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四通新材的中间合金新材料是新天津合金、新河北

合金和保定隆达生产铸造铝合金和变形铝合金的关键原材料之一，而新天津合

金、新河北合金和保定隆达生产的铸造铝合金是四通新材生产的包括铝合金轮

毂在内的轻量化产品最主要的原材料之一。 

目前，该收购已完成，通过此次并购四通新材实现了在铝深加工行业和汽

车零部件行业的上下游延伸，借助新天津合金和新河北合金迅速切入铸造铝合

金及变形铝合金材料制造业，并在铝深加工和汽车零部件行业形成了从熔炼设

备研发制造→铸造铝合金研发制造→功能中间合金研发制造→车轮模具研发制

造→车轮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技术研究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加速新赛道布局，定增构建再生铝“护城河” 

我国再生铝工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我国铝工业发展迅猛，再生铝产

业也逐步形成规模，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企业，并快速发展成长起来，保定隆达

就是其中之一，核心竞争优势凸出。 

资料显示，保定隆达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再生铝业务，产品主要应用于

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5G 通信设备 等领域。 

在汽车领域，保定隆达连续多年直接供应汉特曼、一汽铸造、利优比、 卡

斯马、法士特等行业内优质汽车压铸零部件生产企业以及长城汽车、东风日产 

等知名整车制造企业。从产品最终应用来看，公司直接或间接供应包括 奔驰、

奥迪、沃尔沃、大众、通用、丰田、本田、日产、一汽、广汽、北汽、长 城、

中国重汽在内的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在消费电子领域，标的公司间接供 应 

oppo、vivo 等智能手机、智能穿戴产品等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在 5G 通信领

域，标的公司间接供应华为、中兴等 5G 通信设备供应商。 



财报显示，2018 年、2019年和 2020年 1-6月，保定隆达的净利润分别为

8,330.23万元、11,665.41 万元和 4,306.84万元，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2018

年和 2019 年，销量分别为 33.26万吨和 35.27 万吨（含受托加工铸造铝合金销

量），业务规模稳步发展。 

目前，四通新材拟通过定增方式收购保定隆达剩余的 39.79%少数股权。未

来收购完成后，保定隆达将成为四通新材的全资子公司，进一步将中间合金新

材料、汽车轻量化铝合金轮毂和铸造铝合金这三类业务的研发技术、生产工

艺、生产设备、采购渠道、客户资源、行业积累、品牌形象、管理经验等资源

进行深度融合，挖掘协同效应，提升研发实力、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性

能、稳定产品质量、丰富产品种类、提高客户粘性，形成集人才资源、产品研

发、生产工艺、客户资源为一体的综合竞争优势，不断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