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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２０２２ 年中国钛精矿、 海绵钛、 钛锭、 钛加工材等主要钛产品的产能、 产量、 应用和进出口量等数据为依

据， 分析了中国钛工业的整体情况， 并针对目前钛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２０２２ 年， 中国钛工业依然保持

平稳、 健康、 有序的发展势头， 各主要产品产量依然保持增长态势， 产品价格大体保持平稳； 多家钛企实现技术突

破， 钛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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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２２ 年世界钛工业概述

２０２２ 年， 全球钛工业整体保持小幅增长势头。
前 ３ 季度， 国外企业基本走出新冠疫情的影响， 开

工率得到提升， 对钛矿原料需求也随之增加， 进而

推高全球钛矿原料价格。 第四季度， 全球钛白粉消

费增速不及预期， 欧洲能源成本居高不下， 国际钛

白粉巨头发出消息， 宣布可能下调 ２０２３ 年钛白粉产

量； 加之中国房地产市场表现低迷， 全球钛矿需求

有所减弱， 部分钛矿价格小幅回调。
１. １　 钛矿

据初步统计（表 １）， ２０２２ 年全球钛矿产量约为

８６７. ３ × １０４ ｔ（以 ＴｉＯ２含量计）， 同比增加 ４. ９％ ； 金

表 １　 ２０２２ 年全球钛矿、 金红石产量

（以 ＴｉＯ２含量计， １０４ ｔ）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ｔｉｌｅ ｉｎ ２０２２

国家 钛矿 金红石

中国 ３１４. ４ —

莫桑比克 １２０ ０. ８

南非 ９０ ９. ５

澳大利亚 ６６ １９

塞内加尔 ５２ ０. ９

加拿大 ４７ —

挪威 ４３ —

马达加斯加 ３０ —

美国 ２０ —

国家 钛矿 金红石

乌克兰 ２０ ５. ７

肯尼亚 １８ ７. ３

印度 ２０ １. １

越南 １６ —

塞拉利昂 — １３

巴西 ３. ２ —

其他国家 ７. ７ １. ４

合计 ８６７. ３ ５８. ７

　 　 数据来源：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 美国地

质调查局； 相关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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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产量约为 ５８. ７ × １０４ ｔ（以 ＴｉＯ２含量计）， 同比减

少 ５. ５％ 。 国外主要钛矿生产商为力拓集团（英国）、
Ｋｅｎｍａｒｅ 公司（爱尔兰）、 Ｉｌｕｋａ 公司（澳大利亚）等，
其产量如表 ２ 所示。 其中， 力拓集团所产钛矿并不

直接出售， 而是加工成高钛渣后出售。

表 ２　 ２０２２ 年国外主要钛矿生产商钛矿及金红石产量

（以 ＴｉＯ２ 含量计， １０４ ｔ）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ｔｉｌ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ｏ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ｉｎ ２０２２

公司名称 钛矿 金红石

力拓集团 １０８. ６ —

Ｋｅｎｍａｒｅ ５７. ６８ ０. ８２

Ｉｌｕｋａ ３３. ６８ １３. ２１

公司名称 钛矿 金红石

ＴＴＩ ４７. ５ ０. ８３

Ｂａ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１６. ２６ ７. ０１

印度稀土公司 １０ １. ０１

　 　 数据来源：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 相关公

司公告。

从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 ２０２３ 年 Ｋｅｎｍａｒｅ 公

司产量将有所提升； Ｉｌｕｋａ 公司与 Ｂａ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公司

将因现有矿产地资源枯竭而可能出现减产； 预计

２０２３ 年国外钛矿产量整体将有所提升， 而金红石产

量逐年下降的趋势难以逆转。 我国香港长城矿业

２０２２ 年钛矿产量为 ３８ × １０４ ｔ（以 ＴｉＯ２含量计）， 预计

２０２３ 年产量也将有所上升。
１. ２　 海绵钛

初步统计数据（表 ３）显示， ２０２２ 年全球海绵钛

产量为 ２７. ９ × １０４ ｔ， 同比增长 １４. ６％ 。 其中， 中国

海绵钛产量占到 ６２. ７％ ， 俄罗斯及乌克兰海绵钛产

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分别下降了 ７. ４％ 和

８３. ６％ ； 日本、 哈萨克斯坦、 沙特阿拉伯海绵钛产

量有所上升， 分别上升了 １. ６％ 、 ６. ７％和 ９３. ０％ 。

表 ３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各国海绵钛产量（１０４ ｔ）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ｓｐｏｎｇｅ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１ ａｎｄ ２０２２

国家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中国 １４ １７. ５

日本 ４. ９ ５

俄罗斯 ２. ７ ２. ５

哈萨克斯坦 １. ５ １. ６

国家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沙特阿拉伯 ０. ５７ １. １

乌克兰 ０. ６１ ０. １

印度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合计 ２４. ３ ２７. ９

　 　 数据来源：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 美国地

质调查局。

１. ３　 钛加工材

据初步统计推测， ２０２２ 年全球钛加工材产量或

在（２１ ～ ２１. ５） × １０４ ｔ。

２　 ２０２２ 年中国钛工业发展现状

２０２２ 年， 在国内疫情多地反复爆发、 经济增速

下滑、 国际形势剧变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下， 我国

钛产业依然保持平稳、 健康、 有序的发展势头， 各

主要产品产量仍保持增长态势， 产品价格大体保持

稳定， 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 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２０２２ 年， 我国钛工业在钛资源综合利用、 国防军

工、 航空航天、 海洋工程、 医疗器械以及下游高精

尖应用领域继续取得技术突破， 整体能力有所提升。
在石油开采、 新能源领域持续加大探索、 研发力度，
培育、 开拓新的应用市场。 在海绵钛冶炼、 钛材加

工环节不断探索节能降耗新工艺， 积极响应国家“绿
色低碳”发展的总目标。
２. １　 运行情况概述

２. １. １　 钛矿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初步统计

（图 １）， ２０２２ 年中国共生产钛矿 ３１４. ４ × １０４ ｔ （以
ＴｉＯ２含量计）， 同比增加 １０. ０５％ 。 进口各类钛矿及

中矿 １５５. ３ × １０４ ｔ （以 ＴｉＯ２ 含量计）， 同比减少

１２. ４％ 。 国产钛矿与进口钛矿合计 ４６９. ７ × １０４ ｔ（以
ＴｉＯ２含量计）， 同比增长 １. ４％ 。

图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中国钛矿产量走势图

Ｆｉｇ. １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ｏｒ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２. １. ２　 钛白粉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初步统计

（图 ２）， ２０２２ 年我国共生产钛白粉约 ３８６ × １０４ ｔ， 同

比增加 ４. ３％ 。
２. １. ３　 海绵钛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初步统计

（图 ３）， ２０２２ 年我国 ９ 家海绵钛生产企业共生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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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钛 １７. ５ × １０４ ｔ， 同比增长 ２５％ 。

图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中国钛白粉产量走势图

Ｆｉｇ. ２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图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中国海绵钛产量走势图

Ｆｉｇ. ３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ｓｐｏｎｇ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２. １. ４　 钛锭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对国内 ２８
家生产企业的统计（图 ４）， ２０２２ 年我国共生产钛锭

１４. ５ × １０４ ｔ， 同比增长 １９. ５％ 。 其中， 纯钛铸锭产

量为 ８. １ × １０４ ｔ， 钛合金锭产量为 ６. ３ × １０４ ｔ。 由于

２０２２ 年国内新增熔炼炉较多， 推测约有 ２ × １０４ ｔ 钛

锭的产量未被统计在内。

图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中国钛锭产量走势图

Ｆｉｇ. ４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ｉｎｇｏ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２. １. ５　 钛加工材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对国内 ３２
家主要钛加工材生产企业的统计 （图 ５ 及表 ４），
２０２２ 年我国共生产钛加工材 １５. １ × １０４ ｔ， 同比增长

１１. ０％ 。 其中， 坯料产量约为 １. ２ × １０４ ｔ， 成品加工

材产量约为 １４ × １０４ ｔ。

图 ５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中国钛加工材产量走势图

Ｆｉｇ. ５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ｍｉ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２

表 ４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我国各类钛加工材产量统计（１０４ ｔ）
Ｔａｂｌｅ ４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ｍｉ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２１ ａｎｄ ２０２２

时间
板材

钛板 冷轧卷带 热轧卷带
钛棒

管材

无缝管 焊管
锻件 丝线材 铸件 箔带材 其他 合计

２０２１ 年 ７. ０ ２. ５ 　 　 　 　 １. ５ ０. ９ ０. １ ０. １ ０. ３ １. １ １３. ６

２０２２ 年 ５. ８ １. ０ １. ７ ３. ３ １. ２ ０. ６ ０. ８ ０. ２ ０. １ ０. ３ ０. １ １５. １

２. ２　 产业结构

我国钛产业主要分为钛矿采选、 钛白粉生产、
海绵钛 －钛加工材生产三大板块。 其中， 钛矿采选

主要集中在四川省攀枝花 － 西昌地区， 该地区钛矿

产量占到我国钛矿总产量的 ８７％ 以上。 钛白粉生产

主要集中在河南、 四川、 山东、 安徽、 广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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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到全国钛白粉总产量的 ７８％ 以上。 海绵钛生产主

要集中在辽宁、 云南、 新疆， 占到全国海绵钛总产

量的 ５８. ９％ 。 钛加工材生产主要集中在陕西、 江浙

地区、 珠三角地区， 其中陕西省钛加工材产量占到

国内的 ５０％以上。
２. ３　 市场价格

２. ３. １　 钛矿市场回顾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统计（图
６）， 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矿价格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
１—４ 月份， 攀枝花 ２０＃钛矿价格维持在 ２８００ ～ ２９００
元 ／ ｔ（含税出厂价）的高位。 自 ４ 月份之后， 受国内

多地疫情散发， 尤其是上海及周边省市疫情进入高

峰期， 导致物流不畅， 部分下游企业生产受到影响，
对钛矿的需求逐步下滑， 进而导致钛矿价格回落。
第三季度， 国内疫情初步得到控制， 各地物流恢复

正常， 停产企业逐步开工， 钛矿市场出现短暂好转。
但第三季度末， 由于国内房地产市场表现不佳， 下

游产品库存逐步升高， 再度导致下游对钛矿需求减

弱， 钛矿价格再度回落。 １０ 月末， 国内钛矿供需重

新找到平衡点， 攀枝花 ２０＃钛矿价格稳定在 ２６００ ～
２６５０ 元 ／ ｔ 并平稳运行至年末。

图 ６　 ２０２２ 年攀枝花 ２０＃钛矿价格走势图

Ｆｉｇ. ６　 Ｐｒｉｃｅ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 ２０＃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ｏｒｅ ｉｎ ２０２２

受国内钛矿价格回落的影响， 部分进口钛矿也

面临较大的销售压力。 从 １—１１ 月份钛矿进口数据

来看， 全国钛矿进口量较 ２０２１ 年同期下降 １０. ４％ ，
几种主要进口钛矿的价格较 ２０２２ 年年初回落 ２０ ～ ３０
美元 ／ ｔ。 进口量与进口价格双双出现下降， 说明钛

矿市场或已迎来拐点， 持续两年多的牛市或进入

尾声。
２. ３. ２　 钛白粉市场回顾

受房地产市场疲软及疫情蔓延等因素的影响，

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白粉价格呈现高开低走态势。 据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统计（图 ７）， ２０２２ 年

年初金红石型硫酸法钛白粉价格在 １９ ０００ ～ ２０ ５００
元 ／ ｔ， 并平稳运行至 ５ 月份。 但 ６ 月份开始， 受上海

等地疫情持续蔓延的影响， 国内部分地区陷入停工

停产状态， 部分下游企业也随之减产停产， 导致钛

白粉需求下降， 进而引发钛白粉价格的回落。 进入

第三季度后， 由于下游需求持续疲软， 钛白粉企业

库存压力增大， 价格回落速度加快， 部分钛白粉企

业开始减产甚至停产。 １０ 月份， 钛白粉市场供需重

新获得平衡， 价格也开始筑底， 随后以 １４ ０００ ～
１６ ０００元 ／ ｔ 的价格持续运行至年末。 １２ 月份， 虽然

钛白粉企业有调价意愿， 但下游需求不振以及下游

用户抵制钛白粉价格上涨， 涨价计划无法实现， 市

场依旧以前期价格进行交易。

图 ７　 ２０２２ 年我国金红石型硫酸法钛白粉价格走势图

Ｆｉｇ. ７　 Ｐｒｉｃｅ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ｔｉｌｅ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２２

２. ３. ３　 海绵钛市场回顾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统计（图
８）， ２０２２ 年我国海绵钛市场表现较为稳定， 全年 ０
级海绵钛报价都维持在（８ ～ ８. ５）万元 ／ ｔ， １ 级海绵钛

价格在 ７. ５ 万元 ／ ｔ 左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份， 受镁锭

等原料价格上涨影响， 海绵钛价格也随之小幅上行。
３ 月份后， 随着镁锭等原料价格的逐步稳定， 海绵

钛价格也稳定运行至年中。 ７ 月份， 受原料价格大

幅回落、 新增海绵钛产能投产运行等因素影响， 海

绵钛价格稍有回落， 随后稳定运行至年末。
由于国内新增及扩产海绵钛项目相继顺利投产，

２０２２ 年我国海绵钛产量达到 １７. ５ × １０４ ｔ 左右， 同比

增长 ２５％ 。 具体来看， 第一季度受镁锭原料价格居

高不下的影响， 国内半流程企业基本处于减产、 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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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２０２２ 年我国 ０ 级海绵钛价格走势图

Ｆｉｇ. ８　 Ｐｒｉｃｅ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ａｄｅ ０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ｓｐｏｎｇｅ ｉｎ ２０２２

状态， 海绵钛产量处于相对低位。 进入第二季度后，
部分半流程企业完成全流程改造， 产量逐步提升； ５
月份后， 镁锭价格也逐步回落， 半流程企业开工率

逐步回升。 因此， 第二季度国内海绵钛产量逐步回

升至正常水平。 进入下半年后， 云南新建的海绵钛

项目顺利投产， 并在 ９ 月份达到设计产量（月产量约

３０００ ｔ）， 成为我国现阶段规模最大的海绵钛工厂。
此外， ２０２２ 年我国海绵钛净进口量约１０４ ｔ， 因而２０２２
年我国海绵钛的表观消费量为（１８ ～ １８. ５） × １０４ ｔ。
２. ３. ４　 钛加工材市场回顾

受原料成本居高不下及部分下游应用领域需求

强劲的影响， ２０２２ 年钛加工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统计（图 ９），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 国内 ３ ～ ５ ｍｍ 厚 ＴＡ２ 钛板价格保

持在（１０. ５ ～ １１）万元 ／ ｔ。 进入第二季度后， 随着国

内外海绵钛价格的相继上涨， 国内钛加工材价格

也逐渐小幅上行， ３ ～ ５ ｍｍ 厚 ＴＡ２ 钛板价格涨至约

图 ９　 ２０２２ 年我国 ３ ～ ５ ｍｍ 厚 ＴＡ２ 钛板价格走势图

Ｆｉｇ. ９　 Ｐｒｉｃｅ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Ａ２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ｐｌａｔｅ
（３ ～ ５ ｍｍ） ｉｎ ２０２２

１１. １ 万元 ／ ｔ 并平稳运行至第四季度。 进入第四季度

后， 由于国内多地疫情爆发， 部分下游领域对钛加

工材需求有所下降， 工业用及民用钛加工材价格稍

有下降。
２. ４　 市场消费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统计（图
１０）， 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矿消费量约为 ４８２ × １０４ ｔ （以

ＴｉＯ２含量计）， 同比增长 ５. ６％ 。 其中， 钛白粉行业

是最主要的消费领域。

图 １０　 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矿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比例

Ｆｉｇ. １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ｏｒ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２０２２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统计（图
１１ 和表 ５）， 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加工材用量最大的领域

为化工， 其次为航空航天。 化工领域用钛量为 ７. ３ ×
１０４ ｔ， 同比增长 ２３. ７％ 。 医药、 船舶领域用钛量的

绝对数值依然相对较低， 但增速都在 ３０％ 以上。 冶

金、 电力、 制盐、 体育休闲、 海洋工程领域的用钛

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主要归因于下游行业

周期引发的波动。 由于上述领域本身用钛量的绝对

总量相对较小， 一两个下游大型项目建设带来的需

求就会给该领域的用钛量产生较大影响。 航空航天

图 １１　 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加工材在不同领域中的用量占比

Ｆｉｇ. １１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ｍｉ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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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加工材在不同领域中的用量（１０４ ｔ）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ｍｉ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２０２１ ａｎｄ ２０２２

时间 化工 医药 航天航空 船舶 冶金 电力 制盐 体育休闲 海洋工程 其他 合计

２０２１ 年 ５. ９ ０. ４ ２. ２ ０. ４ ０. ６ ０. ７ ０. ２ ０. ２ ０. ４ １. ４ １２. ４

２０２２ 年 ７. ３ ０. ６ ３. ３ ０. ５ ０. ２ ０. ５ ０. １ ０. １ ０. ３ １. ６ １４. ５

领域用钛量的大幅增长， 主要是国内需求持续增长

的结果。 医疗领域用钛量的增加则是由于我国在相

关领域中的生产能力有所提高， 如国产钛毛细管等

产品正在加速替代进口产品， 并反向出口到欧洲市

场。 体育休闲领域钛用量的下降， 则反映出近年来

在疫情影响下， 以高尔夫球运动为代表的体育休闲

领域整体需求下降， 至于何时能够有所改观也难以

预判。

２. ５　 进出口贸易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表 ６）， ２０２２ 年我国

进口的钛产品主要有钛矿、 各类钛加工材、 钛白粉

及海绵钛； 出口的钛产品主要有钛白粉及各类钛加

工材。 各类钛产品进口总额为 ２５. ２ 亿美元， 出口总

额为 ４６. ７ 亿美元， 整体顺差 ２１. ５ 亿美元。 从进口

产品类别来看， 主要以钛矿原料为主， 其次是国内

供给不足的高端钛加工材及钛白粉。

表 ６　 ２０２２ 年中国主要钛产品进出口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６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２

商品名称　 　 　 　 进口量 ／ ｔ 　 　 进口金额 ／万美元 　 　 　 出口量 ／ ｔ 　 　 出口金额 ／万美元

钛矿砂及其精矿 ３ ４６６ ７３６ １３９ ７０６ ２２ １６３ ４１５２

海绵钛 １１ ３６４ ９９１７ １９２０ １５２１

其他未锻轧钛 １５５９ ２５２８ ６３０ １０８５

钛粉末 １９９ ３８３ ５４８ ９０６

钛白粉 １２３ ０９３ ４４ ４５７ １ ４０５ ８２２ ３８３ ３７７

钛加工材合计 ７４７９ ５５ ２２２ ２６ ３１３ ７５ ９０９

　 钛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 １９７７ ９６７６ ８６９８ ２０ ９９９

　 钛丝 ３１９ ２８４６ １１２５ ２７７０

　 厚度≤０. ８ ｍｍ 的钛板、 片、 带、 箔 ２３７０ ４６８８ １００７ ２７６８

　 厚度 ＞ ０. ８ ｍｍ 的钛板、 片、 带 １１４８ ５６３０ ８１１５ １９ ９７７

　 钛管 ８４５ ２３４５ ３９１８ １１ ５０４

　 其他锻轧钛及钛制品 ８２０ ３０ ０３７ ３４５０ １７ ８９１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图 １２）， ２０２２ 年我国

钛矿主要进口来源国为莫桑比克、 肯尼亚、 越南、
美国、 挪威等。 前 ５ 名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占比为

７７. ５％ ， 集中度较高。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图 １３）， ２０２２ 年我国

海绵钛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日本、 哈萨克斯坦、 沙特

阿拉伯。 海绵钛进口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随着国外

海绵钛价格的大幅上涨， 下半年我国进口海绵钛数

量迅速萎缩。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图 １４）， ２０２２ 年我国

钛锻件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日本、 俄罗斯、 美国。 我

国钛锻件进口量不大， 仅为 ８２０ ｔ， 占全部钛加工材

图 １２　 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矿主要进口来源国

Ｆｉｇ. １２　 Ｍａ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ｏ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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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２０２２ 年我国海绵钛主要进口来源国

Ｆｉｇ. １３　 Ｍａ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ｓｐｏ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２２

图 １４　 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锻件主要进口来源国

Ｆｉｇ. １４　 Ｍａ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ｆｏｒｇ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２２

进口量的 １ ／ １０， 但进口金额占到全部钛加工材的

５４. ４％ 。 钛锻件的出口单价与进口单价比仅为 １４％ ，
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在此类产品的生产水平上与国外

存在较大差距。
钛白粉是我国最主要的钛出口产品。 据中国海

关总署统计数据（图 １５）， 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白粉出口量

达 １４０. ５８ × １０４ ｔ， 出口额达 ３８. ３ 亿美元， 占到所有

钛产品出口总额的 ８２. １％ 。 钛白粉是我国钛产品中

全球竞争力最强的产品， 被销往全球 １４０ 余个国家。

３　 ２０２２ 年中国钛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３. １　 政策环境分析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正式生效。 我国与相关国家的部分钛产品贸

易关税下调， 有利于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生态环境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关

图 １５　 ２０２２ 年我国钛白粉出口分布

Ｆｉｇ. １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２

于印发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该方

案提出， “十四五”期间， 有色金属产业结构、 用能

结构明显优化， 低碳工艺研发应用取得重要进展；
“十五五”期间， 有色金属行业用能结构大幅改善的

总体目标。 通过推动海绵钛颠覆性制备技术的落地，
实现提高节能降碳水平。 同时完善再生有色金属资

源回收和综合利用体系， 再生金属供应占比达 ２４％
以上。 而我国对钛的回收再利用相关环节属于短板，
国外钛金属的回收利用率在 ３０％ 以上， 而我国只有

不到 １０％ ， 因此《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对
提高我国钛回收再利用水平将起到助推作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海绵钛和钛锭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限额》 （ＧＢ ２９４４８—２０２２）发布， 该标准将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执行。 该标准的出台， 提高了

我国海绵钛、 钛锭的能耗要求， 规范了相关产品的

能耗统计方法， 对我国海绵钛、 钛锭行业实现节能

减排目标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企业提升能效水平过

程中， 可以促进钛行业整体生产技术的进步。
３. ２　 产业结构调整情况分析

国内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国内钛白粉需求增长

陷入停滞， 产业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市场的扩大。 海

绵钛市场规模显著扩大， 钛加工材市场继续保持增

长势头。 传统化工行业用钛量稳步增长， 航空航天、
船舶、 医疗等领域用钛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我国

钛加工材在稳固扩大传统市场的同时， 加速拓展在

高新领域的应用。
随着“绿色低碳”政策的提出， 钛行业在 ２０２２ 年

制定了新的《海绵钛和钛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标准， 大幅提升了节能减排的要求， 有效促进了行

业向“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靠拢与转型。 为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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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目标， 部分企业准备建设分布式光伏电

站， 或提高水电、 风电、 光电的使用比例。
２０２２ 年， 多家企业继续取得技术突破。 宝钛集

团有限公司荣获我国工业领域最高奖项“中国工业大

奖”。 同时， 其航空用钛合金薄壁型材加工技术取得

突破， 顺利通过装机评审； 成功研制出高强高韧钛

合金板材。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全力推进高炉渣提钛

产业化攻关， 全年电炉可开动率提高 １５. ９３％ ， 立磨

衬板寿命提高 ５０％ ， 定修周期延长 ５ 天； 成功突破

宽幅钛箔材轧制技术并生产出 ０. １ ｍｍ × ５００ ｍｍ 宽

幅“手撕”钛箔材产品。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控股的

西安赛特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通了钛合金、
高温合金叶片和人工关节精锻件的全流程制备加工

技术。 洛阳双瑞万基钛业有限公司开展“三高一低”
（高纯净性、 高均匀性、 高一致性、 低成本）海绵钛

技术攻关， 实现 １０ ｔ 炉航空级小颗粒海绵钛得料率

达到 ８０％ ； 开展沸腾氯化高钛渣的应用， 完成高钛

渣替代进口金红石规模化生产高品质海绵钛应用技

术研究。 朝阳金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全面打通全流

程海绵钛生产工艺， “小粒度海绵钛”荣获工信部

“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攻克耐蚀钛及钛合金高效换热激光焊管

智能制造和装备研制技术难题。
３. ３　 经营形势分析

２０２２ 年， 全球多个主要矿山因资源枯竭出现产

量下降。 钛矿平均品位下降且开采成本上升的趋势

已经不可逆转。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钛矿进口国与

消费国， 这一情况对我国钛行业平稳发展所产生的

影响要大于其他国家。 值得庆幸的是， 我国企业在

莫桑比克投资的钛锆矿项目已顺利投产， 每年可为

国内提供超过 １０６ ｔ 钛中矿原料。 希望今后有更多中

国企业投资开发海外钛锆矿资源， 以缓解我国钛矿

资源的进口压力。
受国内经济处于低速发展期， 以及全球主要经

济体， 尤其是欧洲国家可能进入低增长或负增长的

压力所影响， 未来一两年全球工业及民用领域对钛

金属及钛白粉的消费能力将增长缓慢甚至衰退； 而

国际形势日趋复杂， 许多国家加大国防投入， 这又

将拉动钛金属在相关领域的应用。 从目前的公开信

息来看， 国外钛白粉巨头因对 ２０２３ 年需求的预期不

佳、 销售压力增大已做出减产计划， 这或许会缓解

此前全球钛原料供应紧张的局面， 原料价格连续 ３

年大幅增长的态势可能会出现改观。 我国作为钛原

料消费大国， 原料价格的回落对我国钛行业的发展

总体来说利大于弊。
在海绵钛行业， ２０２３ 年仍将有部分新增产能释

放。 在下游应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 海绵钛产能的

逐步释放或将给行业带来一定影响。

４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２０２２ 年， 我国钛行业存在两方面最为突出的问

题： 一是钛行业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过热， 给未来

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带来一定隐患； 二是钛白粉、
传统化工等细分领域用量接近或达到周期高点， 行

业对未来变化趋势准备不足。 此外， 钛行业发展缺

乏科学的、 宏观的、 长期的产业规划， 没有高层级

的、 具有执行力、 约束力的行业发展指导纲要。
４. １　 建议国家层面提高对钛重要应用领域的关注度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各国对传统安全的关注

度再次超过了对全球协作发展与全球绿色发展等问

题的关注度。 由于钛在国防安全、 新材料、 前沿科

技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之前以市场自发调节，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形

势下我国钛产业由大变强的新要求， 需要对此作出

一定调整。 目前， 钛行业的国家级项目主要集中在

国防与资源综合利用领域， 建议加大对核电、 新能

源等重要领域的关注力度， 建立国家层面的工作组，
以国家重大项目为牵引， 加强在上述领域的研发、
推广和应用力度。 形成重点领域由国家牵头、 传统

应用领域由市场主导的双轮驱动的新局面。
４. ２　 行业投资过热

近年来， 我国海绵钛、 钛加工材需求增长迅猛，
各个企业产线开工率处于较高水平， 产品利润也不

断提升。 钛行业较高的景气度使得社会资本的投资

热情较高， 得益于此， 前两年阶段性出现的钛锭熔

炼、 锻造能力上的短板已经被迅速补齐。 但由于市

场投资的惯性， 一些新的项目还在不断建设， 主要

集中在海绵钛生产、 真空熔炼炉设备和传统的钛材

加工项目上。 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在未来的两三

年间， 部分行业或将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 市场平

衡或被打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也

对此提出建议， 希望对钛行业有投资意愿的相关方

认真做好市场调研， 选择好细分领域， 进行差异化

投资， 控制好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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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部分领域用钛量接近周期高点

钛在某些领域的用量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随着

下游应用领域的发展变化， 钛在这些领域的用量接

近或已达到周期高点， 如房地产行业、 以 ＰＴＡ 为代

表的化工行业等， 这使得部分化工用钛加工材、 钛

白粉等产品的用量也接近或达到周期顶部。 建议以

相关下游领域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提前做好布局， 以

便在相关领域进入下行周期时能有较好的应对措施。
４. ４　 加强科技攻关力度

近年来， 我国钛产业在科技攻关上取得了一系

列成果， 但依然面临很多难关需要攻克。 随着国家

绿色发展目标的提出， 海绵钛生产过程中能耗过高

的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而通过技术提升，
降低海绵钛能耗， 也可以降低海绵钛生产成本， 更

有利于扩大其应用。 目前最前沿的“电解钛”技术可

能会为钛产业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也在持续关注各高校、 科

研院所在“电解钛”工艺上取得的进展与突破， 以为

该工艺早日进入工业化阶段提供助力。 我国钛加工

材在航空航天、 海洋工程等领域有着较大的发展潜

力， 但也存在一系列需要进行系统性攻关的短板。
当前， 编制出一套较为全面、 完善的钛加工手册，
对我国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这需要全行

业的共同努力， 最终也将会使全行业受益。
４. ５　 加强宣传科普

近几年我国钛产业取得了显著进步， 产品质量得

到提升， 产品性价比优势更加明显。 但在一些钛加工

材应用较少的领域中， 对钛的认识还停留在此前的高

性能、 高成本的老观念中。 为此， 需要加强对社会

各界的宣传力度， 让一些对钛了解不深的行业更新

其认知， 让其对钛有更新更准确的了解， 进而对使

用钛产生兴趣， 扩大钛的应用范围。 以钛的低成本

化技术为抓手， 配合有效的宣传推广， 实现钛加工

材在更多工业领域以及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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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中国钛产业高峰论坛在宝鸡召开
　 　 ４ 月 １９ 日， ２０２３ 中国钛产业高峰论坛在陕西省宝鸡市召开。 本次论坛以“共享新机遇 　 共创钛未来”为主题，
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宝鸡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 宝

钛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得到了中国有色金属报社、 钛微媒、 《钛工业进展》等媒体的支持。
开幕式上，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 会长葛红林在视频致辞中指出， ２０２２ 年， 我国有色金属行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 沉着应对风险挑战， 整体

呈现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而与国防军工、 航空航天密切相关的我国钛产业逆势而上， 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

势， 主要表现在： ① 钛产业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各主要产品产量均保持增长， 全球钛产量第一大国的地位得到不断

巩固和提升； ② 钛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③ 钛行业技术创新硕果累累。
宝鸡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勇在欢迎辞中讲到， 宝鸡是国家“一五计划”以来重点布局的钛及稀有金属材料科研生产

基地， 是我国钛工业的摇篮， 国家确定的钛博会永久会址， 被誉为“中国钛谷”， 在一代又一代钛业人的不懈奋斗和

开拓创新下， 经过 ６０ 多年的积淀和发展， 已构建起了从海绵钛到钛铸锭、 钛加工材、 钛合金材、 钛复合材以及钛

材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 宝鸡市现有钛产业相关企业 ６００ 多户，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１３６ 户， 高新技术企业 １１０ 户，
专精特新企业 ３５ 户， 生产的 ９５ 个牌号、 ２４４ 个品种、 ５０００ 多种规格的钛产品正在装备中国、 走向世界！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长魏炳波表示， 宝鸡不仅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还

为中国材料科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未来，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将继续支持宝鸡市钛产业发展， 共同推

动我国钛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会长、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雷

让岐在致辞中讲到， 钛锆铪分会将进一步搭建平台、 通畅信息、 协调各方、 促进合作， 持续拓展钛的应用， 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
开幕式结束后， 进入了精彩的大会报告环节。 本次钛产业高峰论坛为期 ４ 天， 特邀了 ５０ 余名国内外专家、 学者

就国内外钛行业的发展状况、 材料的研制进展以及钛在海洋、 医疗、 新能源、 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前景作

了精彩的报告。 来自国内外的近千名专家、 学者以及涉钛及用钛企业代表、 重要客商代表， 共聚中国钛谷宝鸡， 共

话钛及钛合金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 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力求为国家战略型产业和中国制造贡献更多

“钛”力量。 　 （何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