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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多晶硅行业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

十六章。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 家统计局、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中国太阳能学会、中国可再

生能源学会、中国新能源论坛、中国 多晶硅产业研究报告项目专家组、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

会、博思数据研究中心以及国内外多种相关报刊杂志媒体提供的最新研究资料。本报告对国

内外多晶硅行业 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透彻地分析，对我国行业市场情况、技术现状、供需

形势作了详尽研究，重点分析了国内外重点生产企业、行业发展趋势以及行业投资情 况。 

     通过《2012-2016年中国多晶硅行业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机构

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需、有效 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信息

，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提供

了科学决策依据。

    我国半导体产业、光伏产业发展甚至国防军工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我国自有的多晶硅产业。

太阳能光伏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应对气候

变化、完成减排目标的重要保证。多晶硅作为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基础原材料，其产业的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将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正是我国多

晶硅产业迅速的发展壮大，才支撑着我国太阳能电池的产量连续五年位列世界第一。当今，

国外市场需求增长的放缓、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产业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使我国多晶

硅产业又一次站在了机遇和挑战的关口。我国多晶硅产业迫切需要完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

配套，在规模与成本上提升核心竞争力。我国的多晶硅产量已占全球的35%左右，2012年年末

我国多晶硅产能将达到20万吨。2011年随着多晶硅企业新建和扩产产能的释放，全球多晶硅

产量继续不断增长。2011年，全球总产量达到24万吨，同比2010年增长了30%，预计2012年仍

将有30%左右的增长。全球范围内，多晶硅市场供需基本平衡或供略大于求。在光伏行业发

展的驱动下，我国国内对多晶硅的需求量也在逐年增长。从2008年的16544吨消耗量，增加

到2011年的146131吨。根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统计，2011年国内多晶硅产量达到82768吨

，同比2010年45021吨增长84%。产业依旧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6-2011年我国多晶硅产量

翻了数番，年均增长超过100%。2011全年销售额超过230亿元，与2010年基本持平；就业总人

数超过1.5万人，其中技术人员超过5000人。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已建多晶硅生产线的总产



能达到14.8万吨，预计到2012年年末我国多晶硅产能将达到20万吨。我国的多晶硅产量已占全

球的35%左右，已成为继美、德之后的全球多晶硅生产大国。 

    我国多晶硅产业化技术不断提升。近几年来，我国多晶硅产业在产能产量规模年年翻番的

基础上，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等方式，在生产实践中积累，已

突破并掌握了改良西门子法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多晶硅大规模产业化生产体系已经形成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我国光伏产业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稳

步提高，资源利用率整体取得大幅提升。国内多晶硅企业的平均综合电耗已由2006年的每生

产1公斤多晶硅消耗300-350千瓦时，下降为2011年的80-150千瓦时，部分技术先进企业甚至已

低于80千瓦时。而多晶硅直接生产成本，也由最初的70美元/公斤降至目前的25-40美元/公斤

左右，少数多晶硅企业的生产成本已降至20美元/公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大部分企业

仍在优化工艺，以期进一步降低生产能耗和成本。&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中对于我国多晶

硅产业在&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将高纯多晶硅列为&ldquo;十

二五&rdquo;发展重点，并指出&ldquo;支持骨干企业做优做强，到2015年多晶硅领先企业达

到5万吨级，骨干企业达到万吨级水平&rdquo;，&ldquo;多晶硅生产实现产业规模、产品质量

和环保水平的同步提高，到2015年平均综合电耗低于120千瓦时/公斤&rdquo;。我国有多晶硅

生产企业近四十家，大部分企业年生产能力为1000-3000吨，甚至还有千吨级以下年生产规模

的企业。有的企业投产时间不长，技术消化吸收有待进一步完善。2009年以前投建的生产线

相对投资成本高，设备能耗高，因而企业综合产品成本相对高。目前多晶硅市场价格为30美

元/公斤，已经低于很多国内多晶硅企业生产成本，而在产品价格下跌过程中，大型企业的生

存能力强，市场反而向龙头企业集中。国内已有大量多晶硅企业被迫停产减产，尤其是去年

第四季度以来国内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快速下降，库存激增，很多企业已面临较大的生存威胁

。 

    自2011年国家发布《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以来，众多高能耗高污染的中小企业被清理出

局，一方面，我国多晶硅产业环保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而另一方面，整个行业也开始了洗

牌。之前，作为光伏上游的多晶硅行业曾被资本热炒，一时间涌入众多生产企业，而在《多

晶硅行业准入条件》发布的一年多后，一些不合格的企业逐渐被淘汰，行业环境得到改善。

在环保方面，对多晶硅工厂的废水、废气都制定了严格的要求，达不到标准的就必须关门，

而在2011年底也淘汰综合电耗大于200千瓦时/千克的太阳能级多晶硅生产线。现在国内万吨级

的多晶硅项目已经和国际大厂一样实现每公斤多晶硅耗电低于100度，在成本控制、规模效应

、技术水准、环保排放等方面具备与国际大厂竞争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国内厂商采用的是改

良西门子法，这种生产多晶硅是一种精细化工生产方式，上马这样的项目经过严格的环境评

价、安全评价，生产过程接受监督，确保生产全过程的安全与环保。在2009年之前，中国光



伏行业多晶硅原料90%以上需要进口，而后以江苏中能、赛维LDK等企业的崛起，中国本土

企业生产的多晶硅开始逐渐占据了半壁江山。正因为，中国多晶硅厂商的崛起，才极大的降

低了国外巨头此前在这个行业的巨额利润，在2008年，多晶硅价格一度达到400美元/公斤，而

如今的价格只有30美元/公斤左右。目前经过《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的洗礼，将会有更多实

力不足的中小企业被淘汰出局。因为从国际上来看，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讲求规模效应，尤其

在走向成熟的阶段，在原料端，国际上多晶硅产业历来被七大厂控制，目前具备国际竞争力

的大厂必须万吨以上规模，包括江苏中能在内的前四大多晶硅企业的产能均超过3万吨。我国

多晶硅厂商的洗牌已经开始，未来两三年内，将会形成3到5家的行业巨头，剩下的十多家中

小企业将在夹缝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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