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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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金属硅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七章。首先介

绍了金属硅相关概述、中国金属硅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金属硅市场发展的现状

，然后介绍 了中国金属硅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金属硅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金属硅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金属硅产业有个 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金属硅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金属硅又称结晶硅或工业硅。金属硅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电子等行业。在冶金业中主

要是作为非铁基合金的添加剂。硅加入到某些有色金属中时，能提高基体金属的强度、硬度

和耐磨性，有时还能增强基体的铸造性能和焊接性能。硅大量应用于铝合金和铝型材工业。

金属硅在化工行业主要是用来生产硅基化合物，如硅烷、硅酮、有机硅、硅油等。硅还可用

于制造半导体硅、制作硅陶瓷、碳化硅、氮化硅等。 

    从区域上看，云南、四川、新疆依靠电价优势占据了全国64.1%的工业硅产量，而湖南、福

建、贵州由于电价过高，在金属硅全年弱势运行的情况下，出现了大范围停产，且开工率居

全国最低。2012年湖南硅厂平均开工率不足15%，贵州少数工业硅企业仅依靠地方政府补贴勉

强维持生产。 

2009-2012年国内金属硅产量表（单位：万吨）                            地区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云南             25             30             28             22.5                               四

川             15             20             20             17                               贵州             14             20             19             7.5         

                     湖南             8             15             14             5                               福建             13             30             14       

     10                               新疆             12             18                               其他             29             33                               

总计             75             115             136             113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2013年我国金属硅行业产量达到145万吨，近几年我国金属硅行业产量情况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2013年我国553工业硅全年均价为11489元/吨，同比上升2.4%，最低点10900元/吨，最高

点12100元/吨；441工业硅全年均价为12134元/吨，同比上升1.1%，最低点11400元/吨，最高

点13000元/吨。 

     年初，因枯水期工业硅供应量缩紧加上全国库存逐渐下滑，  我国工业硅价格快速上行，并

于1月末升至半年最高点11800元/吨，价格的连续上涨令部分停炉企业开工生产。然而国内需



求疲软对工业硅市场产生利空作 用。2月中旬后，工业硅市场热度减退，价格全线溃败，并

围绕11300元/吨关口震荡。丰水期电价下调后，云南、四川工业硅企业陆续开炉生产，全国

工业硅 厂开工率一度达到80%，工业硅供应量明显增加，货源渐显充足，并冲击553价格跌

至10900元/吨。随着下游需求逐渐转暖，以及枯水期电价调整，各型 号工业硅价格触底反弹

，价格持续走高。截止到12月底，553价格已升至12100元/  吨，较8月最低点上涨11%；441价

格升至13200元/吨，较最低点上涨7.3%。 

    下游产品方面， 2013年除有机硅单体价格小幅上行1.4%外，硅铝合金及多晶硅价格双双回

落，下游产品价格持续低位徘徊抑制了国内工业硅价格的上行空间。 

     尽管2013年工业硅总体均价高于2012年，但较历年价格仍处弱势，多数企业运营状况堪忧

，利润依旧微薄。根据了解，2013年国内工业硅厂平均利润不 足500元/吨，电价、还原剂价

格高企直接挤压了工业硅厂的盈利空间，造成国内工业硅厂全年利润有限，行业低迷的现状

仍未摆脱。 2013年工业硅及下游产品价格                            名称             2012年             2013年             同

比                               工业硅均价             11219元/吨             11489元/吨             2.4%                               多晶

硅均价             16.2万元/吨             13万元/吨             -19.7%                               有机硅DMC均价            

17280元/吨             17522元/吨             1.4%                               硅铝合金均价             16786元/吨            

15425元/吨             -8.2%                来源：中国硅业分会  来源：中国硅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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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是一种化学元素，它的化学符号是Si。原子序数14，相对原子质量28.0855，有无定形硅

和晶体硅两种同素异形体，属于元素周期表上IVA族的类金 属元素。硅也是极为常见的一种

元素，然而它极少以单质的形式在自然界出现，而是以复杂的硅酸盐或二氧化硅的形式，广

泛存在于岩石、砂砾、尘土之中。硅在宇 宙中的储量排在第八位。在地壳中，它是第二丰富

的元素，构成地壳总质量的26.4%，仅次于第一位的氧（49.4%）。 

    世界硅资源（水晶、石英、天然硅砂等）分布极不平衡。据资料记载，巴西较为丰富，次

之为马达加斯加和危地马拉。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印度、澳大利

亚、土耳其、缅甸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亦拥有硅资源。 

    根据美国国家地质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硅产量为777万吨，同比增长5.43%；2013年全

球硅产量为770万吨，同比下降1%。 

 2011-2013年全球硅产量统计：千吨 

                            国家             2011年产量             2012年产量             2013年                               美国            

326             383             360                               巴西             225             225             230                               不丹         

   61             61             61                               加拿大             50             55             35                               中国            

4780             5050             5100                               法国             164             174             170                               冰岛   

         78             75             80                               印度             68             70             70                               挪威            

297             339             175                               俄罗斯             647             733             700                               南非    

        142             132             130                               乌克兰             98             78             78                               委内

瑞拉             46             53             60                               其他国家             383             349             430                        

      合计             7370             7770             7700                 

资料来源：U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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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球金属硅产能约为494万吨，同比上升3.1%，当中中国产能为375万吨/年，占全球总

产能的75.9%；巴西金属硅产能为24.5万吨/年，占 全球总量的5%；美国金属硅产能为18万吨/

年，占比为3.6%；挪威金属硅产能为17.5万吨/年，占比为3.5%。 

 2013年全球金属硅产能统计：万吨                            地区             2013年产能                               中国        

    375                               美国             18                               加拿大             8                               巴西             24.5     

                         挪威             17.5                               西班牙             4                               法国             12.8                  



            南非             5.5                               俄罗斯             10                               澳大利亚             3.3                        

      其他             16                               总计             494                资料来源：硅业分会  

资料来源：硅业分会 

2.1.3 世界金属硅市场供需形势分析 26 

2.1.4 世界金属硅价格走势分析 33 

2.1.5 2012年世界金属硅市场发展分析 34 

2.1.6 2013年世界工业硅供需分析 36 

2.2 美国 41 

2.2.1 美国金属硅进出口数据统计 41 

2.2.2 美国金属硅市场运行状况 41 

2.2.3 2012年美国金属硅进口概况 43 

2.2.4 2014年美国金属硅市场发展状况 44 

2.3 日本 45 

2.3.1 日本金属硅市场供需状况 45 

2.3.2 2011年日本金属硅消费状况浅析 46 

2.3.3 2012年日本金属硅进口数据简析 46 

2.3.4 2013年日本金属硅进口数据简析 48 

2.4 其他地区 51 

2.4.1 独联体金属硅市场发展形势剖析 51 

2.4.2 欧洲金属硅市场运行状况 52 

2.4.3 印度金属硅市场运行近况 54 

第三章 2011-2013年中国金属硅行业分析 57 

3.1 2011-2013年中国金属硅产业运行状况 57 

3.1.1 2011年我国金属硅市场行情综述 57 

3.1.2 2012年我国金属硅行业发展分析 63 

3.1.3 2012年我国金属硅市场行情综述 64 

3.1.4 2013年我国金属硅市场供需分析 67 

    2013年我国金属硅行业产量达到145万吨，近几年我国金属硅行业产量情况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2013年我国553工业硅全年均价为11489元/吨，同比上升2.4%，最低点10900元/吨，最高



点12100元/吨；441工业硅全年均价为12134元/吨，同比上升1.1%，最低点11400元/吨，最高

点13000元/吨。 

     年初，因枯水期工业硅供应量缩紧加上全国库存逐渐下滑，  我国工业硅价格快速上行，并

于1月末升至半年最高点11800元/吨，价格的连续上涨令部分停炉企业开工生产。然而国内需

求疲软对工业硅市场产生利空作 用。2月中旬后，工业硅市场热度减退，价格全线溃败，并

围绕11300元/吨关口震荡。丰水期电价下调后，云南、四川工业硅企业陆续开炉生产，全国

工业硅 厂开工率一度达到80%，工业硅供应量明显增加，货源渐显充足，并冲击553价格跌

至10900元/吨。随着下游需求逐渐转暖，以及枯水期电价调整，各型 号工业硅价格触底反弹

，价格持续走高。截止到12月底，553价格已升至12100元/  吨，较8月最低点上涨11%；441价

格升至13200元/吨，较最低点上涨7.3%。 

    下游产品方面， 2013年除有机硅单体价格小幅上行1.4%外，硅铝合金及多晶硅价格双双回

落，下游产品价格持续低位徘徊抑制了国内工业硅价格的上行空间。 

      尽管2013年工业硅总体均价高于2012年，但较历年价格仍处弱势，多数企业运营状况堪忧

，利润依旧微薄。根据了解，2013年国内工业硅厂平均利润不 足500元/吨，电价、还原剂价

格高企直接挤压了工业硅厂的盈利空间，造成国内工业硅厂全年利润有限，行业低迷的现状

仍未摆脱。 

 2013年工业硅及下游产品价格 

                           名称             2012年             2013年             同比                               工业硅均价             11219

元/吨             11489元/吨             2.4%                               多晶硅均价             16.2万元/吨             13万元/吨 

           -19.7%                               有机硅DMC均价             17280元/吨             17522元/吨             1.4%            

                  硅铝合金均价             16786元/吨             15425元/吨             -8.2%                来源：中国硅业

分会 来源：中国硅业分会 2005-2013年中国金属硅供需平衡表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国内产量             65             80             90             100             75             115             136             113.7             145     

                         进口量             0.7             0.7             1             1             1             1             1             1             0.3         

                     出口量             53.6             61.4             69.9             69.3             42.2             63.3             58.4            

48.5             70.4                               表观消费量             11.4             19.3             21.1             31.7             33.8        

    52.7             67.25             68.2             74.9                               铝合金消费量             6             8             9            

11             13             18.05             19             23.7             27.0                               有机硅消费量             3.7            

5             8             10.75             15             17.5             26.25             27.5             29.5                               多晶硅消

费量             0.016             0.09             0.3             1             3.6             9.5             18             13             11                   

           实际消费量             9.72             13.09             17.3             22.75             31.6             45.05             63.25      



      68.2             71.5                               供应过剩             1.7             6.2             3.8             8.9             2.2            

7.7             11.35             -3             -3.8                数据来源：中国硅业分会 

     下游消费方面，2013年我国国内金属硅消费量为71.7万吨，同比小幅上涨5.1%。其中铝合金

行业消费工业硅27万吨，占国内消费总量的36.9%； 有机硅行业消费工业硅30.2万吨，占国内

消费总量42.2%；多晶硅行业消费工业硅11万吨，占国内消费总量的15.3%。 

     2013年1-11月我国汽车产量为1998万辆，全年产量有望突破2100万辆，同比增长8.9%。从汽

车产量递增速度推算，预计全年铝合金产量在 490万吨左右，消费工业硅27万吨。除汽车产量

增加推动铝合金产量上升外，铝合金中原铝比例增加也是促进2013年铝合金行业采购工业硅

量上升的主要原 因。根据了解，原铝需添加11-13%工业硅可制成硅铝合金，而废铝因含有部

分硅元素，每次仅重新添加0.5-2%工业硅。2013年，因废铝原铝价差减 少，更多企业选用原

铝进行硅铝合金生产，带动工业硅采购量上升。据估算，2013年，我国铝合金平均添硅量已

由2012年的5%升至5.5%。 2013年中国工业硅供需表                                          2012年             2013年      

                        产量             113.7             145                               进口量             1             0.3                               出

口量             48.5             70E                               铝合金铸件消费量             23.7             27                               有

机硅消费量             27.5             29.5                               多晶硅消费量（含三氯氢硅）             13             11 

                             耐火材料消费量及其他             4             4                               国内需求总量             68.2       

     71.5                               库存量             -3             -3.8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有机硅产业链主要包括有机硅单体和有机硅制品。2013年我国有机硅单体产能为200万吨，

同比增长5.2%；产量120万吨，同比增长7.2%。由于国 内有机硅产品同质化严重、低端产能过

剩，造成有机硅价格持续低位徘徊，  20家有机硅企业中仅有5家大厂实现全年稳定供应，，

其余中小有机硅厂存在不同程度的停产，受此影响，部分有机硅企业推迟或取消扩产计划，

预计2014年 国内有机硅产能及增速将进一步降低，产量或将在大厂带动下小幅走高。      多晶

硅市场延续颓势，尽管我国对美韩反倾销政策已经出台，但海外多晶硅依旧大量涌入中国市

场，使国内多晶硅价格持续走低，造成中小多晶硅企业一直处于大规 模停产状态，大量三氯

氢硅企业关停或转型生产。根据硅业分会了解，目前国内开工多晶硅企业多数采用冷氢化技

术，每吨多晶硅消耗工业硅比例已由原先 1:2.2降至  1:1.3，从目前全球光伏市场形势来看，国

内多数中小多晶硅厂基本已无复产可能，意味着短期内，多晶硅对工业硅消费量难以出现大

幅上升。未来2年其对工 业硅年消费量将处于18万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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