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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几年来，随着石化能源价格的迭创新高，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逐渐为世人所关注，尤其

是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在德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随着光伏太阳能技术的

逐渐成熟，光伏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成本不断的降低，以及国家出台了包括财政补贴在内的

光伏太阳能开发与利用的产业扶持政策，全球范围内的，光伏太阳能开发与利用逐渐进入高

潮，由此也引发了市场对多晶硅的需求，多晶硅价格也由30-40美元公斤一路飙涨到最高500美

元公斤。由此，国内外多晶硅生产厂商纷纷推出改扩建规划，多晶硅产能迅速增长。

　多晶硅行业的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多晶硅产品主要面向半导体市场，由于半导

体市场对多晶硅产品的需求量并不大，全球约在2-3万吨，所以当前多晶硅产业的蓬勃发展主

要受益于光伏产业的兴起。全球多晶硅产品中，80%以上的产品应用于光伏产业。目前多晶

硅企业的扩产也主要针对于光伏产业。

　2012年，受下游光伏市场疲软影响，国内外多晶硅产业持续低位运行，国内全年总产量6.4

万吨，同比2011年的8.4万吨下滑23.8%。2013年，我国多晶硅行业基本形势可概括为：企业纷

纷复产，国外倾销依旧，价格低位徘徊，下游需求向好。到2013年底，国内大约有13家多晶

硅企业恢复生产，国内开工率达30%以上。2013年国内多晶硅产量为8.2万吨，净进口多晶硅

量约为7.5万吨，总供应量为15.7万吨。

　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年发布的《太阳能光伏产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中将高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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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业分析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太阳能产业联盟等机构以及国内外多种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以

及专业研究单位等公布、提供的大量的内容翔实、统计精确的资料和数据，首先介绍了多晶

硅的相关概念及生产工艺，接着分析了国际及主要国家多晶硅产业发展情况、对我国多晶硅

产业现状及各地区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紧接着分析了多晶硅产业链下游产业的发展情况、

对国内外多晶硅市场供需状况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国内外主要多晶硅生产企业的发展现状。

然后对国内在建及规划中的多晶硅项目进行了介绍，报告最后对我国多晶硅产业发展前景及

投资环境、风险进行了分析。

　本多晶硅行业分析报告，为该行业中相关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根据市场需

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



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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