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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策动向：鉴于新能源补贴给德国财政造成了不小的负担，联盟党团副主席福克斯日前提议，

削减德国太阳能补贴；GSE（意大利电力局）预计，到 2011 年年底，意光伏系统装机总量可跃至

12GW 以上，在 2012 年底前可达到至少 15GW；美联邦政府通过能源部为亚利桑那州提供 70.9 万

美元补贴，用于加速其获得安装屋顶太阳能装置的许可；2012 年捷克将小幅上调太阳能光伏补贴。 

多晶硅市场：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0 月份我国多晶硅进口量为 4565 吨，环比下降 29.6%，同

比增长 7.6%，其中主要进口国为韩国、美国和德国。由于多晶价格持续走低，OCI、瓦克等一线大

厂也对自身多晶硅产量进行适当降低，从而造成进口量由高位逐渐回落。11 月尽管海关数据尚未出

炉，但预计进口量超过 5000 吨的可能性不大。 

价格走势：进入 11 月后，多晶硅价格逐渐平稳，硅业分会报价显示，11 月份我国多晶硅主流

价格保持在 20-23 万元/吨，较 10 月均价下跌 7.5%。尽管 11 月下旬开始，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已

经得到好转，但目前的价位已跌破绝大部分企业成本线。由于下游价格已基本跌到谷底，多晶硅近

期价格比较持稳，虽然个别厂商已将报价上调 1-2 万元/吨，但国内主流成交价仍在 20-21 万元/吨。

受下游产品价格制约及国内多晶硅厂商大面积停产的双重作用影响，预计 12 月成交价将继续维持

在 20 万元/吨附近。 

企业发展动向：天威保变子公司四川硅业因临时检修停产；川投能源子公司停车技改；七星电

子 12亿投光伏产业；亚玛顿收到 814.72万元政府补贴；尚德电力Q3亏损 1.164亿美元；赛维 LDKQ3

亏损 1.145 亿美元；晶澳太阳能 Q3 亏损 5895 万美元；韩华新能源 Q3 亏损 1.776 亿元；阿特斯太

阳能 Q3 亏损为 4390 万美元。 

市场前景：随着近期德国上网电价补贴的进一步下调，欧盟各国的补贴下降趋势已非常明显，

相比之下，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美国、加拿大等新兴市场越发成为国内光伏企业的必争之地。欧

洲市场需求的下降已成定局，北美、亚洲等新兴市场将决定行业未来的走势。而中国企业在海外当

地建设工厂，聘用的当地的职工，将可以有效规避贸易争端。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不少国内企业也

开始在海外投资兴建光伏电站。因此这轮光伏行业的萧条期对国内有实力的企业来说，也是加快进

入国外市场的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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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威保变参股公司已于近日停产技改 

（3）天威保变拟与 AEPL 斥 4.65 亿投建印度项目 

6.1.2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川投能源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受到肯定 

（2）川投能源子公司停车技改 

6.1.3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精功科技大股东增持不慎踩线 

（2）精功系资金链频频告急 

6.1.4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1）综艺股份新能源将收获 

（2）综艺股份获实际控制人增持 

6.1.5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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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Gehrlicher Solar 出售法国 4.5MW 光伏项目 

6.3.4 First Solar 出售太阳能发电厂给巴菲特 

6.3.5 福斯第一太阳能向 Bryan 光伏项目提供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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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太阳能光伏行业综合视点分析 

7.1.1 2012 年世界三大光伏市场被埋下定时炸弹 

（1）德国随时可能“踩刹车” 

（2）意大利 2012 年后劲不足 

（3）美国贸易壁垒难破 

（4）转战国内 

7.1.2 2012 年会是光伏产业末日吗？ 

7.2 太阳能光伏行业本期特别策划专题 

7.2.1 盘点 2011 年欧洲诸国光伏政策 

（1）德国——跌宕起伏 

（2）意大利——步步紧逼 

（3）英国——压小放大 

（4）西班牙——考量光照 

（5）法国——分类细致 

（6）捷克——险象环生 

7.2.2 盘点 2011 年光伏行业年度关键词 

（1）补贴下调 

（2）倒闭潮 

（3）双反调查 

（4）标杆电价 

（5）“***门”事件 

（6）离职潮 

（7）跌跌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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