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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20年全球工业硅产能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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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0年底，全球工业硅总产能已经达到400万吨/年，
其中中国的产能为275万吨/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能为
125万吨/年。

2010年，受市场需求恢复以及下游企业大量重建库存的驱动
，全球工业硅产量同比大增40%至210万吨，其中中国产量为
115万吨，全球占比55%；其他国家产量为95万吨，全球占比
45%，和中国工业硅产能利用率不足50%相比，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产能利用率均超过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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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工业硅供应现状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统计，我国工业
硅产能已经从2006年的170万吨/年增加至2010年的275

万吨/年，同期产量从80万吨增加至115万吨，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12.8%和9.5%。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随着
大量有机硅和多晶硅项目的投产以及汽车产量的剧增，
国内工业硅市场需求大幅增长，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投资
工业硅产业的热情，其产能在短期内呈现快速增加的态
势。

产能分布

产量分布

工业硅属于资源性、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在生产
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并且能源成本占总成本
的50%以上。因此，我国工业硅企业主要分布在水电丰
富的西南地区，或能够获得低价电力资源的西北地区以
及东北黑河、临江地区。尤其是在西南地区，因具备独
特的地理优势以及廉价的水电资源，该地区工业硅产能
和产量的市场份额均超过60%。2010年，西南地区工业
硅产能占我国275万吨/年总产能的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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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以及比例 电炉数量以及比例 主要地点

＜6300KVA 10 ～5% 30 10% 福建、湖南

6300KVA 95 ～35% 120 50% 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

6300-12500KVA 30 ～10% 30 10% 内蒙、东北、四川等

≥12500KVA 140 ～50% 70 30% 甘肃、云南、东北、新疆等

2010年年底中国各种工业硅炉型数量以及产能比例

2006-2010年中国工业硅分品种产量（单位：万吨）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总产量 80 90 100 75 115

冶金级 50 52 54 39 56

化学级 30 38 46 36 59

从工业硅产品分类来看，近几年，冶金级工业硅的份额从之前的60%左右缩减至50%左右，化学级工业硅的市场份额逐步
扩大，2010年冶金级工业硅和化学级工业硅的产量分别占总产量的48.7%和51.3%，其中高纯硅产量比例为4.3%。

目前国内高纯硅的生产及需求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其主要用于出口和国内物理法多晶硅的生产。一旦高纯硅实现稳定供
应，在高品质有机硅生产、多晶硅生产中将得到广泛的应用。为此，预期到2015年，我国化学级工业硅产量占总产量的比
例将达到55.8%，其中高纯硅产量比例为9.1%。

从炉型角度看，6300KVA的冶炼炉
数量占50%，这部分是目前国内最
多的炉型，但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
35%；而这几年新建的12500KVA

以上的炉型数量已经达到30%以上
，产能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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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工业硅产能扩张新方向

截止2010年底，国内主要
地区在建工业硅产能已经达124

万吨/年，预计2011-2015年期间
，全国新建的工业硅产能将达到
200-250万吨/年左右。

同时国家积极推动工业硅电
炉大型化和规模化，并依据产业
政策，大量6300KVA小型电炉将
在2014年之前被全面淘汰，预计
在2015年之前我国工业硅小炉型
的产能将淘汰100-120万吨/年。
同时，目前新建项目凭借先进的

技术优势实现产业规模化、设备
大型化，通过自身在资源或物流
方面的优势快速抢占市场，并加
速落后产能的淘汰。

为此，预计我国工业硅产能
将于2015年达到400万吨/年，同
期工业硅产量达到14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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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工业硅需求现状分析及预测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铝合金 有机硅 多晶硅 其他

1、铝合金：我国合金用硅量从2006年的9万吨增加至2010

年的18万吨，年均增长18.9%，其中在汽车、摩托车消费
的铝合金以及硅量超过总用量的70%以上。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摩托车、汽车等
出行工具的需求在今后几年内仍将保持较高的速度增长，
加之国家号召的节能减排将进一步带动汽车轻量化，相应
对铝硅合金的需求也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2、有机硅：我国有机硅单体产能从2006年36.5万吨增
加至2010年的170万吨，同期产量也从24万吨增加至75万
吨，推动同期工业硅用量从6万吨增长至17.5万吨，年均增
长30.7%。尽管国内有机硅产能产量出现快速增加的态势，
但是目前单体产量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个人对有机硅消费将呈现爆发式
增长。相应地，有机硅行业对工业硅的消费量也将在未来
五年内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于2015年达到35万吨。

3、多晶硅：我国多晶硅产能的快速扩张带动了产量的增加，从2006年的500吨增加至2010年的4.35万吨（改良西门子法），
年均增长205.4%。从目前在建和拟建项目来看，2015年我国多晶硅产能将超过15万吨/年，而产量释放将超过10万吨，对工
业硅的需求量将超过20万吨。

以上预测是相对保守的数据，从长期来看，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新能源对环保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多的国家将对光伏产
业进行补贴和扶持，相信未来多晶硅-光伏产业发展潜力很大。特别是日本地震之后，各国在考虑新能源方面更加倾向于环保
而更安全的光伏能源，未来多晶硅产业的发展可能超过我们的预期，从而进一步推动工业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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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工业硅进出口现状分析
2006-2010年中国工业硅出口量（单位：万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2006 3.78 3.76 4.42 5.2 4.04 4.7 4.77 6 5.05 5.73 7.32 6.67 61.35

2007 4.7 3.43 4.91 6.13 5.2 5.68 5.77 5.68 6.41 6.76 7.69 7.46 69.85

2008 6.32 4.09 6.15 6.35 6.39 6.49 6.41 6.85 6.45 6.44 4.72 2.74 69.27

2009 1.55 1.42 1.9 1.97 2.47 3.86 4.14 4.26 5.19 4.96 4.3 6.27 42.17

2010 4.15 3.14 5.34 4.53 5.72 5 5.22 5.82 5.47 6.03 7.12 5.81 63.35

2006-2010年中国工业硅分国别和地区出口量（单位：万吨）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日本 21.6 22.47 21.62 12.49 18.4

香港 8.26 9.29 7.81 2.66 1.9

韩国 5.21 6.05 7.24 6.34 8.5

加拿大 3.3 3.12 4.33 1.26 2.1

英国 3.39 3.87 4.54 1.72 4.3

印度 2.49 3.45 2.22 1.95 2.2

荷兰 1.99 3.12 2.94 1.37 2.8

台湾 1.34 1.14 1.58 1.61 1.8

总量 61.35 69.85 69.27 42.17 63.3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从全球硅产业发展来看，未来西方
发达国家工业硅产业将逐步转移至
发展中国家，产量将进入低速增长
阶段，但是需求量仍将保持稳步增
长，特别是来自于有机硅和多晶硅
产业的需求。因此，西方国家势必
大量进口工业硅。从全球供需平衡
角度来看，2015年美国、西欧、
日韩等发达国家工业硅供需缺口将
达到90万吨，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供
应少部分，中国方面将出口75万吨

满足其需求。当然，未来中国政府
势必进一步加强出口企业的资质管
理，并可能进一步提高出口关税，
将有利于大型企业出口工业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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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工业硅生产成本构成

项目 单位 单耗 单价 金额 比例

1、原材料 5950
48.0%

其中：硅石 吨 3 300 900 7.3%

木炭 吨 1 2000 2000 16.1%

石油焦 吨 0.5 2200 1100 8.9%

烟煤 吨 0.3 2000 600 4.8%

电极 吨 0.1 12500 1250 10.1%

其他 吨 100
0.8%

2、能源动力 5076
40.9%

其中：冶炼电 KWh 12000 0.4 4800 38.7%

动力电 KWh 300 0.4 120 1.0%

水 吨 12 3 36 0.3%

氧气 瓶 3 40 120 1.0%

3、其他 1380
11.1%

成本总计 12406
100.0%

目前我国工业硅生产中，原材
料以及能源成本占据总成本的90%

左右，其中原材料成本占50%左右
，能源成本占40%。而其他的费用
成本仅为总成本的10%左右。预计
未来工业硅生产成本将呈现上升态
势，其中原材料成本、电力成本以
及工人工资成本上涨将成为未来工
业硅生产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

首先，高通胀以及物价上涨是
推动国内工业硅生产成本走高的重
要因素。其次，未来电力成本呈上
升趋势。最后，未来几年内人工、
物流、管理以及其他成本都将处于
上升通道，当然从地域角度分析，
中部、东部地区人工成本上涨较快
，而西部、北部地区人工成本相对
较低。但是中部和东部地区物流成
本相对较低，而西部、北部地区的
物流成本较高。

预计2015年工业硅生产用其他
成本将上涨至1500-2000元/吨，
2020年为1800-25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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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能过剩严重

2010年底，中国工业硅产能达到275万吨/年，但当年中国工业硅产量仅为115万吨，产能冗余160万吨/年，冗余度58%。

按当前规模发展，预期2015年中国工业硅产能和产量将分别达到400万吨/年和142万吨，全球占比77%和52%，冗余产能258

万吨/年，冗余度攀升至66%。

（2）产业集中度低

中国有超过200家工业硅生产厂商，600多座炉子，我们可以直观感性地认识到，我国工业硅生产过于分散，产业集中度低。

目前，我国工业硅行业的集中度系数属于最低级的“分散竞争型”，跟感性认识基本相符，较低的市场集中度带来了硅行业
内部过度竞争，导致了整体行业长期的低利润率。而以2010年产量前8的企业统计，8家企业产量达到30.35万吨，产量占比集中度
达到26.39%，这说明我国工业硅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正逐渐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初步显现，但仍属于“低集中度竞争型”产业。

（3）产品低端、附加值低

虽然近几年我国工业硅冶金级工业硅生产、出口量有所减少，份额从之前的60%左右缩减至50%左右，化工级及高纯硅等

附加值高的产品比例有所上升，但从总体来讲，冶金级工业硅生产、出口仍占据半壁江山，数量上还是具有绝对优势。

就整个硅业来看，硅产业只是个源头产业和基础产业。硅业除包括工业硅产业之外，还包括硅合金、有机硅、多晶硅和单晶
硅等多个产业，是个有复杂产业链的行业。而现有企业过多地将工业硅原材料进行出口，且出口产品附加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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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出口依赖性大、“贫困增长”现象严重

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工业硅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逐步提高，出口数量由2001年的30几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
近70万吨。尽管在2008年国家将工业硅的出口关税提高至10%，但是2008年中国的出口量70万吨仍然占全部总产量
的70%。

虽然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海外市场需求影响很大，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业硅出口量依旧达到40万吨以
上，占总产量的56%左右。2010年中国出口量占全部产量的比例55%，持续保持高位。

尽管中国工业硅出口量巨大，但由于产业集中度低，竞争激烈。工业硅出口价格一直低于国际市场正常价，特别
是对日本出口工业硅，每吨都比日本市场正常价低150-300美元或更多。

（5）设备落后、节能减排形势严峻

虽然目前有大功率炉型相继投产，但8000KVA以下炉型，主体是6300kVA所占市场份额依旧高达40%左右，小功
率炉型、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导致工业硅行业是目前少有的生存比较困难的高消耗、高排放、资源性行业。小
炉子工业硅生产厂商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愿意在节能减排上挖掘潜力，而把更多的精力转向地方政府要取更为廉价的能
源，因此环保措施不到位，污染严重。

（6）技术进步缓慢、管理组织水平有待提高

经过对工业硅行业代表性企业实证研究表明，2007-2010年，中国工业硅行业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11.9%，然而
效率增长的主体得益于规模经济效率，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只有2.7%，管理组织提升的贡献率也只有3.1%。总体而言
中国工业硅产业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还有待加强，技术进步及管理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不显著。而技术进步和
管理对中国这样的产业后发国家而言，应是提升工业硅产业生产力的一项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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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行业准入门槛、鼓励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

针对目前工业硅行业内部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的现状，对于目前现有的企业加强管理，强化企业的技术、管理水
平的同时，应提升新企业准入门槛、加强准入企业的审核力度。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推进企业重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
企业管理水平。对大型企业跨省区联合重组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优先支持，提高行业集中度，实现产业升级。到
2015年年产量在5万吨以上的企业工业硅产量在全国的占比提高到50%。

（2）支持技术进步、鼓励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

在新增中央投资中安排专项资金，以贷款贴息形式支持工业硅产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加大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支
持力度，鼓励、引导企业积极推进节能技术改造。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问责制，通过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实现工艺技术革
新等多管齐下，力争“十二五”末，每吨工业硅产量消耗电力控制在11500千瓦时，烟气回收率达90%。

（3）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转移过剩产能

支持骨干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资源保障能力；简化境外项目审批程序，完善信

贷、外汇、保险、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政策措施；加强境外资产的经营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严格境外资源开发企业准入
条件，对符合准入条件的骨干企业，在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的资本金注入、外汇使用等方面给予支持，利用国外的资源和相对廉价
的能源逐步形成境外工业硅产能。



信息成就事业 信息创造价值

工业硅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政策建议

（4）完善出口管理、限制无序出口

工业硅应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工业硅的无序出口。在控制工业硅出口的同时，加强
出口管理，不妨对工业硅出口实行资质管理和出口招标管理。完善出口税号，防止高质低报现象的蔓延。

（5）规范资源合理配置、提升产品附加值

进一步规范矿权市场，制定矿权人资质条件，提高矿权市场准入标准。明确矿山资源配置的具体要求，

大型矿区要列入国家矿产资源开发规划，优先配置给重点骨干企业，确保矿产资源的合理、集约、高效利用。保
护优质矿石资源，确保有序开采，加大冶炼工艺技术投入，提高矿石利用率和优质工业硅产量，增加单位产品附

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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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炉型企业市场份额快速增加

数据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企业 地区 炉型以及数量 产品定位 预计新增产能

永昌硅业 云南德宏 25000 KVA×8 化学级 10万吨

潘达尔 四川茂县 33000KVA×3 化学级 5万吨

乌江实业 重庆 12500KVA×8 化学级、冶金级 5万吨

重庆瑞恩 重庆 12500KVA×8 化学级、冶金级 5万吨

佳辉硅业 内蒙古 27000KVA×16 化学级 20万吨

恒业诚硅业 内蒙古 33000KVA×6 化学级 8万吨

中航硅业 青海 13500KVA×8 化学级 5万吨

湖北三新硅业 湖北宜昌 33000KVA×16 高纯度化学级 24万吨

合盛硅业 新疆 12500KVA×20 化学级 20万吨

其他企业 云南、四川、新疆 12500KVA×30 化学级、冶金级 26万吨

总计 12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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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硅消费量快速上升

根据硅业分会最新统计：

我国西门子法多晶硅产能已达到79410吨/年，冶金法和硅烷法产能13000吨/

年，合计产能92410吨/年。而全国在建产能还有116450吨/年。预计2012年全国多
晶硅产量将达到10.0万吨，消费工业硅20.5万吨，接近铝合金及有机硅的消费量
。

而有机硅方面，目前我国有机硅总产能160万吨/年，预计2012年产能将进一
步释放，产量继续以15%-20%的速度增长并达到100万吨，消费工业硅25万吨。

预计2012年，铝合金产量也将提高到470万吨左右，消费工业硅23.5万吨。

为此，未来2年我国工业硅消费量增长速度将保持在20%以上，即2011年和
2012年分别达到54.5万吨和64.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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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口量继续保持高位

2010年我国工业硅出口量已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日本，韩国两个最
大市场恢复是我国工业硅出口量快速增加的关键原因。

而今年受日本地震影响，日本汽车行业遭受了一定的打击，铝合金行业也
受到了不小牵连。不过根据最新消息，日本汽车工业最迟将在今年6月份全面恢
复，铝合金需求量最多下降15%左右，因此对于我国工业硅出口来说，日本地震
可能会造成我国今年对日出口量减少5-10%，影响更多停留在心理因素方面。

而欧洲由于工业硅整体供应量吃紧，加上需求不断增加，其进口幅度将会
加大，同时由于欧洲短期内新增产能极为有限，预计未来3年内欧洲工业硅还将
延续供应不足的情况，并因此支撑我国工业硅对欧洲出口量持续保持高位。

硅业分会预计2011年和2012年中国工业硅出口量分别为65万吨和7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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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内工业硅均价继续走高

节能减排及淘汰落后产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小炉子企业的数量并规范了工
业硅市场，使得整个产业竞争更加规范化。尽管我国仍有大量新增产能，但是未
来强劲的市场需求以及大宗商品普遍上扬的格局仍会使工业硅均价上行。另外原
料及电价的上涨也会支撑工业硅整体价格，预计未来2年工业硅均价很有可能继
续攀升，主流553价格将维持在11500-15000元/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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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接决定整个产业的发展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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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工业硅产业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工业硅企
业不仅将面对国内同行的竞争，还将应对国际巨
头企业的挑战。技术进步，节能减排将是我国工
业硅产业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技术是工业硅产业发展的核心

需求是工业硅产业发展的基础

而下游需求的增长将带动工业硅产业规模扩大，
随着一批新项目的陆续上马，我国工业硅产量将
在未来迎接一个快速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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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