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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硅仍处寒冬  “双反”进程任重而道远 

----2013年三季度国内多晶硅市场评述 

本期关注 

 多晶硅价格温和上涨   

 部分多晶硅企业成功复产  多晶硅产量有所增加 

 反倾销初裁后  8月份加工贸易为主要进口方式 

 光伏出口欧洲受阻  企业积极争取配额 

 三季度国内多晶硅供需基本平衡 

 对我国多晶硅行业发展的建议 

 

一、多晶硅价格温和上涨 

2013 年三季度我国多晶硅价格呈温和上涨的态势，7月初我国对美、韩反倾

销初裁出台之前多晶硅现货报价为 10.5-13.5 万元/吨，均价维持在 12.27万元/吨

左右，2013年 7月 18日商务部发布公告对产自美韩的太阳能级多晶硅采取临时

反倾销措施后，多晶硅价格小幅温和上涨至 9月底的 13.4万元/吨，增幅为 9.2%。 

支撑多晶硅价格在三季度小幅上扬的主要原因是：2013年 7 月 18日商务部

发布公告决定自 2013 年 7月 24日起，对来自美国和韩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

采取征收保证金临时反倾销措施，初裁认定，自美国进口多晶硅的倾销幅度为

53.3%至 57%，自韩国进口的倾销幅度为 2.4%至 48.7%。这对于饱受倾销之苦的

国内多晶硅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多晶硅生产企业纷纷试探性调涨报

价，以期将多晶硅价格调整到合理水平。而报价涨幅有限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

初裁结果对于在中国市场份额中占重要地位的一些多晶硅厂商（如韩国 OCI 公

司的反倾销税率仅为 2.4%）的征税力度严重偏弱，同时，作为涉及同一产品的

另一调查对象——欧盟，在初裁公告中“缺席”，因此使得此次反倾销效力大打

折扣，倾销现象难以遏制，以高价长单和低价现货组成的进口多晶硅交易均价仍

处于 20 美元/千克的全球一流多晶硅企业生产成本之下，国内多晶硅企业长期以

低于成本的价格亏损运营，因此价格上调幅度不大。 另一方面，商务部于 9 月

16日公布的多晶硅反补贴调查结果，对包括 Hemlock 与 AE Polysilicon 在内二家

美国业者课征 6.5%的反补贴税率，远小于反倾销税率，并低于业内预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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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晶硅价格上涨并无太大影响。  

 

 

图 1  2012年-2013年 9月国内多晶硅现货报价  单位：万元/吨  来源：硅业分会 

 

二、部分多晶硅企业成功复产  多晶硅产量有所增加 

随着“双反”裁决的推进，部分国内多晶硅企业深受鼓舞而纷纷复产，三季

度新增复产企业有：1、洛阳中硅于 8 月 18 日实现全面复产；2、宜昌南玻多晶

硅厂经历了 11个月的停车检修维护和升级改造后，8月 4日也正式开车；3、陕

西天宏，2012 年年底停产改造，员工培训，于 9 月复产开车。除新增复产企业

外，同时有部分多晶硅企业于三季度增产，因此三季度产量约为 2.1万吨，环比

上季度 1.8万吨增幅为 14.3%，其中江苏中能的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 63%。 

从各企业生产情况看，特变电工 1.2 万吨多晶硅项目实现平稳生产，预计

2013年年底可全面达产。截至目前，1.2 万吨多晶硅单线设备调试已完成，整个

生产线实现平稳生产，已累计生产高品质多晶硅产品 400吨；四川瑞能硅材料二

期年产 5000 吨多晶硅生产项目成功投产后年产能达 1 万吨，技改后能耗从 145

千瓦时/千克降低到 100千瓦时/千克，生产成本从 2012年第三季度 24美元/千克

降低到约 18 美元/千克；昆明冶研于 2013 年 6 月份开工复产，开工率为 50%左

右；亚洲硅业自 2013 年 3 月开始满产。虽然目前国内已有十家左右多晶硅企业

受对美、韩反倾销初裁利好因素鼓舞纷纷复产，但均为亏本生产，只为在这一轮

行业整合中抢占一席之地，因此，目前多晶硅行业仍受国外倾销压制，亟需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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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刺激回暖。 

 

三、反倾销初裁后  8月份加工贸易为主要进口方式 

据最新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 8 月份我国多晶硅进口量为 5330吨，环

比减少 22.5%，在经历 7 月份突击进口之后，8 月份进口量回归到 5-6 月份的倾

销程度；同时，8 月份我国多晶硅进口均价小幅下滑至 18.75元/千克，环比下降

6.2%，同比下滑 22.6%。8 月份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多晶硅为 1157 吨，占比仅为

21.7%，加工贸易等方式进口 4173吨，占比飚升到 78.3%！  

硅业分会认为，8月份进口量下滑并不表示国外倾销减弱，只是相对 7月份

突击进口程度有所缓和，但与未出台初裁的 6月份相比，倾销仍然明显，而且自

7 月 24 日起对美韩多晶硅进口采取征税措施后，加工贸易成为自美韩进口的主

要方式。而欧盟在此次反倾销初裁名单中缺席，致使 8月份从德国进口多晶硅量

占到了总进口量的近 40%，显然令这一裁决的效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8月份

多晶硅进口均价环比跌幅为 6.2%，自美、韩、德月进口单价均小幅下滑，其中

自德国进口月均价跌幅最大，为 9.4%，这同样与此次反倾销初裁并未将欧盟包

括在内有关。此外对美韩多晶硅反倾销裁决前后，加工贸易方式进口比例从

50-60%飚升到 78.3%，可以确定以加工贸易方式规避多晶硅“双反”措施的行为

已经从裁决前的试水到扩大实施，未来对韩国和欧盟多晶硅反倾销裁决后，以加

工贸易方式进口比例极有可能会高达 100%。进口多晶硅价格长期低于全球一类

多晶硅企业生产成本，已使得全球多晶硅企业无一例外地陷入亏损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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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2012年-2013年 8月多晶硅进口量及进口均价示意图     数据来源：海关 

据 8 月份分国别进口数据显示，自韩国、美国、德国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

89.1%，其中从韩国进口量为 1541 吨，占总进口量的 28.9%；从美国进口量为

1127吨，占总进口量的 21.1%；从德国进口量为 2079吨，占总进口量的 39.0%；

其他地区进口量为 582吨，仅占总量的 10.9%。2013年 1-8月份累计从韩国、美

国、德国进口量为44628吨，占累计进口总量的86.9%，其中从韩国累计进口12820

吨，从德国累计进口 16616吨，从美国累计进口 15191吨。8月份进口数据显示，

自美国、韩国和德国进口多晶硅量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自韩国进口量降幅最

大，为 29%，降幅最大尚且刚刚回归到 2013 年前八个月进口量平均值，由此可

见 7月份出台的反倾销初裁对韩国征税力度确实严重偏弱，导致 7月自韩国进口

多晶硅量突增，8 月又回归以往倾销水平。 

从 2013 年 8 月份三大多晶硅出口国出口单价来看：韩国 18.21 美元/千克、

美国 13.65 美元/千克、德国 20.74 美元/千克。2013 年 1-8 月多晶硅进口均价为

18.64 美元/千克，其中 1-8 月从韩国进口均价为 19.18 美元/千克，1-8 月从德国

进口均价为 21.81 美元/千克，1-8月从美国进口均价为 13.50美元/千克。从价格

走势看，2013年 8 月份从韩国、美国和德国进口多晶硅均价都有不同程度下滑，

其中德国降幅最大，这与此次“双反”并未对欧盟做出裁决有很大关联，因此来

自德国的倾销有所加强。 

 

 

 图 3  2013年 8月各国进口量占比         数据来源：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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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贸易方式来分，2013年 8月份我国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多晶硅为 1157吨，

占比仅为 21.7%，加工贸易等方式进口 4173 吨，占比高达 78.3%，其中进料加

工贸易方式仍占全部方式的 39.3%，比例相对 7月份的 30.6%大幅增加。分国别

具体看来：自韩国按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多晶硅 925吨，占 8月份自韩国进口总量

的 60%；自德国按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多晶硅 1714 吨，占 8 月份自德国进口总量

的 82%；自美国按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多晶硅 1028 吨，占 8 月份自美国进口总量

高达 91.3%  可见，多晶硅进口量久久难以下降到较低水平的原因，主要是按加

工贸易方式进口占比维持高位，这同时也成为规避“双反”征税的最大途径。 

 

图 4   2013年 8月进口多晶硅各贸易方式占比       数据来源：海关 

 

图 5   2012年-2013年 8月从韩、美、德进口多晶硅单价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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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伏出口欧洲受阻  企业积极争取配额 

8月 6日，备受关注的中欧光伏贸易争端的“价格承诺”协议已正式实施，且

将持续至 2015年。在 95家中国光伏企业与欧盟委员会签署的最终价格承诺中，

设定的价格底线为0.56欧元/瓦，同时中国输欧光伏产品每年总量不得超过7GW。 

由于现在部分客户并不愿意接受 0.56 欧元/瓦的最低价，一些原本计划的光

伏电站项目也中途取消。因此，目前出口欧洲的光伏产品数量大幅下降，跌幅惨

重。部分企业考虑在欧洲当地进行组件加工，以减少一部分运费，同时可以避开

0.56 欧元/瓦的最低限价，但盈利就会相应下降。另一部分企业或许会采取价格

策略，即报关还是 0.56 欧元，实际成交价格，却比最低限价低，或者收购一家

欧洲或靠近欧洲的低成本组件厂，以获得更大的成本竞争力。 

中国光伏市场对国外市场依存度过高，而国内光伏市场尚未大规模启动。随

着欧洲市场光伏出口的销量大幅下降， 各光伏企业都在积极的寻求对策，同时

也在积极的争取输欧配额。 继第一轮输欧光伏配额分配完毕之后，第二轮分配

方案将于近期出炉，而剩下 10%的配额分配仍在激烈讨论中。因为其中有的做组

件、硅片出口，有的则在欧洲建设电站或者作为电站的投资方，各大光伏集团中

的任何一家分、子企业如果没有出口配额的话，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旗下业

务无法真正运转。 

中国光伏产业现今产能过剩，欧洲市场订单频繁下降给中国光伏产业敲响了

警钟。在对外出口市场萎缩且上升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光伏产业应该积极寻求策

略，迎接挑战，一方面是要想办法增加出口，另一方面是要尽快开拓国内市场。 

 

五、三季度国内多晶硅供需基本平衡 

2013年三季度国内多晶硅产量为 2.1万吨，估计进口多晶硅量约为 1.8万吨，

总供应量为 3.9 万吨，而三季度晶硅电池片产量约为 6.5GW，消耗多晶硅约 3.9

万吨，因此三季度多晶硅供需基本平衡。预期受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双反”影

响，欧洲市场需求量将有所减缓，而中国市场及亚太市场的需求将呈现增长态势，

需求将从欧洲市场逐步转移，但是欧洲以外的光伏市场的建立需要时间的积累，

因此对于国内光伏企业来说，四季度光伏市场需求增长幅度不大。 

 

 

http://www.solarbe.com/invest
http://www.solarbe.com/
http://www.solarbe.com/
http://news.solarbe.com/search.php?kw=%E5%85%89%E4%BC%8F%E4%BA%A7%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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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3年国内多晶硅光伏产业供需现状及预测（单位：万吨、GW） 

 多晶硅 晶硅电池 

 产量 进口 供应量 需求量  产量 安装量 出口 增库存 

2013Q1 1 2.1 3.1 3.1 5 1.2 3.8 0 

2013Q2 1.8 1.8 3.6 3.6 6 2.8 3.6 -0.4 

2013Q3 2.1 1.8 3.9 3.9 6.5 3.1 3.5 -0.1 

2013Q4 2.4 1.5 3.9 3.9 6.5 3.3 3.3 -0.1 

数据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六、对多晶硅行业发展的建议 

第一，此次对美国及韩国多晶硅反倾销初裁，虽然显示了国家维护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多晶硅产业的决心，但是初裁力度远远不够，后续跟进“双反”终裁仍

任重而道远。 

第二，要明确多晶硅行业的国际战略地位，国内成本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因此不能盲从国外多晶硅生产技术，同时国家应当支持建立为解决行业共性技

术、关键工艺和装备升级的研究平台。 

第三，各大企业之间要加强合作，相互帮助，在多晶硅生产技术成本下降探

索过程中共同努力，为未来多晶硅发展打好基础。 

第四，国内标准要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这有利于多晶硅行业长期稳定的发

展。 

第五，有意进入多晶硅行业的企业需要谨慎考虑，全面调研，不能盲目投资。 

第六，各企业及相关行业需抱团取暖，上下游一定要同心协力，凝聚一切可

以凝聚的力量，建立紧密长远的合作关系，为行业未来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马海天 刘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