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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展望 2023 年，从宏观方面来看，美联储利率上升

空间有限，预计后续加息节奏将有所放缓。同时国内稳

经济为主的政策持续推进，整体宏观层面偏暖。

供应端而言，随着大部分地区疫情防控政策的放

开，运输导致的原料紧张有望得到大幅缓解，工业硅厂

陆续复产，但增产需要一定时间，预计年底至一季度产

量增产有限。在新疆和内蒙等地区工业硅新增产能持续

扩张的背景之下，我们预计 2023 年工业硅供应将会持

续增加，将出现一定过剩情况，产量或于 2023 年达到

阶段性高位，随后增速逐步放缓。

成本利润端而言，西南地区 11 月至明年 4 月枯水

季的来临，云南和四川的电价上调，叠加今年限电政策

频发，电力价格也趋于市场化，电价有可能继续上升，

带动工业硅生产成本中枢上行，对硅价存在一定支撑。

利润方面，2022 年整体工业硅利润水平相对较好，不过

电价带来的成本攀升和工业硅价格震荡走弱的影响使

得生产利润遭到吞噬。

需求端而言，多晶硅企业在高利润下保持开工高

位，有望在 2023 年仍对工业硅需求保持较高增速；有

机硅目前产能相对过剩，终端消费增长需求并不能与产

能增长匹配，对工业硅需求较弱；铝合金新增订单减少，

预计铝合金企业对于工业硅需求仍持续以刚需采购为

主；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明年工业硅出口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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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回落。

综上，我们预计 2023 年工业硅供应与需求呈现双

增长趋势，价格或延续宽幅震荡格局，价格上限取决于

有机硅和多晶硅需求拉动情况，下限取决于电力上升带

来 的 工 业 硅 生 产 成 本 支 撑 ， 价 格 参 考 区 间 为

16000-24000 元/吨。

 风险提示

原材料成本回落；下游新增产能的投产情况；终端消

费持续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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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硅价综述：探底回升，宽幅震荡

2022 年工业硅价格震荡反复，走势总体分为四个阶段：一季度快速上涨——二季度快速下

跌——三季度迅速反弹——四季度偏弱震荡。截至 2022 年 12 月 1 日，工业硅现货价格全年运

行区间 15200-22150 元/吨，波动幅度 47.72%。

分阶段来看：（1）一季度快速上涨。1-3 月份工业硅价格呈现快速上涨的态势，该阶段处

于国内外经济过热时期，俄乌冲突矛盾升级使得工业硅原料成本大幅抬升，推动成本中枢上移。

同时在 2月中旬春节过后，有机硅新增产能投产，下游需求强劲，带动工业硅价格快速上行。

根据 SMM 数据显示，华东地区#5530 工业硅平均价格从 19550 元/吨上涨至 22550 元/吨，华东

地区#4210 工业硅平均价格从 21700 元/吨上涨至 24500 元/吨，涨幅近 13%。涨势直至 3月中旬

国内疫情反复爆发被打破。（2）二季度快速下跌。3月下旬-6 月中旬工业硅价格呈现快速下跌

的态势，该阶段国内多地疫情爆发，终端消费需求骤减，国外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在海外强加

息背景下，美元持续升值人民币持续贬值，出口量放缓。同时 5月份西南地区逐步进入丰水期，

西北、西南地区企业开炉增加，基本形成强供给弱需求的格局，成本端对硅价的支撑减弱形成

共振使得价格快速下跌，华东地区 #5530 价格最低至 16400 元/吨，#4210 价格 18350 元/吨，

少部分产区价格跌至成本线。（3）三季度迅速反弹。6月份随着上海疫情影响减弱，宣布全面

复工复产，终端需求有所改善，市场交投情绪缓和，叠加海外有机硅厂采购订单增加，硅价迅

速反弹至前期高位，此外，由于西南地区丰水期电价下调对成本端产生一定扰动，价格冲高阶

段经历了短暂的回调。8月 21日，已经进行全省限电的四川省启动了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一

级应急响应，宣布所有工业电力用户实施生产全停，对当地工业硅生产造成巨大影响，同时新

疆受运输受阻影响，当地硅厂原料及产品运输出现困难，使得工业硅价格延续反弹。（4）四季

度偏弱震荡。该阶段先是四川地区工业硅产家生产恢复及期货上市预期影响，价格回落，同时

有机硅和多晶硅成本利润下降，终端消费需求疲软，价格整体震荡运行。11 月、12 月四川、云

南等地进入枯水期，叠加新疆疫情爆发对生产及运输造成的负面影响，供过于求的格局阶段性

缓解，不过下游有机硅需求受地产拖累明显，对工业硅价格的上涨有较强抑制作用。预计工业

硅目前仍会维持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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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工业硅基准交割品现货参考价格（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表 2工业硅其他牌号现货参考价格（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二、2023 年工业硅价格展望与核心逻辑

从宏观方面来看，今年下半年开始，基本形成国外经济衰退美联储暴力加息打压通胀和国

内稳经济为主的格局。目前美联储加息使得利率达到一定高度，上升空间有限，对大宗商品产

生的价格压制影响减弱，预计明年加息节奏将有所放缓。同时，国内经济工作的要求依旧是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并且陆续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适度发力。在工业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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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面，我国作为工业硅全球最大生产国，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国家战略目标下，

政策主要围绕积极推动晶硅光伏产业发展，工业硅产业链上下游高质量协同，产业结构化升级

等方面持续推进。随着明年政策逐步落地，对工业硅的需求有望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预计

2023 年工业硅供应与需求呈现双增长趋势，价格或延续宽幅震荡格局，价格上限取决于有机硅

和多晶硅需求拉动情况，下限取决于电力上升带来的工业硅生产成本支撑，价格参考区间为

16000-24000 元/吨。

供应端而言，由于今年 11 月开始西南地区逐步进入枯水期，限电限产的政策使得工业硅产

量有小幅下降，成本不断攀升也一定程度上打压产商生产积极性，但鉴于当前行业利润空间尚

可，因此减产幅度较小，预计西南地区至明年 4 月枯水期结束前，产量不会产生大幅波动。此

外，新疆地区生产情况受到疫情扰动明显，随着部分地区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开，运输导致的原

料紧张有望得到大幅缓解，工业硅厂陆续复产，但增产需要时间，预计年底至一季度产量增产

有限，因此明年上半年，工业硅供需矛盾并不突出。2023 年全年来看，在新疆和内蒙等地区工

业硅新增产能持续扩张的背景之下，我们预计工业硅供应将会持续增加，将出现一定过剩情况，

产量也会于 2023 年达到阶段性高位，随后增速逐步放缓。

成本利润端而言，因为各地电价均有上调，再加上目前趋严的环保政策，需要投入更多的

环保设施，使得生产成本进一步增加，工业硅生产成本较前几年有较大幅度增长。随着 11 月至

明年 4月枯水季的来临，云南和四川的电价都会上调，叠加今年限电政策频发，电力价格也趋

于市场化，电价有可能继续上升，带动工业硅生产成本中枢上行，对硅价存在一定支撑。利润

方面，2022 年整体工业硅利润水平相对较好，枯水期行业平均毛利也能维持在 2000 元/吨以上。

近期工业硅生产毛利持续下跌至 2331.72 元/吨，利润受挤压主要来自电价带来的成本攀升和工

业硅价格震荡走弱的影响。后续随着工业硅行业成本继续上移，工业硅企业利润也会进一步遭

到吞噬。

需求端而言，工业硅消费结构来看，有机硅占比 28.7%，铝合金占比 20.7%，多晶硅占比

19.9%，出口占比 24.9%。今年第四季度需求表现总体疲软并且有所分化：具体表现为多晶硅需

求强、有机硅需求弱、铝合金需求稳的格局。多晶硅方面，企业在高利润下保持开工高位，平

均开工率保持在 85%以上，同时年底四川、内蒙等地新建项目投产带来新增量，有望在明年仍

对工业硅需求保持较高增速，且随着光伏装机快速增长，明年多晶硅或成为工业硅最大的消费

领域。有机硅方面，目前产能相对过剩，尽管明年还有 155 万吨单体投产，但终端消费增长并

不能与产能增长匹配，对工业硅需求较弱。铝合金方面，铝合金厂新增订单减少，铝价上行而

产品价格回落，导致厂商开工下降，预计明年铝合金对于工业硅需求仍持续以刚需采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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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方面，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欧洲陷入衰退风险概率较大，美国经济也有硬着陆风险，

外需的走弱仍将持续拉低出口需求，预计明年工业硅出口会继续回落，全年出口量在 65 万吨，

减少 3万吨左右。

库存端而言，目前库存水平处于绝对高位。后续随着工业硅产销量皆创历史新高，工业硅

高库存或将成为常态。今年下半年终端需求较为低迷叠加海外经济下滑背景下，工业硅产量预

计有较多剩余，供需差预计为 31 万吨；2023 年预计工业硅仍将维持小幅过剩的局面，但有所

收敛，供需差预计为 17万吨。

三、基本面分析
（一）供应端

从全球工业硅供应情况来看，2021年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硅生产国，全年产能 499万

吨，全球产能占比 75%以上；全球工业硅总产量 412 万吨；我国产量达到 321 万吨，占比 77.93%。

除我国外，巴西、北美及北欧挪威产量占比较大， 海外生产企业相对较少。随着有机硅

下游的不断渗透和多晶硅带动的半导体、光伏产业的高速发展，2022 年中国工业硅产量预计将

突破历史高位，达到 340 万吨左右，与 2021 年 270 万吨相比增加约 70万吨。

从不同省份工业硅供应情况来看，依托于丰富的煤电、水电资源，新疆地区成为我国工业

硅第一大产区，产能占全国总量的 44%。云南、四川两省占比分别为第二、三位，两个省份的

产能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18%和 17%，福建占全国总产量的 4%，排名第四，剩余产量零散分布

在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区。

图表 3全球工业硅产能分布（单位：%） 图表 4中国工业硅产能分布（单位：%）

数据来源：SMM、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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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2年工业硅生产情况来看，截至 2022年 11月 30日，我国工业硅产能达到 628.6万吨，

其中企业有效产能达到 593.3万吨，工业硅总炉数 702 台，开工率整体维持在 55%以上的水平。

目前来看，工业硅供应短期趋紧，预计 2023年供应量整体增加。近期随着四川、云南等主产区

枯水期临近，一方面是电力价格不断上调给工业硅成本端带来生产压力，12月份川滇将继续上

调电价，届时会有部分硅厂加入停产队伍。另一方面四川和云南部分地区限电政策大概率会有

所延续，有电力专家预计 12月至明年 1月份此类地区限电比例可达 30%-40%，结果仍有待后

续观察。在其他生产原料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预计明年一季度工业硅供应量会由第四

季度的偏宽松转为偏紧，或使得硅价达到相对高位，具体价格上升空间取决于主产区限电限产

政策、川滇地区电力上调幅度以及疫情放开后新疆的复产力度。

展望 2023年，在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工业硅产能和产量也会继续增加。根据百川

盈孚数据显示，2023 年工业硅仍有大规模的产能扩产计划，加上 2022年投产但未能释放产量

的部分，合计约有近 200 万吨产能释放，但多数实际投产预计会在下半年，上半年增产主要由

2022 年未释放产能贡献。结合现有产能及新增产能预期，预计 2023年全年总产量将会超过 400

万吨，其中下半年产量增加较多。工业硅的扩建、新建项目多与多晶硅、有机硅等下游产业链

相互一体延伸有关，由于光伏产业属于新能源支持行业，或可豁免能耗双控，过往产能控制总

量难以贯彻执行的不确定性较高。因此，有专家预测到近两三年国内工业硅产能、产量整体延

续增长态势，产能、产量峰值预计在 2023 年至 2024 年期间，随后增速放缓。

图表 5 2022 年中国工业硅产能产量情况（单位：吨）

日期 产能 企业有效产能 产量 开工率（%） 企业数

2022 年 1 月 5281000 5227000 241800 54.94% 255

2022 年 2 月 5338600 5284600 244200 54.89% 255

2022 年 3 月 5435000 5368000 259250 57.24% 255

2022 年 4 月 5435000 5368000 261100 57.65% 255

2022 年 5 月 5462000 5368000 265950 58.43% 255

2022 年 6 月 5494000 5427000 275150 60.10% 255

2022 年 7 月 5494000 5377000 291100 63.58% 255

2022 年 8 月 5911000 5644000 272380 55.30% 255

2022 年 9 月 6029000 5762000 289050 57.53% 255

2022 年 10 月 6230000 5893000 300150 57.81% 255

2022 年 11 月 6286000 5933000 289950 55.35% 255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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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2017-2022年我国工业硅产能、产量变化情况（单位：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表 7 2022年我国工业硅月度产量（单位：吨） 图表 8 工业硅开工率（单位：%）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表 9 2023年工业硅企业投产情况统计（单位：吨）

投产时间 省份 企业名称 最新产能 预计当年净增产能

2022 年 9 月 新疆 合盛硅业(部善)有限公司 600000 200000

2022 年 11 月 内蒙 内蒙古鑫元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150000

2022 年 11 月 新疆 广开元硅业 / 100000

2022 年 11 月 新疆 品和源新材料 60000 30000

2023 年 1 月 四川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32500

2023 年 5 月 云南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400000

2023 年 6 月 云南 龙陵永隆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99000 100000

2023 年 6 月 云南 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99000 200000

2023 年 6 月 宁夏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 100000

2023 年 9 月 云南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100000

2023 年 12 月 贵州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220000

数据来源：SMM、公开资料整理、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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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利润端

成本方面来看，我国生产工业硅主要采用碳热法的生产工艺路线，普遍采用的是以硅石为

原料，石油焦、木炭、木片、低灰煤等为还原剂，在矿热电炉中高温熔炼，从硅石中还原出工

业硅。生产 1吨工业硅约需 2.7-3 吨硅石、2吨碳质还原剂(含木炭、石油焦、低灰分烟煤等)、

0.1-0.13 吨电极、消耗约 1.1-1.4 万度电。工业硅的生产成本构成中，不同产区生产成本组成

不同，电力等能源消耗占比约 30-40%，硅石、洗精煤、木片、电极等原料消耗占比约 40-60%。

近期工业硅成本不断攀升，行业利润受到挤压。整体来看，工业硅生产成本较前几年有较

大幅度增长，主因在于与前几年同期相比，各地电价均有上调，再加上目前趋严的环保政策，

需要投入更多的环保设施，使得生产成本进一步增加，对于硅石、电极、硅煤等原料而言，虽

然价格波动不大，但整体也都稳中有升。随着 11 月至明年 4月枯水季的来临，云南和四川的电

价都会上调，进入 11 月之后，四川地区电价已经上涨 0.1 元，云南地区电价上涨 0.15 元，就

过去三年来看，四川进入枯水期平均电价上浮区间为 0.04 元/度至 0.16 元/度，云南进入枯水

期平均电价上浮区间为 0.08 元/度至 0.14 元/度。但今年限电政策频发，电力价格也趋于市场

化，电价有可能继续上升，带动工业硅生产成本中枢上行，对硅价存在一定支撑。

利润端方面来看，2022 年整体工业硅利润水平相对较好，枯水期行业平均毛利也能维持在

2000 元/吨以上。但由于环保投入增加，原料价格及运输成本上涨，实际利润增加幅度较小。

近期工业硅生产毛利持续下跌至 2331.72 元/吨，利润受挤压主要来自电价带来的成本攀升和工

业硅价格震荡走弱的影响。后续随着工业硅行业成本继续上移，工业硅企业利润也会进一步遭

到吞噬。

图表 10 金属硅用电价(单位：元/千瓦·时) 图表 11 硅石价格（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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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电极价格（单位：元/吨） 图表 13 硅石价格（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表 14 工业硅生产成本变化（单位：元/吨） 图表 15 工业硅生产毛利（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三）需求端

1.多晶硅开工维持高位

需求方面来看，短期内游需求表现总体疲软并且有所分化：具体表现为多晶硅需求强、有

机硅需求弱、铝合金需求稳的格局。多晶硅方面，复投料主流价格 300-304 元/千克，致密料在

286-301 元/千克，菜花料在 276-287 元/千克，短期内价格持稳上行。光伏产业链而言，单晶

硅片价格震荡下跌，终端需求有转弱迹象，各级产品价格稳中偏弱运行，市场对于硅料供给过

剩局面及质变性价格拐点具有颇多关注。目前国内多晶硅企业新投产能处于爬坡阶段，多晶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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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继续投放，近期龙头企业订单陆续落地，对工业硅需求稳中有升，并且多晶硅生产利润长

期维持高位，多晶硅企业在高利润下保平均开工率保持在 85%以上，预计明年随着光伏等产业

持续发力，多晶硅对工业硅的需求或将维持较高增速。

图表 16 多晶硅料现货价格（单位：元/吨） 图表 17 硅片价格（单位：美元/吨；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表 18 多晶硅生产成本变化（单位：元/吨） 图表 19 多晶硅生产毛利（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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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多晶硅月度产量及变化（单位：吨） 图表 21 多晶硅开工率（单位：%）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2.有机硅需求表现较弱

有机硅方面对工业硅的需求表现较弱。有机硅的终端消费领域主要有建筑、电子电器、电

力新能源、纺织、医疗与个人护理等领域。其中，建筑作为有机硅传统消费最大领域之一，主

要使用有机硅于建筑幕墙结构胶，密封胶及玻璃胶。尽管今年政府出台多项房地产纾困政策，

并于 11 月提出地产“十六条”进一步刺激市场情绪，地产需求预期提振。但从数据来看，2022

年房地产新开工及竣工面积均有减少，幕墙结构胶使用量有所下滑，政策的利好并未传导至终

端消费上。此外，电子电器领域，2022 年耐用消费品受地产疲软、出口回落等因素影响整体订

单表现较为一般，其他纺织、医疗个人护理等领域今年则保持稳定增长。随着有机硅需求走弱

以及建筑、地产行业的拖累，有机硅价格接连下跌，当前有机硅行业多数处于亏损状态，有机

硅平均生产毛利下跌至-1025 元/吨，11 月 DMC 月度产量 13.1 万吨，仍环比下降 2.16%，开工

率下降至 59.46%，部分企业由于企业效益不及预期以及生产压力双向影响下计划春节前维持停

产，短期内预计有机硅需求不会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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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DMC现货价格（单位：元/吨） 图表 23 有机硅产成品价格（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表 24 DMC生产成本变化（单位：元/吨） 图表 25 DMC生产毛利（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表 26 DMC月度产量及变化（单位：吨） 图表 27 DMC开工率（单位：%）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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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铝合金多以刚需采购为主

铝合金方面对工业硅消费相对保持稳定，传统汽车消费铝合金量较多，增长空间有限，但

新能源汽车产量迅速增长，能够弥补传统汽车缺口，其他领域增长相对有限，未来铝合金领域

消费工业硅或主要依赖于新能源汽车产销情况。根据 Ifind 数据显示，2022 年 10 月，中国铝

合金月度产量 108.6 万吨，汽车产量 255.9 万吨辆，同比均有增长。从目前来看，虽然下游铝

合金价格整体有所上涨，产量亦小幅增加，但因终端需求较弱，生产企业基本以刚需采购工业

硅为主，市场实际成交仍处于低位，对工业硅需求支撑有限。2022 年全年铝合金预计消费工业

硅 48 万吨，2023 年预计消费工业硅 53 万吨。

图表 28 再生铝合金现货价格（单位：元/吨） 图表 29 硅铝合金价格（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表 30中国铝合金月度产量（单位：万吨） 图表 31中国铝材月度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If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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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单位：辆） 图表 33 汽车月度产量（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If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4.出口数量有所回落

我国工业硅出口为主、进口较少，近两年海外消费占我国工业硅消费总量的比例约在 30%，

由于国内有机硅、多晶硅需求的快速增长，出口比例逐年减少。从贸易结构来看，2021 年我国

工业硅出口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泰国，并且长期保持稳定。从大洲来分，亚洲

国家占我国工业硅出口量的 60%左右,其中日本、韩国占 35%-40%,其余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及中东

国家。其次为欧洲,德国、荷兰、英国、挪威等消费需求居前的国家。第三大消费洲是美洲，以

墨西哥为主。

从历史数据来看，近几年中国工业硅出口呈递减趋势。今年整体来看，受制于海外经济衰

退和需求下滑，今年工业硅出口数量整体有所回落。根据百川盈孚数据显示，2022 年 10 月工

业硅出口约 3.86 万吨，同比减少 24.54%，今年 1-9 月份数据同样表现不佳，预计第四季度出

口量会有进一步下滑得可能，出口情况短时间难以改善。随着明年海外经济正式步入衰退周期，

对工业硅需求或持续减少，估计 2023 年工业硅全年出口量在 60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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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4 2021年工业硅出口占比（单位：%） 图表 35 2022年各月出口情况（单位：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广期所，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表 36工业硅 2017年-2022年出口情况（单位：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四）库存情况

库存水平目前处于绝对高位。随着工业硅期货上市临近和行业关注度提升，越来越多的贸

易商参与硅产业市场，使得国内社会库存累积较多，当前行业库存位于近五年来最高位。根据

百川盈孚数据显示，最新一期三大港（黄埔港、昆明港、天津港）港口库存达到 11.3 万吨，工

厂库存达到 9.8 万吨，行业库存高达 20.9 万吨，整体库存仍处于绝对高位。展望 2023 年第一

季度，枯水期成本上升西南地区会有一定减产，西北地区由于交通受阻，预计新增产能提产有

限，因此供应端会有减少，消费端受多晶硅增产的带动，预计工业硅整体库存会小幅下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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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后，随着西北地区新增产能投产，西南地区丰水期电力供应增加，产量将会增加，后续

随着工业硅产销量皆创历史新高，工业硅高库存或将成为常态。

图表 37工业硅三大港口库存（单位：吨）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表 38 工厂库存（单位：吨） 图表 39 行业库存（单位：吨）

数据来源：If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五）供需平衡表

从近几年的工业硅供需平衡来看，虽然维持供需双增的趋势，但是在下游多晶硅和有机硅

出口的强劲带动下，供应基本上略小于需求，库存也始终保持在较低的位置。从 2021 年开始，

工业硅开始有少量剩余，库存亦逐步增加，2021 年供需差为 5.8 万吨；今年下半年终端需求较

为低迷叠加海外经济下滑背景下，工业硅产量预计有较多剩余，供需差预计为 31 万吨；2023

年预计整体仍会有剩余，但有所收敛，供需差预计为 1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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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 工业硅年度供需平衡及预测（单位：万吨）

项目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供

应

国内产能 385 450 460 480 500 482 500 500 580 700

国内产量 170 190 210 220 240 220 210 270 340 400

需

求

有机硅 44 48 55 60 65 67 70 76.9 92 100

多晶硅 17 22 25 31 34 42 48 58.8 93 155

铝合金 31 34 40 44 50 46 43 44.1 48 53

其他品类 6 6 6 7 7 7 6 6.6 8 10

出口 87.1 78 68.2 82.7 81.5 69.5 60 77.8 68 65

平衡 -15.1 2 15.8 -4.7 2.5 -11.5 -17 5.8 31 17

数据来源：百川盈孚、兴证期货研发部



年度报告

分析师承诺
本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

的研究观点。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公开资料，分析逻辑基于本人的职业理解，通过
合理判断的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本人不曾
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接收到任何形式的报酬。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

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
考。兴证期货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
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
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日的独立判断。

客户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
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
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
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
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的观点可能与资管团队的观点不同或对立，对于基于本报告全面或部分做出
的交易、结果，不论盈利或亏损，兴证期货研究发展部不承担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兴证期货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兴证期货研究发展部，且不得对
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