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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硅研究分析框架经验交流（凯丰投资研究员王建）

凯丰投资研究员王建主题演讲为《工业硅研究分析框架经验交流》。

研究商品期货而言，一般以价格、价差、成本、利润、供应和库存这几个角度来

进行展开。经过对工业硅价格走势进行复盘总结可得:长期看成本曲线，中期看需求景

气，短期看供给扰动。

从价格复盘来看，工业硅价格的中长期贴近生产成本线运行（云南及四川电力价

格及产量的季节性带来价格显著的季节性规律)，中期趋势性行情与供需结构的松紧程

度基本一致、短期急涨巨幅行情一般来自于供给端扰动。（尤其是电力因素，特别是超

预期的突发限产)

中长期贴近生产成本线运行:由于工业硅生产企业多为民营企业且较为分散，开停

工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因此工业硅生产利润是供应端的短期核心影响因素，企业

会根据有无生产利润来决定是否接单和开工；随着“工业硅+多晶硅/有机硅”一体化

产能的占比增加，一体化企业倾向于考虑通盘利润，相应成本支撑思路可能逐步发生

改变。

中期趋势性行情与供需结构的松紧程度基本一致：复盘近 15 年来，出口、铝合金、

有机珪、多晶硅等先后成为工业硅的主力需求动。其景气预期的变化决定工业硅价格

的中期走势。

短期急涨巨幅行情一般来自于供给端扰动：2017 年中，供给侧改革环保督察组巡

视。新疆与四川于 7 月开始限产，同期石墨电极等原料亦大幅涨价；2019 年下半年，

新疆因矿石供应紧张，导致无法开足负荷工业硅价格亦提振上行；2021 年下半年能耗

双控《煤炭涨价/工业硅限产)；2022 年 7-8 月四川地区高温叠加来水不足，四川当地

多数硅厂停炉 11 天。

最后，展望工业硅后续行情，一方面需要重视工业硅及多晶硅方面的新增产能释

放，另一方面需要重视有机硅的边际复苏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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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硅产业供需格局（正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供应链

策略经理杨小婷）

正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供应链策略经理杨小婷主题演讲为《工业硅产业供需格局》。

首先介绍了硅的物理性质、生产工艺流程、工业硅的分类以及工业硅产业链的概

况。其次阐述全球供应格局，2022 年全球硅产能为 760 万吨,其中 622 万吨产能集中在

中国，占比 82%，其他 138 万吨主要分布在巴西、挪威、美国、法国等国家。全球工业

硅供应主要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和北美洲,占比分别为 79%，10%，7%，4%，细化到

我国，2022 年我国工业硅产能达到 571 万吨,产量 350 万吨，同比增长 59 万吨增幅

20%。97 硅、再生硅补充供应,2022 年产量分别达到 24 和 15 万吨。2023 年工业硅新增

产能超过 100 万吨，主要为头部扩产及一体化项目。预计全年工业硅产量达到 390 万

吨，同增 11%。

从产能来看，2022 年我国工业硅产能排名前十企业如下图，前十占比全国 33%，

其中，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吉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

公司排名前三，产能分别为 130 万吨、24 万吨，10 万吨。

排名 企业名称 产能

1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130

2 昌吉吉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4

3 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4 鑫河 10

5 新疆晶鑫硅业有限公司 10

6 晶和源 8

7 三星 6.5

8 蓝星 6.5

9 新疆中硅科技有限公司 6.4

10 镇康汇华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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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角度来看，下游主要有机硅企业 13 家，多晶硅企业共 17 家，铝硅合金企

业共 12 家，具体如下图。

下游分类 企业名称 年产能 企业名称 年产能

有机硅 13 家

合盛硅业 180 山东东岳 60

蓝星星火 50 浙江新安 49

陶氏化学 45 湖北兴发 36

内蒙古恒业成 24 唐山三友 20

云能投 20 内蒙古恒星 20

山东金岭 15 浙江中天 12

多晶硅 17 家

通威 25 保利协鑫 26

新特能源 20 大全 21

东方希望 16 亚州硅业 9

硅铝合金 12 家

立中隆达 94 鸿劲集团 68

新格集团 57 云铝股份 54

顺博 53 帅翼驰 49

万泰 40 内蒙古超今 36

从贸易角度来看，我国前三工业硅主要贸易企业为厦门国贸有色矿产有限公司、

重庆路航铝业有限公司、大连道氏硅业有限公司，贸易量分别是 8 万吨、8 万吨、7万

吨，全国贸易量占比分别是 7%、7%、6%。

企业名称 贸易量（万吨） 全国贸易量占比

厦门国贸有色矿产有限公司 8.0 7%

重庆路航铝业有限公司 8.0 7%

大连道氏硅业有限公司 7.0 6%

北京恒硅缘新材料有限公司 6.0 6%

佛山市星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5.1 5%

无锡市全众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3.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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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藏瑞金属制品贸易有限公司 3.0 3%

浙江中诚硅材料有限公司 3.0 3%

西安顺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4 2%

无锡市亿金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2.0 2%

3、2023 年多晶硅供需情况及展望（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硅业分会副秘书长马海天）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副秘书长马海天主题演讲为《2023 年多晶硅市场

供需情况及展望》。

多晶硅行业具有投产时间长，产能弹性小、安全生产风险大等特点，整体呈现出

周期性成长（产业政策、技术迭代、供需错配）。产业政策：过去十年晶硅光伏产业发

展依靠产业政策推动，而产业政策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市场需求（如 2012 年、2018 年

等关键时间节点）。技术迭代：从热氢化到冷氢化，从多晶料到单晶料。每一次的技术

迭代代表着成本进一步下降，有新产能进入市场，也代表一部分产能退出市场。供需

错配：既来自于多晶硅环节更高的技术壁垒，也源自于多晶硅自身的重资产、产能建

设周期长等因素的影响。更高的技术壁垒使得多晶硅新建产能建设偏慢。而重资产、

产能建设周期长等因素使得该环节更容易出现供需错配。

回顾 2022 年多晶硅市场，可以概括为：供应快速增加；需求超预期；格局竞合；

产品优化、创新。2022 年底，国内多晶硅产能 116.3 万吨/年，同比新增 63.3 万吨/年，

增幅 123%;产量 81 万吨，同比新增 32 万吨，增幅 65%;进口 8.8 万吨，同比减少 2.6

万吨，降幅 22.8%。总供应 89.8 万吨。终端需求方面，2022 年全球装机量 250GW 以上，

同比增长 60%以上。技术创新主要是集中于颗粒硅，马老师认为短期影响不大，在未来

一年内，实际释放产能有限，2022 年有效产能 13.8 万吨（协鑫 12 万吨/天瑞 1.8 万

吨），市场占比仅为 12%。中期替代明显：未来两三年内，有效产能将超过 30 万吨以上，

市场占比有望提升至 15%左右；长期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未来三五年，N 型硅片以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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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结电池的广泛应用，颗粒硅是否满足要求还需市场的考验。

展望 2023 年，国家颁布多项计划、政策共同推进供应链协同发展，整体来看，多

晶硅供应满足未来长期需求。供应端，预期 2023 年底产能达到 220 万吨/年左右，新

增产能 100 万吨/年以上，产量 135 万吨，同比新增 54 万吨。进口 8 万吨，同比减少

10%左右。总供应量 143 万吨。考虑到去年疫情影响，以及新项目爬坡周期，上半年新

增放量有限，预期 1 季度产量 30 万吨，2 季度产量 32 万吨。需求端预期，装机量

350GW 以上、全产业链重建库存。多晶硅产业的发展趋势可总结为阶段性产能扩张，集

中度有可能持续扩散；产业链纵向延伸的特点十分明显；产业布局向再生能源富集的

地区聚集。

4、有机硅市场最新动态及趋势（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梁雅婷）

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高级分析师梁雅婷主题演讲为《有机硅供需

现状及市场展望》。

首先介绍了有机硅整体产业链概述以及有机硅发展历史。其次，从全球聚硅氧烷

产能及分布统计来看，2022 年中国产能 231 万吨，德国产能 23 万吨，日本产能 20 万

吨，美国产能 20 万吨，泰国产能 16 万吨，法国产能 10 万吨，韩国产能 7.8 万吨。从

我国聚硅氧烷消费分析，2022 年消费量预计 165 万吨，同比增长 13%。主要产品为室

温胶、高温胶和硅油/乳液，还有少量液体胶和硅树脂等;目前,在有机硅单体快速扩张

的背景下，中国有机硅下游细分产品的扩张也已进入井喷期,以生态友好、低碳、清洁

能源、进口替代等方向为主的有机硅材料前景较好。

有机硅主要行业为建筑、纺织、个人护理、电子/家电等传统行业。虽行业增速较

慢甚至下滑，但在消费升级的带动下,单位消耗量仍在不断提升。未来行业发展方向，

一方面可能是光伏、新能源等节能环保产业，在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实现高速增长。另

一方面可能是 3D 打印、5G、高端医疗以及其他的新兴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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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聚硅氧烷上游产能趋势分析，2022 年总产能 231 万吨/年;2022 年已新增

41 万吨/年，上游产能已经进入过剩阶段;在建产能约 113 万吨/年，将在未来 1-2 年投

产;筹建产能合计 216 万吨/年，其中来自新进入企业占 47%;2023 年预计将增加 67 万

吨/年产能至 298 万吨/年。梁老师认为目前行业存在较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未

来 3-5 年,行业竞争将非常激烈。筹建项目预计将有大批被取消搁置,同时在激烈竞争

格局下，将有部分落后产能被淘汰，行业将经历一波洗牌。

展望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放缓，外需增长或出现乏力，我国出口贸易面临

较大挑战，全年有机硅出口增速将放缓。国内经济支撑或将转向内循环拉动,而短期疫

情防控政策过渡仍需时间，一季度我国有机硅消费或延续疲软态势。预计随后随着各

项稳经济政策显效发力，经济运行有望逐步恢复。有机硅上下游产品产能的扩张和成

本的下滑也会加快有机硅材料对传统材料的替代,全年有机硅消费将保持中高速增长。

2023 年，预计我国聚硅氧烷产能为 298 万吨/年，同比增长 29%;产量 216 万吨，同比

增长 14%;消费量 185 万吨,同比增长 14%;净出口量 31 万吨，同比增长 13%。

5、铝合金行业发展现状与展望（上海有色网大数据部总

监刘小磊）

上海有色网大数据部总监刘小磊主题演讲为《铝合金行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首先对硅系铝合金的产业链、铝硅系合金分类进行介绍。接着，刘老师展望再生

铝合金消费趋势，一是再生铝合金在碳排放上的优势：生产 1 吨电解铝，需消耗约 5

吨铝土矿、550 千克阳极材料、9.6 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 12 吨。与生产等量的原

铝相比，再生铝生产过程中的能耗仅为前者的 3%-5%。生产 1 吨再生铝可节约 3.4 吨

标准煤、14 吨水、减少固体废弃物排放 20 吨；二是一体化压铸免热处理合金需求提

升：一体化压铸顺应了汽车轻量化的发展趋势，特斯拉于 2020 年实际应用于 Model Y

的后地板制造，将原方案中的七八十个冲压焊接零部件集成为一个铸件，实现了 30%的

减重及 40%的降本。在特斯拉的示范效应下，多家车企均已开启一体化压铸技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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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用，同样带动产业链中设备厂、零部件厂及材料厂积极布局此领域。新能源车作

为硅铝合金消费的重要占比之一，2021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352.1 万辆，同比增

长 1.6 倍，市场渗透率上升至 13.4%。2022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705.8 万辆，同比

增长近 1倍，市场渗透率超过 25%。2025-2030 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预计达到 40-50%。

此外，一体化压铸免热处理合金需求扩大硅消费。由于一体化铸件尺寸大、壁薄及结

构复杂，对合金的要求也就更为严格，目前的免热处理铝合金主要为 Al-Si 系和 Al-Mg

系两大类，其强度及韧性相对较好，各牌号在这两种合金基础上作成分调整。据 SMM

了解，当前国内研发中或已投入使用的免热处理合金中多使用 441#及 3303#等牌号的

金属硅，目前免热处理合金并未有固定的成分构成，各厂添加元素不完全一致，整体

来看，添加硅元素比例在 6-10%区间。目前免热处理合金更多使用 A00 纯铝配制，原铝

系合金需求的扩大将会增加对硅的需求，2022 年作为一体化压铸启动元年，2023 年进

入快速发展阶段，并于 2024-2026 年进入市场的爆发期，对硅未来的消费有一定拉动

作用。2025 年预计免热处理铝合金用量在 34.6-69.2 万吨，若按 8%的含硅量计算，预

计带动硅需求量增加 2.8-5.5 万吨。

从铝合金产业分布来看，铸造合金集中分布于华东及华南地区。我国铝合金产能

较为分散且企业数量庞大。早期在原料限制下，再生铝企业分布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

随内陆汽车工业及其配套零部件生产企业兴起，依托于其的传统再生铸造铝合金行业

也得以迅速发展，至今形成了以江浙沪、广东、重庆及其周边城市群的再生铝企业产

业集群。中国原生铝合金产能主要集中于云南、内蒙古等地，如云铝、超今、包铝等，

此外宁夏、青海、贵州等地亦有分布。

展望 2023 年，铝合金锭进口呈现常态化趋势，预计 2023 年铝合金进口量小幅增

长 7 万吨至 135 万吨。从我国铝材消费趋势对比来看，一是整体看原铝消费增速开始

放缓，行业分化，原有原铝消费引擎切换至交通行业，耐用品用铝增速稳定。二是再

生用铝消费增速提升快于原铝，未来 5 年再生铝年均消费需求增速超过 10%。三是短期

看国内铝材出口仍然占据主动位置，半成品及终端用铝材出口对铝消费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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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外硅产业发展情况概述（英国商品研究所高级分析

师王莉）

英国商品研究所高级分析师王莉主题演讲为《海外工业硅市场回顾与展望》。

从总体体量上看，海外的工业硅每年的需求量在 150 万吨到 180 万吨的水平，其

中，它的需求 70%是来自于世界发达经济体。占比最大的是欧洲，为 34%，其次是美国，

占比 17%。从过去十年整体来说，工业硅的需求量伴随整个海外不同经济体的周期性变

化，以及下游这个工业规消费行业的一些市场的变化，呈现不同的波动特征。近几年

因为疫情因素的影响，使得波动幅度有所加剧。2022 年来看供应端来看，欧日韩需求

下降拖累海外金属硅需求增长，尤其是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降幅明显。其他经济体

而言，挪威凭借资源与地理优势，工业硅出口保持韧性，年出口量维持 20 万吨以上的

水平。法国工业硅生产企业不具备电价优势，市场逐渐被抢占。需求端来看，2022 年

的工业硅行情与俄乌战争带来的欧洲能源危机密不可分，叠加美国加息背景下，这两

大因素直接影响海外工业硅需求收缩的，而行业盈利非常好，整体供应还是保持增长

的。整体评估下来，欧洲的工业硅需求下降了 10%左右，而美国实际需求尚保持韧性。

展望 2023 年，预期海外工业硅价格会有所回落，一方面是源于海外工业硅价格过

高，下游有机硅等产业不愿意去承接如此高价格；另一方面是我国工业硅供应较为强

劲对全球出口情况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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