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20年中国多晶硅市

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编制
www.bosidata.com

http://www.bosidata.com


报告报价

《2015-2020年中国多晶硅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

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

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

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bosidata.com/feijinshu1501/383827OQBO.html

【报告价格】纸介版7000元 电子版7200元 纸介+电子7500元

【出版日期】2015-01-30

【交付方式】Email电子版/特快专递 

【订购电话】全国统一客服务热线：400-700-3630(免长话费)  010-57272732/57190630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bosidata.com/feijinshu1501/383827OQBO.html


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多晶硅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首

先介绍了多晶硅的定义、理化特性、分类及用途等， 然后分析了国际国内多晶硅产业的发展

现状。随后，报告对多晶硅产业做了价格变动及进出口分析、生产工艺技术分析、生产成本

分析、关联产业发展分析和国内外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多晶硅产业的投资潜

力与未来前景。     多晶硅行 业的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多晶硅产品主要面向半导体

市场，由于半导体市场对多晶硅产品的需求量并不大，全球约在2-3万吨，所以当前多晶硅产 

业的蓬勃发展主要受益于光伏产业的兴起。全球多晶硅产品中，80%以上的产品应用于光伏

产业。目前多晶硅企业的扩产也主要针对于光伏产业。 

     2013年，我国多晶硅行业基本形势可概括为：企业纷纷复产，国外倾销依旧，价格低位徘

徊，下游需求向好。到2013年底，国内大约有13家多晶硅企业恢 复生产，国内开工率达30%

以上。2013年国内多晶硅产量为8.2万吨，净进口多晶硅量约为7.5万吨，总供应量为15.7万吨

。估计2014年中国多 晶硅新增产能、复工产能利用率约10万吨，集中于江苏中能、特变电工

、大全新能源等几家企业。而国家能源局敲定2014年全国光伏装机规模目标为14GW 

  

 将会带动价格小幅上涨。 

     多晶硅企业要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求得生存，首先最根本的是提高产业技术和装备水平，重

点加强企业的系统集成、能耗综合利用、低电耗还原、副产物综合利用、硅 烷法、流化床法

等装置及工艺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促进相关设备和配套材料的国产化，增强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为核心，加快技术升 级；其次，推进产业的合理布局，鼓

励企业向能源成本低廉地区转移，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向下游产业链延伸，降低经营风险。 

     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年发布的《太阳能光伏产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中将高纯

多晶硅列为&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重点，并指出&ldquo;支持骨干企业做优做强，到2015 

年多晶硅领先企业达到5万吨级，骨干企业达到万吨级水平&rdquo;，&ldquo;多晶硅生产实现

产业规模、产品质量和环保水平的同步提高，到2015年平均综合电耗低于 120千瓦时/公

斤&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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