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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邢梦宇

占地约 500 余亩的江西赛维 LDK 多晶硅片四期

生产线扩建项目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开工建设，工程

投资 120 万元/亩，总投资约 6.3 亿元。现如今，空荡

荡的工地上杂草丛生，见不到一个人。

赛维 LDK——这家号称规模世界第一的多晶硅

片和多晶硅料生产企业已经举步维艰。近期，有媒

体爆料，公司所在地江西新余市政府已经组建“驻江

西赛维公司帮扶组”，并动用 20 亿元“发展稳定基金”

为这头即将“瘦死的骆驼”进行“大输血”。据知情人

士透露，这 20 亿元救命钱悉数出自财政收入。

另一家同处新余的光伏企业吉阳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也没能绕过资金短缺这一障碍。吉阳公司

新余总部数位员工证实，7 月 18 日该公司才发了 4 月

份半个月的工资，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还不知道什么

时候发，公司员工已集体向总部提出抗议，并要求新

余市劳动仲裁部门介入。

赛维 LDK、吉阳股份并不是个案。据悉，从去年

下半年开始，多晶硅企业就纷纷停工停产，停产规模

之大、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中国光伏产业联盟副秘书长高宏玲告诉记者，

现在绝大多数多晶硅企业已经开始遣散员工，行业

整体开工率不足 20%，“对于多晶硅生产企业来说，

因其拥有多条生产线，如果停工一两年，就离破产不

远了。”

价格“倒挂”进口增加

美韩产多晶硅销量一路攀升，国产多晶硅却库

存积压严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多晶硅贸易商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感慨道：“他们（美韩企业）产品的售价简直太

低了，国内的产品根本不敢卖这个价钱，所以一点儿

市场竞争优势都没有。”

目前，美国多晶硅产品售价为 24 美元/公斤左

右。针对国外产品卖出的“白菜价”，中国多晶硅生

产企业忍了好久。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本月初，江苏中能硅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保利协鑫多晶硅生产核心子

公司）、江西赛维 LDK、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和

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联合一些中小型多晶硅生产企

业，正式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商务部对产品出口至中

国的美国多晶硅生产企业展开“反倾销”调查。

7 月 20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将开始对原

产于美国和韩国的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进行“反倾

销”调查。商务部在另一份公告中称，还将对原产于

美国的太阳能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

“中国企业方面已经掌握的材料证明，美韩企业

生产的多晶硅在中国的售价低于本国。同时，国内

多晶硅生产企业也从不同渠道获得美国企业有政府

补贴的消息。”高宏玲说。

关于为何区别对待美韩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硅业分会会长赵家生表示，韩国的相关信息

不像美国那样透明，“受困于信息不足、时间仓促，为

确保商务部能及时立案，发起方采取了保守策略，此

次对韩国只提起‘反倾销’调查。”

以韩国 OCI、美国 Hemlock 为主的国际多晶硅

巨头主要市场均是中国，韩国多晶硅企业 70%的产

品出口中国。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韩国 OCI 用的几乎全为美

国 GT Solar 的设备，成本应在 30 美元/公斤以上，但

产品在中国的售价明显低于成本价。

美韩企业亏本抢市场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让这些国外多晶

硅生产巨头不堪重负：主打多晶硅和硅片业务的

熊津能源 2011 年第三季度出现 59 亿韩元的亏损，

野村控股则认为 OCI 的多晶硅业务亏损时间会延

长到 2013 年全年。多位业内人士指出，韩国厂商

之所以低价出口多晶硅，有赖于国家的补贴支持

和集团其它赢利业务支撑，以此在未来市场上获

得绝对优势。

2011 年，中国总计进口多晶硅 6.46 万吨，同比增

长 36%，其中，自美国、韩国进口多晶硅数量占 6 成。

2012 年 1 月至 5 月，中国累计进口多晶硅 3.4 万

吨，再创历史新高，累计进口额达到 9.6 亿美元。仅 5

月当月，中国从美国进口多晶硅 3269.37 吨，环比增

长 28.47% ，占 进 口 总 量 的 41.40% ；从 韩 国 进 口

1752.74 吨，环比增长 15.05%，所占比重为 22.20%。

据中国光伏产业联盟预测，2012 年，中国国内多

晶硅产量约为 10 万吨，进口量在 8 万吨左右。8 万吨

的进口量，按现今零售价 23 美元/公斤至 28 美元/公

斤、长单价 32 美元/公斤至 37 美元/公斤计算，涉及

进口总值超过 20 亿美元。

“供给大大超过需求会引发企业将产品低价售

卖。”高宏玲说，“但是，美韩两国的倾销行为不仅仅

是为了消化库存，更重要的是想抢占中国市场。”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韩企业的确有能力吞食

中国市场，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掌握着生产核心技

术，“硅矿提炼多晶硅，纯度达到 6 个 9 才能被用作光

伏材料，生产太阳能板。现在，多晶硅的生产技术主

要为改良西门子法，世界上只有几家企业（集中在

美、韩、日、德）掌握这种生产工艺，其生产成本大大

低于中国企业。这些多晶硅生产巨头凭借技术优势

压低产品售价，为中国同类企业在技术上设置障碍，

形成壁垒。”高宏玲说。

2011 年 5 月，多晶硅售价低位徘徊。经过一年

多的冲击和消耗，中国多晶硅生产行业被动地进入

了残酷的洗牌阶段，波及整个行业超过 500 亿元投

资，导致 5000 多人失业。

作为申诉方，多晶硅企业希望中国商务部有所

作为，对美韩进口产品加征一定关税。但是，按照惯

例，此次调查自 7 月 20 日起开始，通常应在 2013 年 7

月 20 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延至 2014 年 1 月

20 日。有业内人士分析，调查期将长达 12 个月至 16

个月，中国的多晶硅企业有几家能撑到那个时候，仍

是个问题。

多晶硅上下游企业“内战”

就在多晶硅生产企业心急如焚的时候，中国光

伏产业内部却传出不和谐声音。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内一些光伏下游企业因担

心中国对美韩多晶硅企业立案后，多晶硅进口会减

少，短期内影响原料供应，导致自身生产成本上升，

便通过各种方式加以阻挠。

“ 我 们 应 该 用 更 加 长 远 的 眼 光 来 看 待 这 一 问

题。”高宏玲说。

2007 年以前，在中国多晶硅产业尚未形成气候

之时，海外垄断巨头掌握着产品定价权，多晶硅售价

曾一度冲高至 480 美元/公斤。

从 2008 年开始，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新能源

产业，有些地方政府为响应这一号召，毫无规划地上

马多晶硅项目，为日后产能过剩埋下隐患。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以欧盟为首的国家纷纷

降低对太阳能产业的补贴。海外需求骤然下降，这

对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光伏产业来讲好比是“当头

一棒”。

2009 年，中国商务部以及国家发改委曾经先后

发出预警，提醒光伏企业，谨防产能过剩。

“现在，国外大型多晶硅生产企业依靠技术优

势，低价供应中国太阳能板生产商，先亏两三年，等

掌握市场主动权后再改变策略，提高售价，这是他们

一贯的策略。到时候，中国光伏产业将面临非常被

动的局面。”高宏玲说。

一无市场，二无技术，多晶硅生产企业如困兽之

斗，行业发展似乎陷入“死循环”。在产能严重过剩

的情况下，求助政府给予补贴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

想法。

高宏玲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多晶硅生产企业

仍会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优胜劣汰在所难免。

“现在，多晶硅产品体现的多是工业用途。此

外，拉动国内消费品市场需求，对于释放光伏产品

过剩产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她说，“政府应在市

政、公共设施建设中多采用光伏产品。老百姓也要

对购买光伏产品有充分的认识，现在人们使用的电

视机更新换代很快，但由太阳能这种新能源驱动的

家电产品寿命会达到 20 年以上，消费者有一个接受

的过程。同时，生产商还要面临完善售后服务等诸

多问题。”

上述多晶硅贸易商表示，中国多晶硅生产企业

只有依靠市场才能走出困境，“有了市场，企业才能

逐渐盈利，并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技术研发改造生

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只有

这样，整个行业才会踏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他说。

多晶硅“双反”调查 中外暗战变“内战”

光伏贸易战没有赢家
中国商务部 7 月 20 日发布公告，决定在太阳能

级多晶硅领域对美国发起“双反”调查。此外，中国

还决定对韩国发起多晶硅“反倾销”调查。

对此，以尚德、英利为首的光伏企业巨头负责人

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战，贸易壁垒最终将会损

害整个行业。

欧美“挑头”

2012 年 5 月，美国商务部做出裁定，决定对中国

出口美国的太阳能光伏组件产品征收 31%至 250%的

反倾销关税。

尽管中国光伏业界对美国的贸易制裁早有预

期，但这么高的关税，还是出人意料。

据悉，终裁结果将在 10 月初宣布，一旦最后确

定，这将是迄今为止中国新能源行业被征收的最高

关税，而中国光伏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

彻底丧失。

近两年，由于欧洲市场装机量出现萎缩，美国市

场对中国光伏企业而言显得至关重要。美方举起贸

易制裁“大棒”，将导致中国光伏业陷入困境。

自 6 月以来，国内光伏厂商出现“关门潮”。

本月，路透社援引德国光伏企业 Solarworld 首席

执行长弗兰克·阿贝克的话称，德国企业已在德国环

境部支持下向欧盟提出了针对中国企业的诉讼请求。

中国应战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合理地选取

泰国的价格进行不公平比较，从而人为抬高了中国

企业的倾销幅度，是不顾全球光伏系统成本下降、不

顾中国光伏企业遵守市场规律的事实。

在商务部举行的新闻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沈丹阳在回答欧洲光伏企业准备对我出口光伏企

业提出“反倾销”调查的问题时表示，中方对个别欧

洲太阳能电池企业欲提出贸易救济调查申请的情况

严重关切。欧盟若对中国光伏产品设限，恐将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

“事实上，中国光伏产业和很多国家的相关产业

是优势互补、密切相关的，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相

关国家的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比如说欧洲

国家，我们去年从德国进口多晶硅材料 7.64 亿美元，

占中国进口同类产品进口份额的 20％，从德国进口

光伏电池生产用的银浆原料达到 3.6 亿美元。中国

累计从海外采购约 400 亿元的光伏电池生产设备，其

中，从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进口占到了 45％。”沈丹

阳说。

值得注意的是，沈丹阳这一番表述和当初美国

提出“双反”时中国的态度已有很大不同，而且说得

非常具体——言下之意，如果欧洲要对中国光伏产

品征收“双反”税，中国也绝不会忍气吞声。

谨防贸易战

据 了 解，现 阶 段，各 大 多 晶 硅 巨 头 扩 产 后，全

球多晶硅产品供大于求现象严重，生产成本及售

价均快速下降，这也是现在组件成本得以下滑的

重要原因。

得益于较低的售价，中国光伏组件企业产品在

全球市场上具备竞争优势，如果将美国和韩国的多

晶硅料挡在门外，可供选择的供货商减少，必然会带

来价格的上扬。

“对海外多晶硅生产企业征收额外关税，短期

内，国内光伏组件企业生产成本势必会提高。”高宏

玲说，“同样，美欧对中国太阳能板征收‘双反’税也

会影响其国内装机企业的生产成本。所以，我们说

美国方面首先挑起贸易战是一个不明智的做法。”

数据表明，为生产光伏产品，中国每年从美国进

口 20 多亿美元的多晶硅、EVA、浆料等原材料。

此外，中国生产企业在 2010 年从美国进口的设

备及支付的技术转让费不少于 30 亿美元。中国光伏

业内人士直言，中国对美出口光伏产品金额小于从

美进口的金额。因此，如果中美开打光伏贸易战，美

国的损失恐怕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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