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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准入门槛提高 八成多晶硅企业或出局

 按照3月初工信部、发改委和环保部联合发布的《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以下简称“条件”)的要求，太阳能级多
晶硅项目每期规模要大于3000吨/年，新建一条产能规模的多晶硅生产线需要20多亿元启动资金，这大大超乎了陈先
生的投资额度。

 “多晶硅行业前期投资太大了，当初选择水电投资是明智的选择。”陈先生3月18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陈先生在海外做了近十年的节能环保行业项目，去年初开始和几个投资人一起在中国投资，本想投资多晶硅行业，
但当时该行业的政策规定一直没有确定，几个合伙人投票否决了这个提议，目前在做水电方面的投资。

 “周围就有两三个朋友在西部地区投资该行业，从目前看，很多都是赔钱赚吆喝了。虽然《条件》有一个过渡期，
但目前无疑是他们最难受的时期。”陈先生告诉记者。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李胜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条件》通过量化多晶硅行业内从业企业的能耗指标值
、环保指标值、产能指标值，提高了行业进入门槛，将那些试图采取‘先上车再买票’的企业挡在了门外，扶植优势
企业做大做强。”

 大批中小企业将被并购 

 按照《条件》要求，2011年年底前，要淘汰综合电耗大于200度/公斤的太阳能级多晶硅生产线，半导体级多晶硅项
目规模要大于 1000吨/年，还原电耗要小于60度/公斤。并且，要求新建太阳能级多晶硅项目每期规模大于3000吨/年，
企业最低资本金比例不得低于30%。

 但国内的情况则是，80%的多晶硅厂商都是小企业，规模普遍在几百吨左右，和《条件》中规定的规模、能耗有较
大的差距。

 “大多数小型多晶硅生产企业的产能规模较小、生产技术落后、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此次出台的《条件》就是要将
这批企业淘汰出市场。”李胜茂分析，小型多晶硅生产企业大多既缺技术，又缺资金，所以它们最好的出路还是接受
大企业的兼并重组，或者引进战略投资者，将自身的产能规模提上来。

 与此同时，国内几大多晶硅巨头正在加紧扩建生产线。

 2011年1月，赛维LDK不仅收购美国SPI系统公司，而且向台湾寻求电池代工。除此之外，公司还将在今年完成业务
分拆，完成硅料和化学品业务香港上市。目前，已获得国开金融、建银国际等三家金融机构2.4亿美元投资。

 目前，赛维LDK公司多晶硅生产线为15000吨，共计投资百亿元人民币，其中20%的投资是用于循环回收系统。

 公司在3月17日发布了去年第四季度财务报告，营业收入9.209亿美元，比上一季度增加36.3%，同比增长202.3%。

 赛维LDK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彭小峰说：“在去年第四季度，公司实行了硅料、组件和电池事业的扩张计划，这为
公司业绩的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

 保利协鑫试图用两个季度的时间赶超赛维。

 2月18日，保利协鑫宣布，将再投资177亿港元，今年年底，将多晶硅产能从目前的2.1万吨提升至2.5万吨，计划至
明年年中实现6.5万吨的产能。

 李胜茂表示，此次《条件》出台后，影响面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并购潮不会很快到来。

 原因有两点，一是，《条件》中的许多条款并不是马上就适用，而是要过一段时间才会生效，这实际上给了相关企
业一个缓冲期，所以目前小型多晶硅企业的生存压力还不是太大；二是，当前国内多晶硅的需求还比较旺盛，价格也
较高，所以一些小型多晶硅企业还拥有一定的获利空间，它们现阶段接受大企业兼并的意愿并不是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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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打价格战到拼技术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表示，如果《条件》中的门槛都能达到的话，那么国内企业多晶硅的生产成本
就跟国际上多晶硅的平均生产成本非常接近。

 《2011年中国光伏产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的光伏产业在2004年之后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连续5年的年增长
率超过100%。2007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4年光伏电池产量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光伏电池产量已超过全球总产
量的50%。

 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光伏产品制造成本的快速下降。据统计，1978年，太阳能光伏组
件的价格为78美元/瓦，发展到2010年，已下降到2美元/瓦以下。

 以赛维LDK为例，受益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坚定投入，赛维LDK成为光伏行业极少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均同时大幅
增长的企业，也是目前全球第一家组件成本控制在1美元/瓦以内的晶体硅光伏企业。

 不仅成本在快速下降，光伏行业大打价格战的时期也即将过去。

 《2011年中国光伏产业发展报告》指出，光伏行业若干关键技术的突破将会改变整个光伏产业的发展进程和竞争格
局。

 该《报告》指出，目前出现的7大主要行业趋势包括：薄膜技术的突破将使得未来薄膜电池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安装与配套器件市场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都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机会；光伏设备行业正在向中国转移，存在大量扩张机
会；部分供应不足的辅材和设备在未来将成为投资热点；产品可融资性等更多综合性因素将成为未来光伏市场重要的
竞争要素；若干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加入将改变未来光伏市场的竞争格局；新的颠覆性技术可能会改变产业发展进程和
竞争格局。

 专家指出，从薄膜技术应用来讲，目前晶体硅的转换率基本能够在18%左右，而薄膜电池最好的也仅能达到10%—1
1%，未来薄膜发电的可提升空间还很大，以晶体硅为例，目前研发出来的新技术可将年产能提升15%。

 但是国内一线厂商多以生产多晶硅电池为主，涉足薄膜领域的厂商占少数，研发能力成为考验。

 陈先生告诉记者：“光伏行业最初的发展，靠的是资源，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仍属于低档次竞争时代，发展到现
在，中国光伏行业要拉近与日本等国的距离，摆脱低端竞争的现状，就必须走精细化、缓扩张的路线来保证在国际上
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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