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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烷科技（838402.BJ）

北交所个股研究系列报告：

工业气体生产企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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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本情况
1.1 主营业务

1.2 主要产品

1.3 股权结构

1.4 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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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氢气、硅烷等基础化工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及技术服务，气体及危化品产品占比超九成1.1 主营业务

图表1：硅烷科技按产品（项目）分类收入、占比及毛利率情况

图表2：硅烷科技前五大客户情况

资料来源:硅烷科技公司招股说明书、年度报告、亿渡数据整理

按产品分类收入（亿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气体及危化品收入 5.10 7.10 9.40

技术服务收入及其他 0.01 0.12 0.13

收入构成(%)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气体及危化品收入 99.75 98.37 98.63

技术服务收入及其他 0.25 1.63 1.37

毛利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气体及危化品收入 22.67 23.39 31.41

技术服务收入及其他 26.07 70.04 68.67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前五大客户 金额(万元) 占比(%) 前五大客户 金额(万元) 占比(%) 前五大客户 金额(万元) 占比(%)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3,913 46.8%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9,688 41.2%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382 31.9%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263 14.2%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16,898 23.4%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20,956 22.0%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6,059 11.9%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355 11.6%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632 11.2%

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643 3.2% 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779 2.5% 浙江德清华科气体有限公司 3,916 4.1%

浙江德清华科气体有限公司 1,364 2.7% 深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1,389 1.9%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591 2.7%

合计 40,242 78.8% 合计 58,109 80.6% 合计 68,477 71.8%

Ø硅烷科技成立于2012年，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2022年09月在北交所上市。
Ø公司主营业务为氢气、硅烷等基础化工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及技术服务，气体及危化品产品创收最高，2022年贡献收入为9.4亿元，占比达
98.63%，毛利率值为31.41%。其中气体及危化品产品产品包括氢气（工业/高纯氢）、电子级硅烷气、中间产品四氯氢硅等。

Ø公司的氢气采取直销模式，高纯特种电子工业气体的主要采取经销模式，通过对接气体经销商，由气体经销商再供应给不同需求领域。
Ø公司以国内市场销售为主，2022年公司前五大客户贡献收入合计占比为71.8%,客户集中度较高，其中公司第一、二、三大客户是公司实控人神马
控股集团控制的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合计占比为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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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 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 产品图示

工业
氢气

ü 化学式为H₂ ，常温
常压下，是一种极易
燃烧、无色透明、无
臭无味且难溶于水的
气体，纯度等级为3N
级别

主要用于合成多种
化学物质，如环己
醇、己内酰胺、尼
龙66盐等化学品，
公司工业氢气产品
主要应用于下游制
造业如尼龙生产行
业

高纯
氢气

ü 纯度等级≥5N

高纯氢一般用于作
为清洁能源或用于
对气体纯度要求较
高的工业生产。电
子工业是高纯氢气
产品的重要下游；
在精细化工和医药
中间体产品制造中，
高纯氢气是基本原
料之一。

-

1.2 产品介绍

资料来源:硅烷科技公司招股说明书、硅烷科技官网、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3：硅烷科技主要产品种类介绍

公司产品为气体及危化品产品，包括氢气（工业/高纯氢）、电子级硅烷气、中间产品四氯氢硅等

品类 产品介绍 产品用途 产品图示

硅烷气

定义：硅烷在常温常压下
是一种无色、非常活跃的
压缩气体，在空气中可自
燃，易燃易爆，其化学分
子式为SiH4，也称甲硅烷、
硅甲烷、四氢化硅
功能：纯度高、无污染、
对设备没有腐蚀、能实现
精细控制

ü 半导体
ü TFT-LCD
ü 晶硅太阳能

电池
ü 薄膜电池制

造等领域

四氯氢硅

ü 定义：一种超微细的无
水二氧化硅，无色或淡
黄色冒烟的液体

ü 功能：具有增粘性、触
变性、流动性、增强性
等优点

用于制造有机硅
化合物及战争用
烟幕。作为硅烷
科技公司生产硅
烷气的副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循
环生产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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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023年一季度硅烷科技前十大股东持股及变化情况

持仓排名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较上期持股
变动数(股) 备注

1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它 63,469,014 19.55 不变 实控人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其它 58,937,183 18.15 不变 神马控股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3 河南省首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其它 55,821,886 17.19 不变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神马控股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4 张建五 个人 55,276,853 17.03 不变
是硅烷科技成立初期的总经理并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当前
未在硅烷科技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职务，仅
作为财务投资人

5 共青城汇美盈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美董秘
一家人新三板精选四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投资公司 4,000,000 1.23 不变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康新锐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
基金

2,981,601 0.92 717,338

7 北京洪泰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公司 2,766,900 0.85 54,815
8 珠海润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它 2,350,000 0.72 不变

9 厦门西堤汇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西堤汇泉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公司 2,340,000 0.72 不变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北交所创
新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
基金

2,212,706 0.68 新进

合计 250,156,143 77.05

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77.05%，股权相对集中，实控人为河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达54.89%1.3 股权结构

Ø公司前十大持股股东合计持股77.05%，股权相对集中。公司第一大股东为神马控股集团（持股19.55%），第二大股东神马首山化工（持股
18.15%），第三大股东首创化工科技（持股17.19%）均为同一投资方，系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合计持股比例为54.89%。

Ø前十大股东中以专业投资机构数量居多，涵盖多家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前十大专业投资机构包括康新锐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添富北交所
创新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等公募基金，北京洪泰大业投资中共青城汇美盈创投资、珠海润璟企业管理、厦门西堤汇私募基金等
私募基金，其中北京洪泰大业投资持续看好公司未来发展，不仅通过战略投资，还于2022年11月02日、2023年一季度期间继续加仓增持。

数据来源:硅烷科技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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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表现靓丽，五年营收、净利规模双双实现持续大幅增长，毛利率、扣净利率值处于较高水平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官网、硅烷科技年度报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8：公司期间费用率变化情况图表7：公司毛利率、扣非净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5：公司营收规模及同比增速情况 图表6：公司扣非净利润及同比增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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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财务情况

Ø 公司属于高成长和高盈利型企业,最近五年营收规模和净利润规模均快速增长，且具有持续性。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公司营收规模复合增长率

达61.9%，每年增速远高于行业增速，高成长性凸显，其中2022年营收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达9.53亿元，同比增长32.2%；公司扣非净利润规模

过去五年复合增长率更是达154.9%，盈利能力强且稳定，其中2022年扣非净利润也创下历史新高达1.85亿元，同比增长181.0%。最近五年公

司营收、净利规模双双实现持续大幅增长原因为工业气体行业景气度高，国内市场对公司气体产品需求持续增加，促使公司销售产品量升价涨。

Ø 2022年公司毛利率、净利率值处于历史最高水平，2023年再创新高。2022年毛利率值为31.9%，扣非净利率值为19.5%。

Ø 公司期间费用率持续保持下降趋势。2022年期间费用率合计占比为7.2%，较2021年下降4.4个百分点。

26.6%
22.6% 22.7% 24.2%

31.9%

3.2% 3.2%
7.8% 9.2%

19.5%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毛利率 扣非净利率

23.4%
17.5%

13.7% 11.6%
7.2%

9.7%
6.1% 5.2% 5.7% 4.5%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期间费用率合计 管理费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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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金回款比例占比较低，净利润转化为经营性现金流能力一般，且现金流不稳定1.4 财务情况

图表9：公司存货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官网、硅烷科技年度报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10：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值情况（%）

图表11：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利润情况 图表12：影响现金流量净额的存货、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变化情况

Ø从公司运营能力上看，公司存货变现速度较快。公司存货周转天数处于较低水平，并保持稳定状态，2022年存货周转天数为27.3天；公司下游

客户回款速度一般。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126.8天。

Ø公司现金回款比例占比较低，销售收入现金回款质量一般。2018-2022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值均小于60%，2022年

下降至37.9%。主要原因为公司通过应收票据和赊销方式进行结账。（2021年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规模占当期营收比为55.5%，2022年为28.4%）

Ø公司净利润转化为经营性现金流能力一般，且现金流不稳定。过去三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负值，且缺口规模持续扩大（2022年为-9,439

万元），与净利润比值为-49.9%。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到经营性应收项目现金流回款减少和支付应付工程款及设备款现金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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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经营性应收项目期末变化值增加，则对经营性现金流影响为流出；
      2、经营性应付项目期末变化值减少，则对经营性现金流影响为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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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气体行业分析
2.1 所处行业及产业链

2.2 市场规模

2.3 竞争格局

2.4 横向比较



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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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国内专业的氢气和硅烷气等工业气体和特种气体生产制造商，位于产业链中游2.1 所处行业及产业链

中游上游 下游

原材料

原
材
料

化学产品

工业废气

空气

合成气体

空分气体

化学反应

物理反应

设备

生产设备

储存设备 运输设备

能源

检测设备

大宗气体制造商 特种气体制造商

燃料资源

水资源 电力资源

其他

国外企业（约60%）

美国空气化工

日本大阳日酸

国内企业（约40%）

南大光电

钢铁 有色金属 冶金

石油化工 煤化工 化肥

传统行业

半导体 医疗健康

光伏 光纤通信 高端装备

新兴行业

图表13：中国工业气体行业产业链及图谱

法国液化空气

德国林德集团

气
体
经
销
商

直
接
向
终
端
使
用
方

Ø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氢气、硅烷气等基础化工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及技术服务。

Ø 根据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代码：C26）；根据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细分行业“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Ø 工业气体行业上游主要包括原材料、配套设备及能源行业，中游包括大宗气体和特种气体行业，下游为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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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场规模

7,202 7,586 7,963
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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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亿元） 中国工业气体市场规模（亿元）

图表15：2017-2026年全球及中国工业气体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亿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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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5.51 5.51 5.56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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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业附加值（万亿美元） 中国工业附加值（万亿美元） 中国占比（%）

图表14：2017-2021年全球及中国工业附加值规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工信部、亿渡数据整理

Ø 中国工业经济快速恢复发展，推动全球工业气体行业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发展逐步恢复，工业附加值达创下历史新高，且占全球比重提升至26.5%。2019年

中美贸易冲突全球工业附加值开始下降，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影响严重，2021年中国在疫情防控加强、宏观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

影响下，工业附加值达逐步恢复，并创下历史新高，且占全球比重提升至26.5%。

Ø 中国市场需求旺盛成为推动全球工业气体行业高速发展驱动力。全球工业气体行业发展历经200多年，工业气体工业链体系成熟，整体呈稳步发展。

2022年市场规模为10,238亿元，同比增速为8.54%，预计2026年将增长至12,299亿元。中国地区半导体、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云计算、无人机等新兴

行业快速发展，带动中国工业气体产业迅速发展。2022年中国工业气体行业的市场规模为1,964亿元，同比增速为9.23%，预计2026年将增长至2,842亿元。

备注:工业气体按照纯度划分，可分为大宗气体和特种气体，其中特种气体可分为标准气体、医疗气体、激光气体、食品气体、电光源气体以及电子特气等。

中国工业经济快速恢复发展,新兴行业领域下游市场需求持续增加带动工业气体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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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气体市场竞争激烈，行业集中度较高，细分电子特气应用领域国产企业正在不断突围2.3 竞争格局

林德集团
22%

液化空气
21%

气体动力
10%

空气化工
10%

杭氧股份
6%

日本酸素
3%

其他
28%

图表17：2021年中国工业气体市场份额占比

数据来源:亿渡数据

图表16：中国地区工业气体市场参与竞争企业梯队示意图

Ø 在中国工业气体应用市场，国外头部企业占据过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本土企业在新兴行业用领域取得迅速成长。2021年国外企业（林德集团、

液化空气、空气化工、日本酸素）市场份额为55.7%，国产企业气体动力和杭氧股份分别占比10.1%和6.3%，CR6为72.1%，市场集中度较高。

杭氧股份
日本酸素
派瑞特气

金宏气体、华特气体
硅烷科技、雅克科技
凯美特气、南大光电

等本土企业

第一

梯队

2021年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21.9%和

20.7%。企业特点为成立时间早、气体制造技术

成熟、产品稳定性强、产品多样化、销售渠道

布局全球化。

第二

梯队

第三

梯队

林德集团
液化空气
气体动力
空气化工

2021年空气化工和气体动力的市场份额占

比均为10.1%，杭氧股份的市场份额占比为

6.3%。企业特点为在传统行业具有客户优

势资源，具有一定的区域性。

企业特点是主要以细分单电子特种

气体产品为主，且有一定地域性特

征并在国产替代化趋势中不断取得

突围和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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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十家代表工业气体企业均取得快速成长，三年复合增长率均超过两位数，净利率超过两位数，
成长性较高，盈利能力强。硅烷科技虽然营收体量较小，但成长性高，毛利率和净利率值较高

2.4 横向比较

序号 证券名称 工业气体业务及产品简介
气体行业营业收入（亿元）

三年复合
增长率

2022年
总市值

（亿元）
市盈率

(PE,TTM)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毛利率（%） 净利率（%）
研发费用
（亿元）

1
杭氧股份
002430.SZ

公司生产的气体产品主要有：氧、氮、氩、氖、氦、氪、氙、高纯氧、
高纯氮、医用氧、二氧化碳、能源气、电子气等。

54.2 66.2 80.1 21.6% 25.3 10.0 4.6 324.8 27.9

2
中船特气
688146.SH

目前主要产品有三氟化氮、六氟化钨、氘气、烷类等30余种特种气体，
三氟化氮、六氟化钨国内市场覆盖率达95%以上，国际市场覆盖率达
30%以上。2019年，七一八所位列全球电子特气供应商第8位。

12.2 17.3 19.6 26.6% 37.9 19.6 1.6 223.2 59.3

3
金宏气体
688106.SH

专业从事气体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环保集约型综合气体供应商，
能够为客户提供特种气体、大宗气体和天然气三大类100多个气体品种。

12.4 17.4 19.7 25.8% 36.0 12.2 0.8 123.6 49.3

4
华特气体
688268.SH

以特种气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核心，辅以普通工业气体和相关气
体设备与工程业务，特种气体主要包括高纯六氟乙烷、高纯四氟化碳、
高纯二氧化碳、高纯一氧化碳、光刻气等约230余种，普通气体10余种。

10.0 13.5 18.0 34.3% 26.9 11.5 0.6 89.5 43.2

5
南大光电
300346.SZ

国内磷烷、砷烷电子特气龙头企业，通过收购飞源气体布局NF3、SF6
等电子特气产品。

3.1 7.3 11.6 95.7% 48.9 16.1 1.8 177.3 97.9

6
和远气体
002971.SZ

公司经营的气体可大致分为三类:普通气体、特种气体以及清洁能源，
包括医用氧气、工业氧气、食品氮气、工业氮气、氩气、氢气、氦气、
天然气、二氧化碳、乙炔、丙烷、各类混合气、特种气等多种气体。

8.2 9.9 13.2 26.6% 22.1 5.7 0.2 42.0 52.5

7
凯美特气
002549.SZ

主营业务为干冰、液体二氧化碳、食品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及其他工
业气体生产及销售

5.2 6.7 8.5 28.2% 39.8 19.7 0.4 70.5 70.3

8
昊华科技
600378.SH

特气领域，昊华拥有国家重要的特种气体研究生产基地黎明院，产品
主要为含氟电子气:(包括三氟化氮、六氟化硫等)、:绿色四氧化二氮、
高纯硒化氢、高纯硫化氢等。

4.2 5.2 7.1 30.4% 27.2 12.9 6.4 329.4 28.2

9
雅克科技
002409.SZ

通过收购科美特进入高纯特种气体领域，科美特公司主要经营的电子
特气有SF6、CF4。

3.7 3.9 5.0 15.4% 36.9 12.8 1.3 373.8 68.1

10
硅烷科技
838402.BJ

氢气（工业/高纯氢）、电子级硅烷气、中间产品四氯氢硅等 5.1 7.2 9.5 36.6% 31.9 19.8 0.1 38.5 19.9

十家上市公司平均值 11.8 15.5 19.3 34.1% 33.3 14.0 1.8 - -

1、备注：取值保留一位小数（四舍五入），总市值、PE（TTM）选取2023年7月18日数据，毛利率为工业气体产品毛利率，净利率值为综合业务净利率
2、数据来源：各公司公告，东方财富，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18：公司与同行业竞争对手对比



13

电子级多晶硅行业分析

3.1 所处行业及产业链

3.2 市场规模

3.3 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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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所处行业及产业链

中游上游 下游

原材料 半导体用多晶硅制造商 电子级多晶硅下游

设备

拉晶炉

直拉炉 区熔炉

清洗设备

分选设备 检测设备

盐酸

二氧化硅 冶金级工业硅

高纯氢气

硅烷气等 氩气等
美国

Hemlock
德国
Wacker

德山株式会社 日本住友 韩国OCI

ü 国外企业（约70%）

ü 国内企业（约30%）

硅烷科技

黄河上游水电江苏鑫华 天宏瑞科

新疆大全 新特能源

区熔级多晶硅下游

射频器件 微电子机械系统

各种探测器 各种传感器

IGBT PIC

半导体硅片 高等级硅部件

硅烷科技于2017年开始研发电子级和区熔级多晶硅，位于产业链中游

图表19：中国半导体多晶硅行业产业链及图谱

备注：多晶硅，是单质硅的一种形态。多晶硅按照纯度可分为冶金级多晶硅、太阳能级多晶硅以及电子级多晶硅。根据GB/T129632014《电子级多晶硅》分类标准，按照纯度可分为1、
2、3级三种类别。电子级多晶硅纯度一般为9N～11N，（即要求含硅量达到99.9999999%以上），区熔级多晶硅是电子级多晶硅的高端产品，纯度在11N～13N之间。

Ø 硅烷科技主要研发的多晶硅为半导体用多晶硅，包括电子级多晶硅和区熔级多晶硅。2018年，公司《高纯硅烷CVD法制备电子级多晶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荣获省科技厅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立项；2020年公司进行区熔级多晶硅的开发，并已初步完成下游厂商验证工作；2022年公司组织实施的高纯硅烷 CVD 

法制备区熔级多晶硅的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以下简称“区熔级多晶硅项目”）完成取样分析，公司已于2022年10月投料，进行工业化试生产阶段。

Ø 根据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内容，高端电子级多晶硅属于有色金属行业，用于信息有色金属新材料生产。

Ø 半导体多晶硅行业上游包括二氧化硅、盐酸、硅烷气、高纯氢气等原材料及相关设备，中游为半导体多晶硅制造，下游主要应用于半导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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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级多晶硅行业在集成电路不断发展带动下，市场需求持续增长，2022年市场规模达38.5亿元3.2 市场规模

备注：基本假设条件

1、中国本地区市场规模=本国本土企业总供给产量✖多晶硅进口平均每吨售价+每年进口总金额。

2、每年电子级多晶硅进口总金额=多晶硅进口总金额✖电子级多晶硅占比。

3、随着本土企业逐步投产和达产，中国地区电子级多晶硅供给对外依存度逐年下降，进口占比呈下降趋势

4、电子级多晶硅产品2021年和2022年期间价格变化幅度较大。

3,432
3,933 4,121

4,404

5,559

1,315 1,579 1,441 1,515
1,92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 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亿渡数据数据来源:IDC、WSTS、亿渡数据整理

6.5 7.1

12.8

19.2

38.5

10%

79%

50%

101%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中国电子级多晶硅市场规模 同比增速

图表21：2018年-2022年中国电子级多晶硅市场规模

（单位：亿元）

Ø 新兴信息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带动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2021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为5,559亿美元,同比增长
26.2%,行业景气度高；2022年11月29日，WSTS预测2022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比上年增长4.4%。集成电路是半导体最主要、技术难度最高的
产品，占半导体销售比重超八成。

Ø 电子级多晶硅是现代半导体产业链最基础的原料，半导体产业不断发展对电子级多晶硅行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2018年中国电子级多晶硅市场
规模为6.5亿元，受益下游行业技术突破和产能不断扩大，市场需求逐年提升，2022年增长至38.5亿元，同比增速翻倍，五年CAGR达56.11%，行
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图表20：2017-2021年期间全球及中国半导体行业市场规模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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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电子级多晶硅市场仍由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产品牌正在迅速崛起，市场竞争愈加激烈3.3 竞争格局

图表22：2018年-2022年中国多晶硅进口数量

(单位：万吨)
图表23：2019年-2022年中国多晶硅进口总金额

(单位：亿元)

13.96 14.45

10.08
11.42

8.80

-12.1%

3.5%

-30.2%

13.3%

-22.9%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中国进口多晶硅总量（万吨） 同比增速（%）

87.03
65.62

131.78

177.78

-24.6%

100.8%

34.9%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中国进口多晶硅总额（万元） 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亿渡数据整理

Ø 当前电子级多晶硅市场仍由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产能优势凸显。根据SEMI统计，2020年全球电子级多晶硅市场需求达到3.46万吨，同比增长约

3.0%，全球电子级多晶硅生产仍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少数几家多晶硅企业，国外厂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其中美国Hemlock约生产11000吨/

年，德国Wacker约生产8500吨/年，日本Tokuyama约生产6200吨/年，日本三菱约生产3000吨/年，日本住友生产2500吨/年，REC产量约为900吨/年。

Ø 中国电子级多晶硅厂家技术不断突破，市场竞争实力不断提升，供给能力持续提升。截至2022年底，国内布局电子级多晶硅的主要厂商包括江

苏鑫华、黄河水电、中硅高科，天宏瑞科。同时，硅烷科技、大全能源、新特能源、通威股份、TCL和协鑫均有电子级多晶硅新产线布局。未

来随着这些国产厂商逐步项目建设和达产，电子级多晶硅原材料供给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将愈加激烈。

Ø 国内市场短期持续依赖进口。从海关进出口数据来看， 2022年中国地区多晶硅进口总量同比下降22.9%，但进口金额却同比增长34.9%。侧面

说明国外厂商部分高价格多晶硅产品在中国依旧保持着竞争优势，虽然本土厂商电子级多晶硅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但进口供给需求仍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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