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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业硅定义

表：工业硅化学成分（%）

数据来源：国标、创元研究

u 硅是呈灰⾊⾦属光泽的半⾦属，在元素周期表中属IVA族，元素序号14，元素符号为Si，原⼦量为28.09。硅是地壳构成中第⼆丰
富的元素，占地壳总质量的26.4%。在⾃然界中，硅极少以单质的形式存在，⽽是以复杂的硅酸盐或⼆氧化硅的形态⼴泛存在于
岩⽯、砂砾、尘⼟之中。

u ⼯业硅又称⾦属硅，是由硅⽯和碳质还原剂在矿热炉内冶炼成的产品，主成分硅元素的含量在98%左右（近年来，含Si量99.99%
的也列在⾦属硅内），其余杂质为铁、铝、钙等。因其用途不同⽽划分为多种规格，按照⾦属硅中铁、铝、钙的含量，可把⾦
属硅分为553、521、411、421、3303、3305、2202、等不同的牌号。

u ⼯业硅在650°C以下不具有导电性，此时可以⽤作绝缘材料；超过650°C产⽣导电性，随着温度升⾼其导电性不断提⾼。
u ⼯业硅是⽣产有机硅、多晶硅最重要的原材料，也是铸造铝合⾦、变形铝合⾦中的重要原材料。

牌号 硅含量Si(≥) 铁含量Fe(≤) 铝含量Al (≤) 钙含量Ca(≤)
Si1101 99.79 0.1 0.1 0.01
Si2202 99.58 0.2 0.2 0.02
Si3303 99.37 0.3 0.3 0.03
Si4110 99.4 0.4 0.1 0.1
Si4210 99.3 0.4 0.2 0.1
Si4410 99.1 0.4 0.4 0.1
Si5210 99.2 0.5 0.2 0.1
Si5530 98.7 0.5 0.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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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业硅期货合约

u 2411合约及之前（旧交割标准）
u 基准交割品：达到《中华⼈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业
硅》（GB/T 2881-2014）规定牌号为Si5530（名义硅
含量≥98.7%、铁含量≤0.50%、铝含量≤0.50%、钙
含量≤0.30%），粒度为10~100mm的⼯业硅（其中，
粒度偏差筛下物不⼤于5%，筛上物不⼤于5%）。

u 替代品及升贴⽔：达到《中华⼈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业硅》（GB/T 2881-2014）规定牌号为Si4210（名义
硅含量≥99.3%、铁含量≤0.40%、铝含量≤0.20%、
钙含量≤0.10%），粒度为10~100mm的⼯业硅（其
中，粒度偏差筛下物不⼤于5%，筛上物不⼤于5%）；
升⽔2000元/吨。

u 地区升贴⽔：天津市贴⽔100元/吨，⼴东省（⼴州、
佛⼭）贴⽔150元/吨，云南省（昆明）贴⽔550元/
吨，新疆维吾尔⾃治区中，乌鲁⽊齐贴⽔800元/吨、
吐鲁番贴⽔700元/吨、伊犁贴⽔1050元/吨，四川成
都贴⽔400元/吨、凉⼭贴⽔550元/吨

表：工业硅期货合约

数据来源：广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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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业硅期货合约

第四条 工业硅期货合约交割标准品的质量标准适用
国家标准及本细则规定。基准交割品：达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硅》（GB/T 2881-2014，以下
简称《工业硅国标》）规定牌号为Si5530（名义硅含
量≥98.7%、铁含量≤0.50%、铝含量≤0.50%、钙含
量≤0.30% ，粒度为10~100mm的工业硅（其中，粒度
偏差筛下物不大于5%，筛上物不大于 5%）。
替代交割品及升贴水：达到《工业硅国标》规定牌号
为 Si4210（名义硅含量≥99.3%、 铁含量 ≤0.40% 、
铝含量≤0.20% 、钙含量≤0.10%），粒度为
10~100mm的工业硅（其中，粒度偏差筛下物不大于5%，
筛上物不大于5%）；升水2000元/吨

第四条 工业硅期货合约交割标准品的质量标准适用国家
标准及本细则规定。基准交割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工业硅》（GB/T 2881-2014，以下简称《工
业硅国标》）的要求，其中名义硅含量≥98.7%、铁含量
≤0.50%、铝含量≤0.50%、钙含量≤0.30%、磷含量
≤0.008%、硼≤0.005%、碳含量≤0.04%，粒度为
10~100mm硼含量（粒度偏差筛下物不大于 5%，筛上物不
大于 5%）。替代交割品及升贴水：符合《工业硅国标》
的要求，其中名义硅含量≥99.3%、铁含量≤0.40%、 铝
含量≤0.20%、 钙含量≤0.10%、磷含量≤0.008%、硼含
量≤0.005% 、 碳含量≤0.04%、钛含量≤0.04%、镍含
量≤0.015%、铅含量≤0.001%、钒含量≤0.025%，粒度
为10~100mm（粒度偏差筛下物不大于 5%，筛上物不大于
5%）；升水800元/吨。

表：工业硅期货新交割标准

u 修改点：
u 交割标准变严格，交割品新增磷、硼、碳等含量要求，替代交割品新增磷、硼、碳、钛、镍、铅、钒，交割品更贴近下游
多晶硅市场需求

u 替代交割品升⽔从2000元/吨修改⾄800元/吨，基准交割品变得更有性价比

数据来源：广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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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业硅产业链

工业硅硅石

洗精煤 石油焦 木炭 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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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数据、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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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业硅冶炼工艺

图：工业硅生产工艺流程

数据来源：广期所

u 原料
1. 硅⽯（⽯英岩）：选择⾼纯度的⽯英岩或硅⽯，通常要求SiO₂含量在99%以上。
2. 还原剂：碳质还原剂，如煤、焦炭或⽊炭。
u 冶炼过程
⼯业硅的冶炼主要在电弧炉中进⾏，通过⾼温将硅⽯还原为硅。主要步骤如下：
1. 电弧炉冶炼：
装料：将⽯英岩和碳质还原剂按⼀定比例混合，装⼊电弧炉中。
加热：电弧炉通过电弧放电产⽣⾼温（通常在1500-2000°C），使硅⽯与碳发⽣还原
反应。
反应：在⾼温下，硅⽯中的⼆氧化硅与碳反应⽣成硅和⼀氧化碳⽓体。
SiO2+2C=Si+2CO↑
2. 提纯：
酸洗：将初步得到的硅进⾏酸洗，去除其中的杂质。
⽓相沉积：通过⽓相沉积法进⼀步提⾼硅的纯度，这种⽅法在制备电⼦级硅时常用。
u 关键技术要点
1. 温度控制：⾼温是冶炼过程的关键，温度过低⽆法有效还原硅⽯，温度过⾼会导
致硅挥发。
2. 配料比例：硅⽯和还原剂的配比需要精确控制，以确保反应完全，杂质最小化。
3. 炉衬材料：电弧炉的炉衬材料需耐⾼温且不与硅反应，常用材料包括镁铬砖和碳
化硅砖。
4. 环保措施：冶炼过程中会产⽣⼤量废⽓，需配备有效的除尘和废⽓处理系统，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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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业硅成本

特性 全煤⼯艺 非全煤⼯艺
还原剂 煤炭 ⽯油焦、⽊炭、冶⾦焦等混合还原剂
成本 较低 较⾼

环境影响 较⼤ 较小
硅的纯度 相对较低 相对较⾼
⼯艺复杂度 较低，适用传统电弧炉 较⾼，可能需改进或特殊设备
适用领域 普通⼯业用途，如部分铝合⾦和化⼯ ⾼端⼯业用途，如⾼纯度硅材料

u 全煤⼯艺是指在⼯业硅冶炼过程中，全部使用煤炭作为还原剂的⼯艺。非全煤⼯艺是指在⼯业硅冶炼过程中，不完全使用煤炭，⽽
是部分或全部使用其他碳质还原剂（如⽯油焦、⽊炭、冶⾦焦等）的⼯艺。

图：工业硅两种生产工艺比较

非全煤⼯艺 全煤⼯艺
电耗（kWh） 12000-13000 12000-13500
硅⽯（t） 2.7-3 2.65-2.9
洗精煤（t） 0.45-0.6 1.1-1.2
⽊炭（t） 0.5-0.95 -
⽯油焦（t） 0.8-1 -
⽊块（t） 0.3-0.68 0.5-0.85
电极（t） 0.06-0.1 0.07-0.1
合计 - -

图：工业硅两种生产工艺单耗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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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业硅成本

单耗/吨 单价/元 成本/元 占比
能源类别 电/Kwh 13000 0.44 5688 40%

硅石/t 3 420 1260 9%
石油焦/t 0.65 1650 1073 8%
洗精煤/t 0.66 1875 1238 9%
木炭/t 0.5 3250 1625 11%
木片/t 0.4 550 220 2%
电级/t 0.08 15200 1216 9%

1 625 625 4%
1 400 400 3%
1 410 410 3%
1 420 420 3%
1 105 105 1%

14279
12829
10869
11784

税费（环保税、水资源费）
合计

完全成本折盘面
现金流成本折盘面

现金成本（人工+三费+税）折盘面

云南421工业硅成本模型

原料消耗
（含运费）

类别

维护费用
人工成本

三费（财务、管理、销售费用）
设备折旧

单耗/吨 单价/元 成本/元 占比
能源类别 电/Kwh 13000 0.36 4664 33%

硅石/t 3 570 1710 12%
石油焦/t 0
洗精煤/t 1.9 1875 3563 25%
木炭/t 0
木片/t 0.8 550 440 3%
电级/t 0.1 15200 1520 11%

1 625 625 4%
1 600 600 4%
1 410 410 3%
1 420 420 3%
1 105 105 1%

14056
12456
10296
11411

设备折旧
税费（环保税、水资源费）

合计
完全成本折盘面
现金流成本折盘面

现金成本（人工+三费+税）折盘面

四川421工业硅成本模型
类别

原料消耗
（含运费）

维护费用
人工成本

三费（财务、管理、销售费用）

单耗/吨 单价/元 成本/元 占比
能源类别 电/Kwh 13500 0.34 4613 38%

硅石/t 3 475 1425 7%
石油焦/t 0.3 1540 462 2%
洗精煤/t 1.2 2000 2400 6%
木炭/t 0 3250 0 0%
木片/t 0.3 550 165 0%
电级/t 0.08 15200 1216 3%

1 200 200 0%
1 800 800 2%
1 300 300 1%
1 600 600 1%
1 0 0 0%

12180.5
11231
10131
10431

设备折旧
税费（环保税、水资源费）

合计
完全成本折盘面
现金流成本折盘面

现金成本（人工+三费+税）折盘面

新疆伊犁地区421工业硅成本模型
类别

原料消耗
（含运费）

维护费用
人工成本

三费（财务、管理、销售费用）

表：工业硅主产区6月成本模型

0.28
0.29
0.30
0.31
0.32
0.33
0.34
0.3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新疆地区平均电价（元/Kwh）

2021 2022 2023 2024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四川地区平均电价（元/kWh）

2021 2022 2023 2024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云南地区平均电价（元/Kwh）

2021 2022 2023 2024

u ⼯业硅⽣产过程中的成本结构包含电⼒成本、
还原剂成本、硅⽯成本、电极成本、⼈⼯成
本、折旧成本以及其他费⽤。不同⽣产企业
的成本由于各⾃电价、原料以及技术⼯艺的
差异⽽各不相同。

u 6月云南421折盘面现⾦成本10869元/吨；四
川421折盘面现⾦成本10296元/吨；新疆伊犁
421折盘面折盘面现⾦成本10131元/吨

u 丰⽔期云南、四川电价降低，每度电降低0.1
元，⼯业硅成本下降约1300元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SMM、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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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工业硅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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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金属硅产能分布分省份（万吨）

u 2013-2024年期间，全球⼯业硅产能从465万吨/年增加⾄918万吨/
年，中国⼯业硅产能从345万吨/年增加⾄740万吨/年，中国⼯业
硅产能全球占比80%左右

u 我国⼯业硅产能主要分布在电⼒资源充沛的西北、西南地区，依
托于丰富的煤电、⽔电资源，新疆、云南、四川等省份产能优势
明显

u 新疆、云南、四川、内蒙地区产能占比分别为38%，19%，13%，
7%，合计占比77%

图：金属硅年度产能（万吨）

数据来源：SMM、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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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工业硅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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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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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宁夏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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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硅材料(盐津)有限公司(云南)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四川)

武威荣丰硅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中国2024年工业硅新增产能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合盛硅业(鄯善)有限公司

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昌吉吉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兰州东金硅业有限公司

宁夏晶体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内蒙古鑫元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黑河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怒江宏盛锦盟硅业有限公司

新疆协鑫硅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中国工业硅产能Top10

图：中国金属硅产能分企业（万吨）

u 2024年中国⼯业硅总产能700多万吨，24年新增产能约100多万吨
u 中国⼯业硅⽣产龙头为合盛硅业，其现有产能超过100万吨
u 24年新增产能内蒙古地区最多，由于涉疆法案的存在，近两年内

蒙古地区新投产产能较多，内蒙古目前为我国⼯业硅第四⼤产区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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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业硅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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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18-2023年期间，全球⾦属硅产量从377万吨增加⾄525万吨，2024年预计全球⾦属硅产量638万吨，同比增长14%
u 中国⼯业硅产量全球占比逐步提⾼，23年中国占比82%
u 2018-2023年期间，中国⾦属硅产量从267万吨/年增加⾄380万吨，2024年预计中国⾦属硅产量456万吨，环比增长20%
u 2023年中国新疆、内蒙、甘肃地区产量呈上升趋势，云南四川地区产量略降
u 2023年中国⼯业硅产量以553和421为主，分别占比43%和36%，合计80%
u 2024年中国⼯业硅产量逐步上升，1-6月累计产量228万吨，累计同比增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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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MM、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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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业硅产量（四大产区）

u 2024年1-6月新疆产区⼯业硅产量127
万吨，累计同比增长39%，6月产量
22.4万吨，同比+74%，环比-6%

u 2024年1-6月云南产区⼯业硅产量24万
吨，累计同比增长2%，6月产量5.9万
吨，同比+36%，环比+104%

u 2024年1-6月四川产区⼯业硅产量15.4
万吨，累计同比增长15%，6月产量6.0
万吨，同比+58%，环比+83%

u 2024年1-6月内蒙产区⼯业硅产量18.8
万吨，累计同比增长44%，6月产量3.8
万吨，同比+106%，环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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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18.9 19.4 21.1 21.2 23.9 22.4
2023 14.0 14.5 17.5 16.9 15.8 12.9 10.5 11.5 12.8 15.0 18.2 18.1
24同比 35% 34% 21% 25% 51% 74%
24环比 5% 3% 9% 0% 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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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2.9 2.8 3.1 3.1 3.2 3.8
2023 1.8 2.1 2.6 2.5 2.2 1.8 2.1 2.4 2.7 2.8 2.8 2.9
24同比 63% 32% 19% 23% 44% 106%
24环比 1% -3% 13% -2% 4% 18%

云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24 4.1 4.0 3.4 2.7 2.9 5.9
2023 4.7 4.4 3.6 3.1 2.5 4.4 8.7 9.1 9.1 9.1 7.3 4.6
24同比 -12% -9% -6% -12% 15% 36%
24环比 -10% -4% -14% -21% 8%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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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同比 -7% -13% -14% -18% 32% 58%
24环比 -30% -8% -7% 1% 121% 83%

数据来源：SMM、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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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业硅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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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24年全国⾦属硅开⼯率整体呈上升趋势，6月全国开⼯率77%
u 新疆地区使用⽕电，且部分厂家有自备电厂，电价波动较小，整体开⼯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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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MM、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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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业硅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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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云南使用⽔电，丰⽔期（5-11月份），枯⽔期12月-次年4月
u 四川使用⽔电，丰⽔期6月—10月，枯⽔期1月—4月、12月，平⽔期5月、11月
u 云南、四川地区开⼯存在明显的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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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业硅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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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中国⾦属硅以出⼝为主
u 2024年1-6月中国⼯业硅进⼝1.3万吨，出

⼝36.5万吨，出⼝累计同比增27%
u 出⼝以亚洲地区为主，包括日本、印度、

韩国、阿联酋以及少量欧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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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5月中国工业硅出口（吨）

进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24 64012 37362 63901 66633 71787 61240
2023 51648 47532 47978 44484 48885 47721 47429 43317 51287 43599 47551 51568
24同比 24% -21% 33% 50% 47% 28%
24环比 24% -42% 71% 4% 8% -15%

进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24 1263 3787 1269 2721 2453 2113
2023 250 193 294 268 222 25 47 2996 18 429 412 1344
24同比 405% 1862% 332% 915% 1005% 8352%
24环比 -6% 200% -66% 114% -10% -14%

数据来源：SMM、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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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业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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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16年全球⼯业硅消费量313万吨，2023年全球⼯业硅消费量559万吨，年化
平均增长率8.64%，2023年同比增长15%，趋势上看目前需求增速尚在提升

u 中国在全球硅消费中的占比逐年增加，从2016年的约45%增长到2023年的接
近70%

-7%

-3%

4%
3%

1%

3%

-3% -3% -2%

1%

-6%
-8%

-6%

-4%

-2%

0%

2%

4%

6%

-40

-30

-20

-10

0

10

2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全球工业硅供需平衡

产量-消费量 过剩率

数据来源：SMM、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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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业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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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16年中国⼯业硅消费量136.8万吨，2023年中国⼯业硅消费量381.4
万吨，年化平均增长率15.8%，2023年同比增长30%

u 从2016年⾄2023年，中国硅的下游需求中多晶硅的占比⼤幅上升，
⽽铝合⾦和有机硅的占比则有所下降

u 多晶硅的占比从19%上升⾄47%；有机硅需求量在总体硅需求中的占
比从34%下降⾄31%，铝合⾦占比⼤幅下降，从40%下降⾄18%，其
他的需求占比变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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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业硅需求——有机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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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有机硅产业链中，下游产品⼏乎都经过硅氧烷环节
u ⽣产⼀吨硅氧烷（DMC）⼤概消耗0.52吨⼯业硅
u 2024年1-6月国内⽣产DMC473万吨，累计同比增6%，DMC需求增速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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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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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业硅需求——多晶硅

工业硅

冶金级多晶硅

太阳能级多晶硅

电子级多晶硅

光伏电池

半导体

建筑、汽车
航空航天 u 电⼦级多晶硅硅含量在99.9999%以上，太阳能级多晶硅硅含量在

99.99%-99.9999%之间，冶⾦级多晶硅对硅含量要求较低，目前多晶
硅下游光伏电池需求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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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24年中国多晶硅产量维持⾼增速，1-6月国内多晶硅产量100万吨，累计同比增长51%，6月产量15.1万吨，同比+24%，
环比-15%

u 由于下游光伏需求不及预期，多晶硅库存呈上升趋势，截⾄7/19，多晶硅库存23.5万吨，库存今年累库约17万吨

数据来源：SMM、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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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工业硅平衡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8月 2023年9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2月 2024年1月 2024年2月 2024年3月 2024年4月 2024年5月 2024年6月
金属硅产量 27.4 28.1 31.3 29.1 27.1 26.5 28.3 32.1 35.6 39.3 40.3 35.0 34.6 34.5 36.6 35.9 40.8 45.3
再生硅产量 1.4 1.8 1.9 2.0 2.0 2.0 2.1 2.2 2.2 2.1 2.2 2.2 1.9 1.4 2.1 2.0 2.1 1.9
97硅产量 2.9 2.3 2.5 2.2 1.8 1.5 1.4 1.6 2.0 2.0 2.2 2.1 2.1 2.3 2.8 3.4 3.7 3.1
进口 0.0 0.0 0.0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1 0.1 0.4 0.1 0.3 0.2 0.2

供给合计 31.7 32.2 35.7 33.3 30.9 30.0 31.7 36.2 39.8 43.4 44.7 39.4 38.7 38.5 41.6 41.6 46.8 50.5
供给环比增速 1.6% 10.6% -6.8% -7.2% -2.9% 5.8% 14.1% 10.0% 8.9% 3.0% -11.9% -1.6% -0.6% 8.0% -0.1% 12.6% 7.9%
多晶硅需求 11.8 11.6 12.8 13.1 13.2 13.9 14.4 15.0 15.5 16.4 17.3 17.8 18.3 18.7 19.7 20.8 20.4 17.4
DMC需求 8.5 9.3 8.8 8.2 8.6 8.1 10.2 9.2 9.7 9.7 9.0 10.1 10.0 9.3 10.2 9.7 10.8 10.7
铝合金需求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出口 5.2 4.8 4.8 4.4 4.9 4.8 4.7 4.3 5.1 4.4 4.8 5.2 6.4 3.7 6.4 6.7 7.2 6.1

需求合计 31.3 31.4 32.1 31.6 32.6 32.6 35.2 34.3 36.1 36.3 36.9 38.8 40.4 37.6 42.0 43.0 44.1 40.0
需求环比增速 0.4% 2.2% -1.7% 3.1% 0.0% 8.0% -2.6% 5.5% 0.5% 1.6% 5.3% 4.2% -7.1% 11.9% 2.3% 2.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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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月度平衡看，由于丰⽔期原因，国内⼯业硅8-11月份产量处于⾼位，整体过剩幅度较⼤，24年6月⼯业硅开始出现⼤幅过剩
u 库存⽅面，⼴期所仓单库存增长⾄33万吨，算上厂库和港⼝库存超过50万吨，整体库存偏⾼

数据来源：SMM、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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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

u⼯业硅又称⾦属硅，按照准⾦属硅中铁、铝、钙的含量，可把⾦属硅分为553、421等不同的牌号。
u⼯业硅下游主要分有机硅、多晶硅、铝合⾦
u⼯业硅的冶炼主要在电炉中进⾏，通过⾼温将硅⽯还原为硅
u⼯业硅⽣产过程中的成本结构包含电⼒成本、还原剂成本、硅⽯成本、电极成本、⼈⼯成本、折旧成本以及其他费⽤。
不同⽣产企业的成本由于各⾃电价、原料以及技术⼯艺的差异⽽各不相同

u中国目前⼯业硅产能740万吨/年，产能全球占比80%左右，新疆、云南、四川、内蒙地区产能占比分别为38%，19%，
13%，7%，合计占比77%

u 2023年中国⼯业硅产量380万吨，2024年预计产量456万吨，环比增长20%，以553和421为主，分别占比43%和36%，合
计80%

u 6月全国开⼯率77%，新疆地区整体开⼯平稳，云南、四川地区开⼯存在明显的季节性
u中国⾦属硅以出⼝为主，2024年1-6月中国⼯业硅进⼝1.3万吨，出⼝36.5万吨，出⼝累计同比增27%，出⼝以亚洲地区
为主

u中国硅的下游需求中多晶硅（47%）的占比⼤幅上升，⽽铝合⾦（18%）和有机硅（34%）的占比则有所下降

u 24年6月⼯业硅开始出现⼤幅过剩，国内⼯业硅库存超过50万吨，整体库存偏⾼

基础知识

基本面



【免责申明】本研究报告仅供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

报告是基于本公司分析师认为可靠且已公开的信息，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

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

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内容所导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本

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

如引用、刊发，需征得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

节和修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者

承担。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