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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平淡库存高企，硅价延续低位震荡 

 

摘要 

回顾 10月份，工业硅呈现宽幅震荡。需求表现平淡，市场成交僵持，

受宏观利好推动盘面短暂冲高后，部分厂家用 12 合约套保锁定利润，成

交重心较前期上移，但下游整体接受度不高，仍询单居多，按需成交为主。

至中下旬，水电优惠逐渐减少，西南区域产量迅速下降，南方厂家前期订

单基本结束，北方厂家积极参与套保，产能变化不大，且临近交割月，仓

单压力进一步对价格造成压力，月末光伏利好释放盘面短暂上行，而后随

着宏观影响逐渐消退，市场交易重回基本面，盘面承压回落。 

展望 11月，供应方面，北方企业在成本优势及套保操作下维持一定

利润保持生产，西南地区随着电费上涨停炉数将逐渐增加，北增南减的生

产格局将进一步分化，整体产量或小幅下降，同时，11 月为工业硅仓单

集中注销期，而当前库存已在高位，随着旧仓单流向现货市场，未来硅价

将进一步承压；需求方面，多晶硅去库情况难言乐观，硅料企业在利润不

佳的情况下将维持对原料的打压，多晶硅企业在亏损压力下或增加检修

计划；铝合金下游按需采购为主，更有赖终端行业政策利好的提振，有机

硅弱势运行也将打击单体厂的生产积极性，整体而言，工业硅供需偏宽格

局不改，11 月预计延续弱势震荡，关注产业利好对板块情绪及需求的阶

段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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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工业硅市场行情回顾 

一、工业硅市场行情回顾 

10 月份，工业硅呈现宽幅震荡。月初，市场成交僵持，而后随着煤炭市场走强，焦煤

价格多次上调，硅煤矿口原煤价格受此影响也有所上涨，原料支撑上移，挤压硅企利润，

增强市场挺价意愿，但需求方面仍表现平淡，电池片双向承压，组件环节需求萎靡，铝合

金企业维持刚需采购，有机硅成本端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波动，单体厂挺价意愿较强，工

业硅基本面压力不减。盘面冲高后，部分厂家用 12合约套保锁定利润，现货报价探涨，但

下游接受度不高，询单居多，按需成交为主，成交重心较前期上移。月中，西南地区电价

成本走高，减产增多，但北方厂家复产增多，积极参与套保，工业硅供应波动不大，需求

端延续观望态度，交投平淡，询单居多，工业硅延续供需偏宽格局。月末，南方开工继续

下滑，西南区域四川及云南产量迅速下降，南方厂家前期订单基本结束，市场低价货源减

少，有机硅终端释放一定刚需订单，市场价格回暖，但临近交割月，库存水平已较高，仓

单压力进一步对价格造成压力，期间光伏利好短暂提振盘面情绪，而后宏观影响逐渐消退，

市场交易重回供需偏宽的基本面。截止 10 月 29 日，通氧 553 硅（华东）报价 11850 元/

吨，环比上月同期涨 150 元/吨；10 月份工业硅主力合约换月至 SI2412 合约，报价 12800

元/吨，环比上月同期涨 55元/吨。 

 

 

图表来源：同花顺、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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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工业硅市场产业链回顾与展望分析 

一、工业硅供应端 

1、工业硅产量 

SMM 统计 9月份中国工业硅产量在 45.4万吨，环比减少 2.0 万吨降幅 4.3%，同比增量

9.8 万吨增幅 27.5%。2024 年 1-9 月累计产量在 369.3 万吨，同比增量 103.7 万吨增幅

39.1%。9 月份多地区工业硅产量均出现下滑，其中以云南、四川降幅居前。9 月份新疆三

大头部企业开工率基本维持稳定，云南及四川硅企减产主因行情低迷生产承压等，在 8 月

底 9 月初有部分矿热炉减产，甘肃、贵州、黑龙江也有部分产能停产检修产量有所下滑，

其中部分检修产能计划在 10-11月份复产，多数南方硅企观望计划在 10月底减停产。考虑

到 10 月份生产天数较 9 月份增加 1 天，SMM 预计 10 月份全国工业硅产量环比增加 1-2 万

吨左右。11月份四川进入平水期，综合电价预计每度电有 6-8分钱的上涨，西南地区开工

将进一步下滑。 

 

 

图表来源：SMM、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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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硅库存 

截至 10 月 25 日，SMM 统计工业硅全国社会库存共计 49.8 万吨。其中社会普通仓库

15.4万吨，社会交割仓库 34.4万吨（含未注册成仓单部分）。10月份，硅企开工高稳，旧

仓单流入市场，下游需求较为平淡，现货成交僵持，工业硅库存持续增加。11月，光伏产

业利好及多晶硅上市预期或抬升下游备货意愿，楼市政策利好也将一定程度促进需求释放，

不过需求放量不及供应增速，预计工业硅库存仍呈现上升趋势。 

 

 
图表来源：WIND、瑞达期货研究院 

二、工业硅需求端 

1、铝合金市场分析 

据海关数据显示，2024 年 9 月未锻轧铝合金进口量 9.47 万吨，同比增加 2.1%，环比

增加 11.0%。2024 年 1-9月累计进口 89.03万吨，同比增加 11.4%。2024年 9 月未锻轧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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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减少 5.4%。据 SMM了解，国庆节后，再生铝企业订单有所分化，部分企业反馈周内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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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开工率整体小幅企稳回升。月末，由于废铝价格随铝价持续攀升，再生铝厂面临较大

的原材料成本压力，下游压铸企业仍较为谨慎，采用分批次、小批量采购的策略，市场总

体成交状况不佳。关注 11月宏观增量政策对情绪的支持和后续需求的推动。 

 

 

图表来源：WIND、瑞达期货研究院 

2、有机硅市场分析 

海关数据显示，2024 年 9 月中国初级形状的聚硅氧烷出口量为 4.3 万吨，环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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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能开始放量，由于产品含量逐步合格，前期质量稍差产品价格较低，国内价格竞价激

烈，叠加传统需求淡季临近，SMM 认为，后续 DMC成交重心仍将继续下跌。 

 

 

图表来源：同花顺、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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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同花顺、瑞达期货研究院 

 

第三部分、总结与展望 

回顾 10月份，工业硅呈现宽幅震荡。需求表现平淡，市场成交僵持，受宏

观利好推动盘面短暂冲高后，部分厂家用 12 合约套保锁定利润，成交重心较前

期上移，但下游整体接受度不高，仍询单居多，按需成交为主。至中下旬，水电

优惠逐渐减少，西南区域产量迅速下降，南方厂家前期订单基本结束，北方厂

家积极参与套保，产能变化不大，且临近交割月，仓单压力进一步对价格造成

压力，月末光伏利好释放盘面短暂上行，而后随着宏观影响逐渐消退，市场交

易重回基本面，盘面承压回落。 

展望 11月，供应方面，北方企业在成本优势及套保操作下维持一定利润保

持生产，西南地区随着电费上涨停炉数将逐渐增加，北增南减的生产格局将进

一步分化，整体产量或小幅下降，同时，11月为工业硅仓单集中注销期，而当

前库存已在高位，随着旧仓单流向现货市场，未来硅价将进一步承压；需求方

面，多晶硅去库情况难言乐观，硅料企业在利润不佳的情况下将维持对原料的

打压，多晶硅企业在亏损压力下或增加检修计划；铝合金下游按需采购为主，

更有赖终端行业政策利好的提振，有机硅弱势运行也将打击单体厂的生产积极

性，整体而言，工业硅供需偏宽格局不改，11月预计延续弱势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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