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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水一路缓慢北上，在偃师市交汇后向东注入黄河。由于

独特的地理位置，偃师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农业传统，这里地

势开阔，河流密布，一派田园之色。 现在，身处黄河流域的

这个中原小城正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多晶硅之都。在其庞村镇

、高龙镇交界处，一个目前中国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基地洛阳

中硅高科技公司投资7亿元的1000吨多晶硅扩建项目即将在年

底完工。由疯长的玉米所包围的工厂内，纵横交错的管道发

出隆隆之声，反应器中硅料噼啪作响，一车一车的生产副料

二氧化硅被不断从厂区运出，忙碌非凡。入夜，工厂的重重

建筑如同节日之夜一般灯火通明，它就像是一座显示该地区

决心的丰碑，要在一夕之间，建成一个重工业的基地。 而相

距不过几十公里的洛阳，中硅高科另一个2000吨多晶硅产业

化项目土建工程也已经拉开序幕，这里聚集了上千工人，占

地500亩，厂区门口竖立着“一天一个样，一周大变样”的醒

目标语。 这样的景况实在非比寻常，仅在洛阳地区就将竖

起3000多吨的多晶硅生产高炉，而去年全中国的总产量还只

有287吨。“我所知道的宣称要进入多晶硅行业的就有35个项

目，已经实际操作的有20多家，非常疯狂。”中硅高科大股

东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硅材料事业部主任严大洲告诉

《环球企业家》，严亦是这一中硅高科1000吨项目的总承包

经理。 鼓舞这一切发生的背后力量则是由诱人的前景、热情

的投资者和快速攫取财富的冲动所混合而成的资金机器。多



晶硅，作为太阳能产业发展所需的重要工业原料，预计中国

未来几年的总需求约为2万吨，其全球价格则一路飙升，

从2002年的20美元/公斤上涨到300美元/公斤；而其下游的众

多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则早已成为一个又一个资本市场的明星

。2005年12月，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上市，募集资金4亿美元，上市首日股价即大涨41%，其创始

人施正荣迅即以149亿的身价成为所谓的中国大陆新首富。巨

大的财富效应让中国太阳能概念迅速升温，其后两年内，浙

江昱辉、CSI阿特斯、林洋新能源、常州天合、中电光伏等10

余家企业也先后登陆海外资本市场。今年6月4日上市的江西

赛维则成为3年来在美国IPO金额最大的中国大陆企业。 Piper

Jaffray清洁技术分析师杰西皮切尔(Jesse Pichel)说，最终该行业

的发展基地将位于中国，原因就同在手机和电脑行业所发生

的故事一样。但事实上，笼罩在“高科技”、“新能源”等

诸多光环之下的中国太阳能光伏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只是

“加工厂”而已，企业只要购买到先进的铸锭炉、切片机，

从国外进口多晶硅料，就可以参与铸锭、切片、电池制造和

组件封装等各个环节，而其中的部分设备现在也已经实现国

产化，七八十万元就可以购买一台，三台机器就可以组织生

产，这让行业门槛大大降低，成为规模经济和成本控制的又

一个比拼之地而已。 许多投资者认为无锡尚德最初的成功代

表了中国整个太阳能行业的繁荣，但一些新公司在目前的行

业发展情况下可能并未占据有利位置。“市场尚未分出赢家

和输家，不分青红皂白追涨的资金太多。”皮切尔说。激烈

的竞争可能促使中国企业牺牲利润以抢占市场份额，更要命

的是，太阳能并不是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一剂灵药。尽管太



阳能价格在这几十年里不断下降，但在全球大多数地区仍大

大高于普通电网的电力价格，该行业仍严重依赖于政府补贴

。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企业还未攻克这一产业的关键技

术（包括处理污染能力）的情况下，具有狂热进取心的中国

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却忽视了在提供太阳能这一清洁能源

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 石牛村的担心 从偃师市区向北40里

，过洛河、伊河，半个小时就可到达高龙镇。这里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工业经济处于起步状态，人均月收入不到1000

元。2004年，这里成功“招商引资”到一家当地有史以来最

为高科技的企业洛阳中硅高科技公司，2005年底中硅高科就

建成了一期300吨多晶硅生产项目，并立即投入1000吨项目的

扩建。 中硅高科的市场表现没有让地方政府失望。去年中硅

高科实现销售收入1.7亿元，利润7642万元，上缴税收5255.69

万元，而这仅仅利用了300吨产能的一半。更让当地刮目相看

的是，这家企业普通员工的收入在2000-3000元之间，高级技

术工人的收入能达到8000-10000元。 周围百姓也大喜过望。

中硅高科东西紧邻石牛村和军屯村，两村村民很多都从为工

厂做杂工而获得额外收入；旁边酒店的入住率也大幅攀升，

尽是带着现金和合同来购买多晶硅的客商；通往中硅高科的

路边，住宿、餐饮、维修的店铺一家接着一家开张。村庄的

平静被打破了。 然而，直到村民闻到越来越强的刺激性气味

，看到经常出入工厂的带着“有毒”字样的罐车时，才意识

到这家企业能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繁荣。“工厂经常

排放刺激性气体，厂里会冒出白烟，半夜两三点排得更多。

我们村里的井水过去很甜，现在开始发涩，烧水的时候有大

量泡沫和沉淀物。”张超站在自家门口，指着50米之外的中



硅高科1000吨扩建项目说。 张是石牛村村民，附近田地被征

收后，他平时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他家距离中硅高科多晶

硅项目不到100米。他指责说，这个化工项目距离村庄太近，

而他们最初并没有料到这是一家这样的工厂。“这两年周围

小麦的麦穗上部出现了腐烂现象，我们的玉米产量减少了近

一半。”这位27岁的年轻人告诉《环球企业家》，他们很担

心未来的生活环境与质量。 不过，洛阳市环保局开发监督科

科长赵丽新否认了大量污染的存在。她表示，这个项目已经

通过了省环保部门的环境评价，化工企业都会有污染，重要

的是把污染控制在环境许可范围内，“选址是环境评价的重

要部分，专家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已进行了详细论证，通过论

证说明污染可以达标排放”。 严大洲也否认中硅高科为当地

带来了污染：“中硅高科是一个清洁工厂，所有的有毒气体

和污染物已经分离并回收利用，刺激性气味可能来自附近另

外一家工厂，我们正在调查。” 但当地的部分村民仍坚持认

为这里的环境正在恶化。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不相信

没有污染。他正在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远离村庄，在更远的地

方买房，甚至自己也打算从石牛村迁走。 这正是中国太阳能

产业所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多晶硅核心技术三氯氢硅还原法

垄断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六七家企业手中，中国企业很难

获得关键技术。生产多晶硅是一个提纯过程，金属硅转化成

三氯氢硅，再用氢气进行一次性还原，这个过程中约有25%

的三氯氢硅转化为多晶硅，其余大量进入尾气，同时形成副

产品四氯化硅，每生产一吨多晶硅，就产生4吨以上的四氯化

硅废液。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回收工艺不成熟，三氯氢硅、

四氯化硅、氯化氢、氯气等有害物质极有可能外溢，存在重



大的安全和污染隐患。四氯化硅一遇潮湿空气即分解成硅酸

和剧毒气体氯化氢，对人体眼睛、皮肤、呼吸道有强刺激性

，遇火星会爆炸；氯气的外逸则可以使人出现咳嗽、头晕、

胸闷等病状，并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和绝收。 大规模生产

及副产品回收一直是中国多晶硅生产企业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前身是中国有色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的恩菲工程公司虽已初

步掌握了生产工艺，并在1997年将自己的技术用于四川峨嵋

半导体公司100吨多晶硅项目建设，但是由于技术并不十分成

熟，在2003年与洛阳单晶硅厂共同组建洛阳中硅高科技公司

后，投产第一年的产量极其有限，即使明年1000吨产能成功

运行，也无法全部转换为产量。 多晶硅材料专家、中科院广

州能源所研究员沈辉向本刊证实，多晶硅生产过程中确有大

量腐蚀性气体产生，化学反应非常复杂，国内企业在回收工

艺方面还有待加强。 在偃师，中硅高科生产出的多晶硅料会

部分运往位于洛阳的无锡尚德的分厂，在那里经过加工变成

太阳能电池片，组装后向欧洲市场出口。 喧哗与躁动 尽管村

民对中硅高科技术存在怀疑，甚至对其污染程度可能有所夸

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已经是中国掌握的比较先进的技术

，中硅高科项目也得到从科技部到地方政府的一路支持，千

吨级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 针对技术方面的不足，

中硅高科已列出三项改进内容：第一，还原炉要更大更高效

；第二，增强大型原料合成及提纯；第三，提高副产品回收

系统。 而在严大洲看来，其它那些匆忙上马甚至未通过审批

的“大项目”所隐含的风险才更值得警惕，“有些企业一开

始就要搞1万吨项目，而我们只敢通过不断的技术积累，先

从300吨、1000吨、2000吨的规模做起”。多晶硅技术并不神



秘，小批量生产中国企业可以做到，但却很难克服规模化生

产中的技术难题。 目前，国内在筹备的千吨级项目仅有四个

获得国家批准，其余大部分是向俄罗斯购买技术，而该技术

与美国、日本等国企业还有相当差距，没有经过工业化示范

，其缺点是气体回收率低，污染大，产出率低，高耗能。某

些国内企业的多晶硅投资典型路径是，从国内外多晶硅企业

中挖一批人才，由他们根据经验设计俄罗斯技术的生产流程

。严大洲表示，这些人才带来的仅是经验，可靠性存在疑问

。 中国已经有不少地方在竞相提出建设有关太阳能基地的产

业构想，比如湖北武汉、山东日照、河北保定等。在苏浙地

区，那些仿佛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众多太阳能光伏企业，正在

成为当地经济生活中的新宠。2006年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

产能已达1600兆瓦，而全球太阳能电池实际装机容量只

有1420兆瓦。 上游的多晶硅原料生产投资更是疯狂，南玻集

团5000吨多晶硅项目、江苏大全集团6000吨项目、通威集

团10000吨项目、天威英利5000吨项目、爱信硅科技10000吨项

目、亚洲硅业6000吨多晶硅、江苏阳光4500吨项目⋯⋯这些

规划的项目产能已经远远超出全球的需求。 出现这一现象的

根本原因在于，以GDP增长为政绩考核指标，使得地方政府

官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解还停留在“惟增长论”上，对

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以及对外来资本的重视则是这一思

路指导下的顺理成章之举。结果是，那些靠减少环保支出而

拥有成本优势的小企业可以生存了；另外，能够实现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的任何外来资本，都会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

为了创造所谓的“良好投资环境”，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甚至

成为企业的利益代言人，听任一些项目违规操作。 尤其让业



内人士担心的是，投资多晶硅的大部分企业之前并没有该行

业甚至化工产业的背景，但却描绘了一幅极为亮丽的投资前

景。以南玻集团为例，这是一家生产玻璃和IT电子元器件为

主业的集团。今年5月，其宜昌硅材料基地正式奠基，要

在1500亩土地上建设5000吨多晶硅工厂，一期产能为1500吨。

根据其对外公布的消息，一期建设计划在两年内完成，拟投

资7.8亿元，预计投资内部收益率可达49.48%，静态回收期（

不含建设期）为2.61年。 但事实上这样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

了。多晶硅对系统性要求非常高，不是单套，而是几百套上

千套设备相互配合才能做出产品，因为大量易燃易爆气体的

存在，所以对生产过程的安全要求很高，副产品回收方面也

需很高的工艺水平，技术风险、环境风险都非常大。即使技

术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在国外多晶硅企业迅速扩产、国内同

行纷纷投资的背景下，高位运行的多晶硅价格还能坚挺多久

呢？ 另外，多晶硅是高投入、高耗能的产业，其项目必须位

于硅、煤炭和氯碱资源都丰富的地区，三者缺一不可。生

产1000吨多晶硅需要投资10亿元，消耗10万千瓦电力，这导

致太阳能的发电成本大约是生物质发电的7-12倍，风能发电

的6-10倍，更是传统煤电方式的11-18倍。“我发现很多我接

触过的企业对这一行业了解非常少。”严说。 “最大机会” 

王平是一家能源投资基金的合伙人，2006年，王平与伙伴看

到了多晶硅产业的良好发展前景，决定在内蒙古投资多晶硅

项目。那里有丰富的高品质硅矿，同时有廉价的煤炭与合适

的水源，王平等人到当地考察过多次，并委托专业机构做了

项目计划书和投资收益分析，分析显示这个项目具有足够的

投资回报率，且回收时间并不长，似乎是一个十拿九稳的项



目。 但在今年年中，他却决定中止投资。 “一是我们解决不

了人才问题，技术上难以控制；二是整个行业如此大规模的

投资也让这个项目的不确定性增加。”王平告诉《环球企业

家》。急剧膨胀的太阳能产业已使得关键人才出现紧缺，让

王平难以组建一支适合的管理团队；另外他认为，这个行业

看似高利润，实则有很大的投资风险，由于无法获得核心技

术，项目本身出现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国际

上的动向也引起了王平警惕。在面对强劲需求的情况下，国

外7大企业并没有迅速扩产，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全球太阳能市

场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发展，政策一旦变化，多晶

硅行业可能立即出现产能过剩。最近，太阳能应用最主要的

市场德国准备修改光伏产业政策，限制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

动向，这更增加了王平的担心。 新技术的替代也增加了投资

风险，晶体硅太阳能组件由于耗费大量硅资源、电力，成本

一直比较高，新的薄膜太阳能光伏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在日

本已开始实现规模化，国外主流企业也在考虑如何分散投资

风险，以免在产业升级中被淘汰。 而第三代太阳能光伏技术

聚光太阳能也早已出现，其太阳能电力转化效率超过30%，

高于晶体硅光伏技术，不过因为技术的稳定性和成熟度还不

够，阻碍了其大规模应用。8月3日，国内最大的聚光光伏太

阳能电站在四川西昌正式开工，这一示范项目设计发电能力

为10兆瓦，预计于2009年年底建成使用。 事实上，中国出现

的火热景象与拥有全球多晶硅市场53.22%份额的美国的情形

大异其趣，美国太阳能产业在争取资本支持方面也一直少人

问津。197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姆道格

拉斯（William O. Douglas）在承认太阳能研究领域缺乏投资



时亦表示他对此并不惊讶，毕竟“没有谁拥有太阳”。不幸

的是，30年后仍然没有人能改变这一局面。 对中国太阳能光

伏产业另一个更普遍的担忧是，如何避免因重复建设而浪费

大量资源，并可能造成环境破坏。“应该确定重点地区或企

业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并控制地方政府招商冲动，这有利于

整个行业健康、有序竞争。”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研究员沈辉

表示。虽然在产业政策上国家鼓励发展多晶硅，鼓励外商投

资，但必须抑制目前的疯狂状态，强化环保指标，停掉违规

、技术不过关的项目。 “太阳能光伏产业本来是一个高科技

产业，但中国企业都把它做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北京太

阳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衡洋说。现在，这个行业急需要解决

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要严格执行产品标准，在中国光伏市场上

充斥着的许多太阳能次片和残片，有许多小企业专门收购这

些残片进行加工后再出售，出售给一些图便宜的灯具、户用

系统和独立小型电站的采购商，“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不规

范的行业”。 另一个制约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因素是，中

国虽然正在成为太阳能能源的制造大国，但却没有有效启动

国内市场。这使得中国承受了制造环节的污染代价，却没有

享受到清洁能源所带来的益处。天威英利新能源公司告诉《

环球企业家》，该公司目前90%以上的产品仍需要寻找国际

买家，只有不到10%在国内市场上消化掉，这一小部分产品

主要应用于通信基站、西北地区的户用系统、城市道路和交

通警示灯等很小的公用事业项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