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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不断成长的中国多晶硅光伏产业 
2012 年上半年多晶硅光伏市场回顾和展望 

 

本文要点： 

鉴于欧洲市场政策变动及不确定性刺激，2012 年上半年的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强劲，并

为光伏产品出货量的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受未来市场需求预期下滑以及产业链中上游

供应过剩的双重影响，加之美国双反事件对国内市场的打击，上半年国内多晶硅光伏产品价

格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滑。同时，企业利润快速下滑甚至亏损导致目前整个多晶硅光伏产业

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为困难的阶段。预计下半年多晶硅光伏市场供需矛盾将得到一定的缓

解，但是供应过剩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预期其市场将维持低迷的走势。并受之影响，

国内多晶硅光伏产业也将开始进行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相信经历过困境的中国多晶硅光伏产

业将不断成长、壮大。 

 

 上半年，多晶硅光伏产品价格不断下滑，其中多晶硅价格跌幅超过 25%，光伏产品价格

跌幅在 5-15%。 

 2012 年上半年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将超过 16GW，其中 1 季度的需求量为 6.9GW、二季

度需求量将超过 9GW。虽然欧洲削减光伏补贴的政策使其装机趋向缩减，并导致欧洲

所占安装市场的份额减少，但是中美两国下半年需求的爆发，并填补部分亏空，加之澳

大利亚、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安装量将增加，预计 2012 年全球

光伏系统装机容量将从 2011年的 28.5GW增加至 35GW以上，但是其增长幅度降至 20%

左右。 

 2012 年上半年的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强劲，并为光伏产品出货量的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而下半年供需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在供应过剩的背景下，预计多晶硅以及光伏产品的

价格将维持在低位。预期未来全球多晶硅产业将继续大型化、规模化的发展趋势；多晶

硅产业内部的激烈竞争势必将一些弱小的企业淘汰，寡头垄断市场的局面也将逐步显

现。 

 历经 2011-2012 年多晶硅光伏价格快速下跌之后，目前国内多晶硅光伏已经陷入大规模

停产的境地，但是上半年国内多晶硅光伏供应量保持增长态势。相比国内供应不减来说，

国际倾销加强成为国内多晶硅价格持续下滑的主要因素。预期下半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

些新兴市场需求将出现爆发，国内多晶硅光伏产业将逐步走出困境 

 未来太阳能光伏产业前景依然十分光明，同时发展光伏产业符合中国国情。鉴于未来光

伏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以及我国目前在光伏产业所拥有的领先地位，发达国家在整个产

业发展中针对多晶硅材料和终端光伏产品对我国进行双重打压，其意图不仅是因为目前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已经威胁到其发达国家的本土光伏产业发展，更是针对未来新能源产

业发展主导权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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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多晶硅光伏产品价格持续走低 

多晶硅光伏产业历经 2011 年 4 季度的价格快速下跌之后，2012 上半年，总体价格维持

继续下跌的走势，但其跌幅有所减缓。尽管年初受欧洲光伏市场需求强劲推动，包括进口多

晶硅在内的所有光伏产品价格曾一度出现小幅反弹，但在市场供应过剩以及国际多晶硅大量

低价倾销的双重打击下，上半年国内光伏产品价格幅度 5-15%，而多晶硅价格跌幅超过 25%。 

据硅业分会统计（见附表 1），2012 上半年，国内多晶硅价格再次快速下跌并刷新了历

史新低，截止上半年底，国内多晶硅主流报价从年初的 21-23 万元/吨跌至 16-17 万元/吨（含

税），跌幅达到 25%。同时，进口多晶硅价格从年初最高点的 31.75 美元/千克快速下跌至 22.96

美元/千克，跌幅为 27.8%。多晶硅价格的快速下跌也导致国内光伏产品的价格下滑，其中

多晶硅硅片的均价从年初 1.122 美元/片跌至 1.064 美元/片，跌幅为 5%；多晶硅电池片和组

件的价格分别从 0.487 美元/瓦和 0.955 美元/瓦跌至 0.467 美元/瓦和 0.812 美元/瓦，其跌幅

分别为 4.1%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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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9-2012 年上半年国内多晶硅价格（含税）走势 

 

第二部分 2012 年全球多晶硅光伏产业链基本现状及预测 

1、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强劲，预期全年增速放缓 

据硅业分会估计，2012 年上半年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将超过 16GW，其中 1 季度的需求

量为 6.9GW、二季度需求量将超过 9GW。虽然欧洲削减光伏补贴的政策使其装机趋向缩减，

并导致欧洲所占安装市场的份额减少，但是中美两国下半年需求的爆发，并填补部分亏空，

加之澳大利亚、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安装量将增加，2012 年全球光

伏系统装机容量将稳健增长，预计从 2011 年的 28.5GW 增加至 35GW 以上，但是其增长幅

度降至 20%左右。由于组件和系统价格的大幅下降，光伏安装市场扩展到了成熟市场以外

的地区，因此系统安装的地理分布多样性也是推动这一市场增长的因素之一。随着光伏行业

对成熟市场依赖程度的降低，地理多样化将助推全球光伏安装市场的发展。最终，随着单一

国家政策影响的削弱，长期内光伏市场将逐步稳定。 

从各国光伏需求分析，在光伏补贴削减政策的影响下，尽管欧洲光伏补贴下降，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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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光伏发电项目抢装，导致上半年欧洲地区安装量增加。其中德

国原计划最早从 4 月份起削减光伏补贴 20%到 40%，以遏制上半年预计出现的抢装潮。但

在 5 月初德国国会上议院的一项投票结果却宣告暂停对太阳能行业的补贴削减议案，这意味

着光伏企业将获得至少数月的“宽限期”。估计上半年德国光伏市场的需求量超过 5GW，而

下半年可能减少至 3GW，全年将达 8GW 以上。同时，在意大利市场， 2011 年其安装量达

到 9GW，超过德国成为当年最大的光伏发电装机国。但是欧债危机以及政府局势变化成为

市场在 2011 年年底萎缩的主要原因，预测 2012 年意大利市场将出现大幅度萎缩，需求量将

下滑至 4-5GW 的合理水平，上半年的需求估计为 3GW 左右，其中一季度需求量仅为

200MW，而二季度的需求量超过 2.5GW。 

在欧洲光伏安装量全面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美国以及亚太市场却在快速成长。特别是

中国市场，有可能在 2012 年成为继德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光伏安装国。2012 年 6 月 29 日，

中国“十二五”期间光伏太阳能发电的装机目标确定为 21GW。保守预期 2012 年中国光伏安

装量会翻倍至 5GW，甚至有望达到 6GW。由于上半年国内光伏安装量较少，因此，下半年

国内光伏市场需求将呈现爆发态势。在美国，尽管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导致国内

光伏用户成本增加，国家补贴增加，并进一步影响光伏装机量。美国光伏需求并不会因为补

贴增加和双反税率而受到较大影响，因此预计今年美国新增光伏需求量将达到 3GW，并集

中在下半年爆发。同样在亚太地区的日本和印度市场，在 2012 年其需求也将迅猛增长，对

于印度太阳能光伏行业来讲，上网电价政策固然能够提供行业继续的提振，但是问题在于如

何能够带来技术的进步。根据印度 2003 年“电力法”（涉及的重大问题，涉及发电，配电，

输电和电力交易的主要法规）规定，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印度政府希望通过 JNNSM 促

进生态可持续增长的同时，解决印度的能源安全挑战问题。JNNSM 的目标是在印度通过创

建全国各地扩散的政策条件，建立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应用市场。受到印度国家太阳能任务下

的新安装量以及各邦政府新政策的激励下，2012 年印度的光伏安装量有望达到 1GW。在日

本市场，福岛核泄漏事件让政府开始更多的关注光伏发电，并给予高额的补贴，预计 2012

年日本将有 3GW 的安装量，相比 2011 年大幅增长 150%，其中上半年安装量不足 1GW。 

 

2、市场供需矛盾依旧存在，下半年有望得到缓解 

2012 年上半年的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强劲，并为光伏产品出货量的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硅业分会估计，上半年全球晶硅电池的产量达到 18GW，同比增加 30%以上；其中中国国内

太阳能电池片的产量达到 13GW，占全球总产量的 72%左右。同时，全球上半年太阳能多晶

硅产量也创纪录达到 11.5 万吨，不仅同比增加 20%以上，环比也增加 10%左右。而正是多

晶硅供应充足，加之市场价格过低，截止上半年底，多晶硅库存出现一定的增加。初步统计，

国内外库存量增加 5000 吨左右，仅国内库存就增加 3000-4000 吨左右。 

下半年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在中国、美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爆发下，整个多晶硅光伏市

场供需矛盾将得到一定的缓解，悲观情绪也逐步转变。预计全年晶硅电池的产量将达到

38GW，同比增加 11.7%。同时全球太阳能多晶硅的产量也维持 14%的增长，达到 24 万吨。

从全年供需角度分析，太阳能多晶硅和晶硅电池的供应量依旧维持过剩的局面，而下半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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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在供应过剩的背景下，预计多晶硅以及光伏产品的价格将维

持在低位。 

 

表 1：2012 年全球多晶硅光伏产业供需现状及预测（单位：万吨、GW） 

 全球太阳能多晶硅 全球晶硅电池以及光伏安装量 

 产量 需求量  产量 安装量 增库存 

2011 21.5 21.4 34 28 6 

2012H1 11.5 11 18 16 2 

2012H2 12.5 12 20 19 2 

2012F 24 23 38 35 3 

数据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3、多晶硅产能扩张依旧，产业格局将发生变化 

尽管目前多晶硅光伏产业处于寒冬期，但是全球多晶硅的产能依旧不断的增加。据硅业

分会统计，预期 2012 年底全球多晶硅的产能将达到 41 万吨，较 2011 年的 33 万吨产能同

比增加 24%，其中前十大多晶硅企业的产能将达到 32 万吨，占其总产能的 78%。 

同时，从企业的产能、产量的数据来看：2012 年年底，中国江苏中能和韩国 OCI 公司

产能将分别达到 6.5 万吨和 6.2 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两家多晶硅生产企业，超过德国瓦克

公司和美国哈姆洛克公司扩产后 5.2 万吨和 5.9 万吨的产能。届时，前四家企业的产能将达

到 23.8 万吨，占全球总产能的 57.8%，而产量将达到 20 万吨左右，占总产量的 80%以上。

同时，中国多晶硅产能的快速增长也正在影响着全球多晶硅产业。截止 2011 年底，中国多

晶硅产能达到 13.4 万吨/年，产量达到 8 万吨，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40%和 33%。并且 2011

年全球前十大多晶硅企业中有四家中国企业。 

预期未来全球多晶硅产业将继续大型化、规模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中国江苏中能和韩国

OCI 公司两家后起之秀正在威胁原老牌德国瓦克公司和美国哈姆洛克公司的领先地位。因此

在前四大巨头将继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的前提下，产业内部的激烈竞争势必将一些弱小的

企业淘汰，寡头垄断市场的局面也将逐步显现。 

 

表 2：全球前十家多晶硅企业历年生产情况（单位：万吨） 

 产能 历年产量 

 2012 2011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HEMOLOCK（美） 5.9 3.6 3.3 3.6 2.25 1.7 1.45 

WAKER（德） 5.2 4.2 3.2 2.6 1.6 1.1 0.8 

GCL（中国中能） 6.5 4.6 2.94 1.78 0.75 0.19 0.016 

OCI（韩国） 6.2 4.2 2.7 1.65 0.4 0.4 - 

REC（美） 2.05 2.05 1.9 1.5 1.1 0.62 0.67 

MEMC（美） 1.41 1.31 1.4 0.8 0.8 0.6 0.48 

LDK（中国赛维） 1.8 1.8 1.1 0.5 0.05 - - 

TOKUYAMA（日） 0.82 0.82 0.88 0.82 0.82 0.75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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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YANG（中国中硅） 1 0.8 0.8 0.4 0.22 0.085 0.05 

DAQO（中国大全） 1 0.43 0.45 0.4 0.2 0.03 - 

OTHERS OF CHINA（中国其他） 6.8 5.8 2.7 1.27 0.61 0.13 0.047 

OTHERS OF WORLD（世界其他） 2.5 3.5 2.8 2.65 1.85 0.735 0.91 

TOTAL（总计） 41.2 33.1 24.2 17.96 10.65 6.34 4.95 

数据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第三部分、2012 年国内多晶硅光伏产业链现状及预测 

1、国内多晶硅光伏市场供应不减 

历经 2011-2012 年多晶硅光伏价格快速下跌之后，目前国内多晶硅光伏已经陷入大规模

停产的境地。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已投产多晶硅企业为 43 家，仅剩 7 家企业尚在开工生产，

其余的企业均已经关闭生产线，即有 80%企业已经停产。国内规模最大的四家企业仍在维持

生产，但产能利用率也在大幅下降；如果考虑已经关停的企业，国内整个产业的产能利用率

不足 50%。同时，五成的光伏企业处于停工状态，其他的三成减产一半，其余的 20%处于勉

强维持状态。 

尽管国内多晶硅光伏企业面临困境，但是上半年国内多晶硅光伏供应量保持增长态势。

据硅业分会统计，上半年国内多晶硅产量达到 3.8 万吨，国内四大巨头的产量已经超过 3.3

万吨，占国内总产量 75%，其中仅中能的产量超过 2.5 万吨，占国内总产量的 65%。值得业

内关注的是，由于高成本压力，洛阳中硅、新疆特变和四川永祥三家公司在 4 月份被迫停产

检修，目前洛阳中硅和四川永祥已经检修结束，预计下半年将满负荷生产。而在光伏产业链

方面，估计上半年国内晶硅电池的产量达到 12GW，其中出口达到 10GW 以上，占比超过

80%以上，而国内安装量仅为 1.5GW。 

 

2、国际倾销加强，多晶硅国内企业陷入困境 

相比国内供应不减来说，国际倾销加强成为国内多晶硅价格持续下滑的主要因素。海关

统计数据显示，1-5 月份我国多晶硅进口量为 3.4 万吨，同比增长 32.3%。从分月度数据来

看，除 4 月份之外，1-5 月份进口多晶硅数量逐月增加，并在 5 月份创历史新高达到 7896

吨。从分国别数据来看，1-5 月份从韩国、美国、德国三国进口量占全部进口量的 90%，从

月度的进口单价来看，从美国和韩国的进口单价逐月下滑，而除去运费，如此低的售价已经

形成低价倾销。 

以上数据表明，2012 年以来，美韩两国正不断的压低价格对中国市场进行低价倾销。

而正是国外企业低价倾销，国内多晶硅市场的价格持续下滑，并远远低于大多数国内企业生

产成本。而对于维持生产的企业也将面对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局面。以国内最大的多晶硅

企业-江苏中能为例：2012 年 1-5 月累计多晶硅产量 2.1 万吨，同比增长 111%；前 5 个月实

现产销率 95.6%，国内市场占有率近 70%，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 20%。但由于价格严重下跌，

在产销量翻倍增长的情况下，只实现销售收入 28.9 亿元，同比下降 17.5%。累计净利润 8747

万，同比下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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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2 年 1-5 月中国多晶硅进口情况（单位：吨、美元/千克） 

 总计 韩国 美国 德国 三国小计 

 数量 单价 数量 单价 数量 单价 数量 单价 数量 份额 

2011 年全年 64613 58.8 21361 57.1 17476 59.3 12207 61.3 51044 78.9% 

2012 年 1 月 4682 29.58 1627.2 28.3 1440.6 26.3 1213.1 34.5 4281 91.4% 

2012 年 2 月 7615 28.13 1717.8 29.4 3666.2 24.4 1494 34.5 6878 90.3% 

2012 年 3 月 7651.7 28.1 1442.5 29.1 3921.5 23.7 1750 36.4 7113.9 93% 

2012 年 4 月 6185 27.5 1523 27.4 2545 22.7 1215 36.5 5283 85.4% 

2012 年 5 月 7896 27.2 1753 25.1 3269 22.6 2054 35.4 7076 89.6% 

2012 年 1-5 月 34034 28.1 8064 27.9 1484 24.8 7725 35.5 30631 90% 

数据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3、下半年国内多晶硅光伏产业将逐步走出困境 

根据硅业分会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受欧洲市场抢装的刺激，上半年中国晶硅电池产量超

过 12GW，并且主要产品仍以出口为主，其占比超过 80%。而在多晶硅方面，国内的产量为

3.8 万吨，估计进口多晶硅数量超过 4 万吨。整个产业链供应依旧维持过剩局面。预期下半

年，欧洲市场需求量将有所减缓，而中国市场、美国市场以及亚太市场的需求将呈现爆发态

势，需求从欧洲市场逐步转移。因此对于国内光伏企业来说，下半年市场需求将好于上半年。

预期下半年国内晶硅电池的产量将突破 14GW，出口的份额依旧维持在 10GW，更多的电池

片将用于国内市场。受之影响，预计下半年国内多晶硅的产量将高于上半年，达到 4.5 万吨，

而进口多晶硅也预计维持在 4 万吨。 

从国内多晶硅供需平衡可以看出，上半年多晶硅供应过剩 0.6 万吨，而预计下半年过剩

仅为 0.1 万吨，下半年供需矛盾得到缓解。但是在国外倾销下，多晶硅市场价格反弹的空间

有限，预期将维持在 20 万元/吨以下。在市场售价低于成本的情况，国内众多停产的企业恢

复生产可能性极小，因此国内多晶硅的市场更多是中能、中硅、赛维、大全、亚硅等几大巨

头对抗国际低价倾销的资源，其中预期 2012 年国内最大的多晶硅企业-中能产量可能突破 5

万吨，占国内产量的 60%以上。 

 

表 4：2012 年国内多晶硅光伏产业供需现状及预测（单位：万吨、GW） 

 多晶硅 晶硅电池 

 产量 进口 供应量 需求量  产量 安装量 出口 增库存 

2011 8 6.5 14.5 14.2 22 2.5 14 5.5 

2012H1 3.8 4 7.8 7.2 12 1.5 10 0.5 

2012H2 4.5 4 8.5 8.4 14 4 10 0 

2012F 8.3 8 16.3 15.6 26 5.5 20 - 

数据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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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对我国多晶硅产业长期发展的看法 

1、太阳能光伏产业前景依然十分光明 

目前，太阳能发电成本与其他能源成本相比，暂不具优势，但我们要看到它的成本下降

速度和带来的社会效益。按照我国工信部发布的光伏产业“十二五”规划，到“十二五”末，

发电成本降到 0.8 元/千瓦时，逐步接近用电价格，实际上，这一目标今年就可实现。如果

考虑煤矿开采对环境的破坏、风力发电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核电的安全性以及计算环境恢复

的成本、提高矿山安全保护所需的成本、矿工伤亡的赔偿成本等等，那么太阳能未来的应用

发展速度可能会超出我们的估计。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将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

首选产业，特别是日本地震发生核泄漏之后，光伏发电成为新能源产业最主要的发展方向，

包括欧洲、日本、美国、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将 2020 年光伏发电的目标翻番甚至

提高更多。原计划在 2020 年全球实现光伏发电达到 200GW，调整之后，该目标达到

500-1000GW，未来全球光伏发电的前景依然光明。 

2010-2011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欧洲地区和美国光伏发电的目标并

没有实现，光伏发电安装量增长幅度出现明显下滑。2011 年全球光伏安装量在欧洲债务危

机缠身的情况下仍为 28.5GW，同比增幅降至 54%；而到 2012 年，预测全球光伏安装量将达

到 35GW，同比增幅进一步减缓为 22%。但是我们认为 2013 年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

以及光伏发电成本的大幅降低，光伏新能源产业作为拉动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将再次呈现快

速增长的态势。预计到 2015 年，全球光伏安装量将达到 60GW，同期全球电池产量和多晶

硅消费量将分别达到 70GW 和 43 万吨，其中中国电池产量和多晶硅消费量分别为 55GW 和

31 万吨，各占全球总量的 78.6%和 72.1%。 

 

2、发展光伏产业符合中国国情，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长期以来，国外多晶硅巨头企业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多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共同努

力，走自主创新的道路，逐步打破国际巨头的技术垄断，实现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使我国多晶硅生产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内多晶硅生产企业快速发展，技术进步不断加快，

使我国先进太阳能级多晶硅企业生产成本已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发展光伏产业符合中国国情。整个光伏产业链中除了多晶硅是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

外，它的中下游切片、电池片、光伏电池组件、电站安装都是虽然技术、资本要求高，但又

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吸纳大量技术劳动力，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据测算，从多晶硅、切片、

电池片、组件到电站，每吉瓦安装量能吸纳就业一万人以上（不包括为产业链配套的辅料、

配件等行业的从业人员）。但是在整个多晶硅光伏制造产业链中，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例非

常之少，约在 5%左右。 

 

3、对未来新能源产业发展主导权的争夺 

鉴于未来光伏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以及我国目前在光伏产业所拥有的领先地位，发达国

家在整个产业发展中针对多晶硅材料和终端光伏产品对我国进行双重打压，其意图不仅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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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前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已经威胁到其发达国家的本土光伏产业发展，更是针对未来新能源

产业发展主导权的争夺。发达国家希望通过贸易战的方式将我国刚刚起步的多晶硅光伏产业

扼杀在萌芽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光伏产业制造大国，应抓住机遇尽快向制造强国转变。

而在这转变过程中，多晶硅材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整个产业发展的基础。如果我国

规模庞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行业没有足够规模的多晶硅产业作为依托和支撑，其发展将会再

度陷入受制于人的局面，好比当前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受制于国际铁矿石供应。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马海天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 

 

 

附表 1:2012 年多晶硅光伏产业链各产品价格 

  多晶硅均价 多晶硅硅片均价 多晶硅电池片均价 晶硅组件均价 

  国内(￥/ KG) 进口（$/KG） （$/P）（156 mm） （$/W） 

2011/12/30 

210 

29.2 1.122 0.487 0.955 

2012/1/6 30.5 1.126 0.478 0.951 

2012/1/13 31 1.134 0.474 0.946 

2012/2/3 

200 

31.25 1.155 0.482 0.94 

2012/2/10 30.5 1.206 0.499 0.94 

2012/2/17 31.75 1.24 0.5 0.939 

2012/2/24 31.75 1.246 0.5 0.939 

2012/3/2 

180 

31.74 1.246 0.5 0.936 

2012/3/9 30.7 1.24 0.499 0.928 

2012/3/16 28.4 1.223 0.491 0.9095 

2012/3/23 26.75 1.19 0.48 0.903 

2012/3/30 26.3 1.155 0.474 0.901 

2012/4/6 

170 

25.75 1.114 0.462 0.885 

2012/4/13 24.7 1.092 0.457 0.87 

2012/4/20 24.66 1.081 0.456 0.862 

2012/4/27 24.64 1.074 0.455 0.86 

2012/5/11 

165 

24.5 1.068 0.454 0.856 

2012/5/18 24.12 1.058 0.453 0.838 

2012/5/25 24.12 1.093 0.465 0.837 

2012/6/1 24.08 1.111 0.473 0.835 

2012/6/8 

160 

23.95 1.109 0.473 0.828 

2012/6/15 23.8 1.107 0.471 0.825 

2012/6/22 23.62 1.064 0.47 0.82 

2012/6/29 22.96 1.064 0.467 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