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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是指新

近发展的或正在研发

的、性能超群的一些

材料，具有比传统材

料更为优异的性能。

新材料技术则是按照

人的意志，通过物理

研究、材料设计、材

料加工、试验评价等

一系列研究过程，创

造出能满足各种需要

的新型材料的技术。

新材料技术是世界上

公认的六大高技术领

域之一，其意义在于

一旦研制成功，将会

带动整个制造业实现

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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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化资本化
新材料迎来产业规划密集期及发展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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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帅

资本“紧盯”新材料

在各项扶持政策不断发力的背景下，新材

料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在相关企业积极布局新材料产业的同

时，嗅觉灵敏的资本也开始将眼光瞄向这一领

域。

相关企业受益明显

相关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材料技术重

点是开发性优异的新型结构材料和功能材

料。与之前材料不同的特性，将使很多不可能

变成现实。

“就拿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玻璃作为例子，

人们传统印象中的玻璃易碎且不可变形，但现

在通过新材料技术可以使比头发丝还薄的玻

璃 ，经 得 起 数 万 次 弯

折。此种超薄玻璃的弯

折 不 是 轻 轻 的 来 回 撇

动，而是可以承受接近

180度的大幅度挤压折弯，再恢复正常。”上述

业内人士表示，这种玻璃无疑将引起电子产品

界的高度关注。

据记者了解，随着新材料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企业受益明显。一些在此行业中有技术

优势但之前并没有进大企业“法眼”的相关中

小企业也开始因此而受益。

“我们公司是做耐高温材料的，现在政策

对新材料产业非常关注，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

的益处。”位于河南的宏业耐材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某国企在非洲建了一座年

产量1000万吨的钢厂，并拟定根据海外市场

需求逐步扩大市场。由于我们新材料范畴内

的耐高温产品非常符合该钢厂高炉的需要，我

们已经初步达成了

合作意向，这在以

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单子。”

上海同济华康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由于在新材

料及环保方面的技

术优势，他们已经

跟中石油、中石化等多家大企业有了合作，并

且也开拓了挪威、奥地利等海外市场。

资本关注新方向

新材料概念热度的提高以及密集相关政

策的出台引来资本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相

关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新材料被越来越多

的提起和重视，相关题材股票上涨可能性增

大，同时投资领域也在越来越多的关注新材料

产业内的企业，并且政策也在引导资本与新材

料产业的结合。

某金融上市公司李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以前一说高科技企业人们总会想到电子、医

药等行业，而这些行业相对其他也更容易得到

投资，但从最近的形势来看，新材料企业越来

越被投资人所重视，特别是那种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且市场前景广阔的企业，一定会成为投资

者的香饽饽。”

某金融机构张姓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年后开会明确表示，愿意向有从事新材料研

发和生产的企业放出资金，如果是有资本运作

要求的此类企业则更好，如果能出让股份的一

定要重视。”

作为我国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

2025”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之一，新材料是世界

上公认的六大高技术领域之一和21世纪最重

要和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已成为我国战略新

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10年以来，中国新材料产业规模一直

保持稳步增长，由2010年的6500亿元增长至

2014年的1.6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速保持在25%

左右，初步测算2015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万

亿元的既定目标，关键新材料保障率上升到

70%。

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2月19日，国家科技部公布了包括高性能

计算、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战略性

先进电子材料在内的第二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其中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

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

与支撑平台均属于新材料领域。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国家科技战略第一次

牵手新材料。之前科技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中，量子通信、纳米科技等九大

专项入选，已经提前使得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与

新材料“亲密接触”。

新材料在线高级研究员肖辉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与传统材料相比，新材料产业具有

技术高度密集，研究与开发投入高，产品附加值

高，生产与市场国际性强等特点。另外，新材料

产业的外溢性极强，辐射范围极广，往往带动其

他行业和领域随之发生变化。他说，新材料细

分的超导材料、石墨烯、液态金属等25个行业

中，大多的年产值在百亿元，其中与第三次工业

革命相关的3D打印、传感器首当其冲，发展市

场空间高达万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新材料行业“十三五”规划

编制接近“尾声”。同时，新材料行业作为新兴

产业重要组成也将纳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最快将在今年初推出。

相关政策密集发布

肖辉告诉记者，当前世界新材料产业的重

点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信息材料、生物医用材

料、新能源材料、航空航天材料、生态环境材料、

纳米材料、超导材料等领域，在发展高新技术、

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实

力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推动新材料产业的发展，相关政策更是

密集发布。

2010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培

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首次将包括

新材料产业在内的七个产业领域列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提出要以我国在纳米、超导、稀土等材

料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优势为基础，以满足国

家重大工程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巩固

学科研究优势，大力发展新材料制备技术和装

备，大力推进新型材料产业化，大力推进大宗高

端材料规模化生产应用。

2012年12月，工信部出台《新材料产业“十

二五”发展规划》，提出了六大领域、20个重点发

展方向，从研发、产业化和市场应用等环节对每

一个重点的发展途径、发展方向、主要产品、关

键应用等进行了详细安排。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

造2025》。新材料作为“中国制造2025”规划锁

定的十大领域之一，迎来更强劲的发展机遇。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快众创

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在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

强化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协同创新，加快建

设一批众创空间。新材料作为该《意见》涵盖的

十大产业之一赫然在列。

“十二五”期间，不仅中央制定了新材料产

业发展专项规划，北京、黑龙江、广东、湖南、山

东等多个省市也相继出台发展规划和专项政

策，鼓励支持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央及地方一

系列利好政策的实施，使得新材料产业规模一

直保持稳步增长，由2010年的6500亿元增长至

2015年的2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速保持在25%左

右，关键新材料保障率上升到70%，远超多数发

展中国家。

地方强势跟进发展态势明显

事实上，新材料产业也已经成为我国各地

方政府主导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肖辉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我国的新材料产业已

形成集群式的发展模式，基本形成了以环渤海、

长三角、珠三角为重点，东北、中西部特色突出

的产业集群分布。

环渤海地区拥有多家大型企业总部和重点

科研院校，是国内科技创新资源最为集中的地

区，技术创新推动最为明显，在稀土功能材料、

膜材料、高技术陶瓷、磁性材料和特种纤维等多

个新材料领域具有较大的优势。

长三角地区工业基础雄厚、交通物流便利、

产业配套齐全，是我国新材料产业基地数量最

多的地区。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航空航天、新

能源、电子信息、新兴化工等领域的新材料产业

集群。

珠三角地区的新材料产业主要分布在广

州、深圳、佛山等地，以外向出口型为主，新材料

产业集中度高，下游产业拉动明显，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在电子信息材料、改性工程塑

料、陶瓷材料等领域具有较强优势。

东北地区依托原有老工业基地奠定的传

统材料基础，主要有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高性能

纤维及先进复合材料产业基地、以长春为核心

的光电材料生产基地和以沈阳、大连为主的轻

体节能镁质金属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产业集

群。

而中西部地区依托丰富的矿产与能源，形

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基地，

主要有内蒙古的稀土新材料，湖南、江西、广西

的有色、稀土新材料和硬质合金材料，云南、贵

州的稀贵金属新材料等。

此外，各地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也纷纷设立了众多新材料产业园区，产业基地

特色鲜明，发展态势良好。

需要更多政策支持

我国新材料产业经过几十年发展，产业发

展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水平日益提高，产业体

系逐步完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材料

产业无论是在产业规模、技术装备、创新能力

和开发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有一定的

差距。

肖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中国新材料

产业的研发水平大致比发达国家落后5年，不

过这种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肖辉指出，我国新材料产业仍存在如关键

材料的保障能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企业

研发投入不足、产学研用体系相互脱节等问

题。部分新材料行业呈现低端产品产能过剩，

高端产品仍需要大量进口的局面仍比较突出。

鉴于上述问题，业内专家认为，新材料产业

需要更多政策的支持。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

记者表示，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预计

中央到地方各级新材料产业“十三五”规划将陆

续出台，新材料行业作为新兴产业重要组成也

将纳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这必将掀起一股新材料产业规划和发展的

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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