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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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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们在传统材料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科技的研究成果，开发出新材料

。新材料按组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如陶瓷、砷化镓半导体等）、有机高分子材

料、先进复合材料四大类。按材料性能分为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结构材料主要是利用材料

的力学和理化性能，以满足高强度、高刚度、高硬度、耐高温、耐磨、耐蚀、抗辐照等性能

要求；功能材料主要是利用材料具有的电、磁、声、光热等效应， 以实现某种功能，如半导

体材料、磁性材料、光敏材料、热敏材料、隐身材料和制造原子弹、氢弹的核材料等。新材

料在国防建设上作用重大。例如，超纯硅、砷化镓研制成功，导致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的诞生，使计算机运算速度从每秒几十万次提高到每秒百亿次以上；航空发动机材料的工

作温度每提高100℃，推力可增大24%；隐身材料能吸收电磁波或降低武器装备的红外辐射，

使敌方探测系统难以发现等等。

      世界材料产业的产值以每年约30%的速度增长，化工新材料、微电子、光电子、新能源成

了研究最活跃、发展最快、最为投资者所看好的新材料领域，材料创新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

      化工新材料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低碳经济领域新兴产业之一，根据《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新材料产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化工新材料产业成

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石油和化工&ldquo;十二五&rdquo;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力争

到2015年，国内高端化工新材料整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到10年左右，达到本世

纪初国际先进水平;《石化和化学工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提出&ldquo;十二

五&rdquo;化工新材料发展重点包括：特种合成橡胶、工程塑料、高性能纤维、氟硅材料、可

降解材料、功能性膜材料、功能高分子材料及复合材料等领域。国内化工新材料市场存在巨

大的市场缺口，进口量占据国内大部分市场份额，国内化工新材料整体自给率在56%左右，

其中新领域的化工新材料自给率仅为52%，工程塑料和特种橡胶自给率仅为35%和30%。

      化工新材料产品都会经历产品毛利率波动和进口替代率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化工新材料进

口替代过程中，多数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不突出，部分产品供不应求，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

产能扩张即能获得与投资成正比的利润，多数企业能实现持续快速增长。高壁垒带来高的回

报，尖端化工新材料产品毛利率在70%以上，远远超过大宗化学品15%左右的行业平均利润。

 新材料应用领域



 

      自 2010 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始终保持稳步增长，市场规模由 2010 年的 6500 亿元增加

到 2015 年的 20600 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25.95%；2014-2015 年增长率为 28.75%，达到近五年

最高值。在行业规模基数不断增大、近两年国民经济增速表现平淡的情况下，新材料产业市

场规模年增速依然能够实现稳中有升，表明产业内生动力强劲。

 国内新材料产业市场规模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新材料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报告》共十五

章。首先介绍了新材料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新材料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

对中国新材料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新材料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

。您若想对中国新材料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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