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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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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

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

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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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化工新材料，即通过化学合成的手段生产的新材料，以及以化工新材料为基础通过二次加

工生产的复合材料。从物质结构看，主要是有机材料，也包括部分无机材料(主要是无机非金

属的纳米粉体材料);从产品工业类别看，包括：新领域的高端化工材料&mdash;工程塑料、合

成橡胶、高性能纤维、生物降解塑料、热塑性弹性体、纳米复合材料、有机氟硅材料、无机

化工新材料等、传统化工材料的高端品种&mdash;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高吸水性丙烯酸树脂等

、通过二次加工生产的化工新材料&mdash;木塑材料、功能性膜材料等。化工新材料领

域&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发展重点     

1   

功能膜材料   

在功能膜全领域形成完备的、规模化的膜与膜元件的生产技术与生产能力，膜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准。       

2   

工程塑料   

积极推广应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聚芳醚酮、聚苯硫醚、聚芳醚树脂系列产品;提高聚苯醚、

聚甲醛和热塑性聚酯(PET/PBT)等产品品质，增加产品种类;加强功能化、专用化工程塑料新

产品及其应用研究;进一步推动聚碳酸酯、长碳链聚酰胺、耐高温聚酰胺、液晶聚合物(LCP)

的研制与开发;加快树脂共混、改性及合金化进程，鼓励发展环保型改性技术尤其是不含重金

属的改性技术、无卤阻燃技术。       

3   

合成橡胶   

加快丁基橡胶(特别是卤化丁基橡胶)、乙丙橡胶和异戊橡胶工业化技术、设备开发;加快丙烯

酸酯橡胶、氯醇橡胶等特种橡胶的开发生产;大力增加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丁苯橡胶、顺丁

橡胶、丁腈橡胶、氯丁橡胶新产品、新牌号;解决国内乳聚丁苯橡胶环保橡胶填充油供应，实

现低多芳含量丁苯充油橡胶商业化生产;发展苯乙烯类嵌段共聚橡胶SIS和SEBS等产品，增加专

用产品比例;大力发展合成橡胶新产品，推进节能型溶聚丁苯橡胶应用，加快稀土顺丁橡胶产

业化，开展反式异戊二烯橡胶的应用，增加粉末橡胶、液体橡胶等专用品种和产量。       

4   

有机氟硅材料   

有机硅控制总量，限制10万吨/年以下的单体项目建设;加快核心技术开发，推进产业化进程，

重点是甲基苯基二氯硅烷及其四环体产业化技术研究开发;功能性有机硅橡胶产业化技术和产



品开发，特别是耐高温硅橡胶、单组份加成型液体硅橡胶、甲基苯基硅橡胶、特种硅橡胶生

胶及制品等的开发及生产;直接法合成烷氧基硅烷先进生产技术及硅烷偶联剂新品种的开发;有

机硅/有机改性材料大规模产业化技术的开发;多晶硅工业副产品四氯化硅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开

发;硅油制备新工艺及系列产品开发;硅树脂新品种，新技术开发。       

5   

生物降解塑料重点发展方向   

包装塑料及其制品、日用塑料和医用塑料及其制品，其次是农业、建筑、工业配套用塑料及

其制品。重点发展完全生物降解塑料，包括聚乳酸(PLA)、聚羟基烷酸酯(PHA)、二氧化碳共

聚物(PPC)、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脂肪族芳香共聚酯(PBAT)、聚对二氧环己酮(PPDO)、

聚乙烯醇(PVA)、聚己内酯(PCL)等，以及基於天然产物淀粉、纤维素、甲壳素等衍生物的生

物降解塑料等，并大力开发上述生物降解塑料的应用工作。       

6   

特种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大力发展以碳纤维、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聚苯硫醚纤维等特种纤维及其以其为骨架材

料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尽快掌握碳纤维原丝生产、碳化等关键技术，攻克T700以上高强度高

模量碳纤维生产工艺技术;提高树脂基材环氧树脂的品质;加强应用研究，尤其是复合材料在航

空、航天、工业领域的应用。       

7   

工程型热塑性弹性体   

扩大动态硫化橡胶(TPV)生产规模，大力推进其高附加值品种的开发，实现聚烯烃弹性

体(POE)规模化生产;高耐热苯乙烯嵌段共聚物(TPS)、高耐热热塑性聚氨酯(TPU)和熔纺氨纶

用TPU切片实现国产化，填补国内空白。建立功能化热塑性弹性体(TPE)产业化示范，实现特

种功能TPE的国产化。突破新型TPE制备技术。       

8   

无机化工新材料   

着力培育锂盐等新型化工新材料，重点发展无机纳米粉体材料、无机功能性新材料、无机有

机复合材料;把副产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作为行业发展的方向，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一批

销售过百亿人民币的大型骨干企业。       

9   

-   

汽车专用热塑性先进型复合材料、熔体静电纺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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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国化工新材料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国化工新材料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国化工新材料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

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国化工新材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化工新材

料行业，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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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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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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新材料产业前景分析

二、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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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高分子材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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