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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碳纤维是含碳量高于90%的无机高分子纤维，具有轻质、高强、耐高温、耐疲劳、抗腐蚀

、导热、导电等特性。除土木建筑、航空航天、汽车、体育休闲用品、能源以及医疗卫生领

域外，碳纤维在电子通信、石油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中国碳纤维研制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随着我国整体实力的不断提

升，对碳纤维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而我国碳纤维产能严重不足，而且主要是低性能产品，

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现阶段，我国碳纤维用量的90%以上靠进口，价格非常昂贵，自主发

展碳纤维产业已经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为全面掌握碳纤维核心技术，国内企业注重自主创新，某些关键设备的研发已取得突破性

成果，而且原材料供应充足。我国碳纤维产业技术特点十分明显，技术多元化越来越受到重

视。在我国完整的碳纤维研发链条下的碳纤维工程化研发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吉林、山东

、江苏、山西、辽宁、安徽是我国传统的碳纤维工程化研发的基地。近年来，河北、上海、

陕西逐步成为新兴的碳纤维工程化研发基地，同时，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也积极参

与碳纤维的产业化建设。

      碳纤维是由有机母体纤维在 1000℃-3000℃的高温、惰性气体环境下， 高温分解、碳化而

成的含碳量 90%以上的无机高分子纤维。其力学、化 学、电学等性能优异，是国民经济与国

防建设不可缺少的战略新型材料， 被誉为&ldquo;黑色黄金&rdquo;。

 碳纤维优异的性能

 

      按照原材料来源划分，碳纤维主要可以分为聚丙烯腈（PAN)基碳纤 维、沥青基碳纤维、

粘胶剂碳纤维以及酚醛基碳纤维。其中，PAN 基碳 纤维因生产工艺相对简单，工艺较成熟，

产品力学性能好，成本较低，是 碳纤维的主打产品，约占全球碳纤维总产量的 90%。沥青基

碳纤维是碳 纤维的第二大品种，产量约占全球 7%。

 PAN 基碳纤维占主导

 碳纤维产业链

 

      随着应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未来碳纤维产品将趋向于高性能化，民用、工业用量将继续

保持大幅增长趋势。国际碳纤维市场发展迅速，需求量的不断增长也给中国碳纤维行业提供

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国碳纤维产业链日趋完善，生产企业投资热情高涨，技术研发成果接

连涌现。受益于庞大的内需市场，我国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潜力巨大，碳纤维产业发展前景

广阔。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碳纤维市场前景研究与产业竞争格局报告》共

八章。首先介绍了碳纤维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碳纤维规模及消费需求，然

后对中国碳纤维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碳纤维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

景。您若想对中国碳纤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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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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6年全球碳纤维市场发展情况

全球 2015 年碳纤维市场 5.90 万吨规模，其中中国市场 1.10 万吨， 占据 18.6%的市场，对应



54.1 亿美元的产业链规模。随着中国每年新增 2000 余万辆传统汽车的轻量化需求，预计超过

500 万辆新能源电动车具 有碳纤维使用需求。另一方面，商用飞机的大力发展也将刺激碳纤

维的 大量使用，再加上碳纤维机器人、民用无人机领域需求，碳纤维市场近期将迎来井喷。

预计到 2020 年国内碳纤维的需求将达 2.6 万吨，年均 增长速率约 18.8% 。我国碳纤维产业

2020 年将达到 128 亿美元市场规模。

 碳纤维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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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碳纤维市场发展概况

3.1.1 2016年中国碳纤维产业发展概况

目前国内碳纤维企 业都以生产 T300 级和 T700 级为主，T800 级碳纤维实现了小批量试产， 但

尚未完全实现产业化；MJ 系列高性能碳纤维仍处在关键制备技术推进 阶段。丝束类型上，产

品主要集中在 3K、6K、12K 等较小丝束，对市场 前景更好的 24K 及更大丝束型号尚不具备相

关技术。由于技术落后，产 品主要集中于低端系列。

 国内碳纤维产业产品与日本东丽差距较大



 

碳纤维的质量决定其应用领域，我国碳纤维技术相比海外仍有一定 差距，因此我国碳纤维市

场率先发展的是对质量要求较低的体育产业。 2014 年大中华区碳纤维总需求 1.06 万吨，其中

体育产业需求 0.61 万吨， 占比 58%。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比最高（29%）的航空航天市场，国

内需求 占比仅为 3%，汽车、风电等国际上占比较高的市场在国内市场占比也严 重偏低。提

高航空航天、汽车等高新技术领域碳纤维的需求将显著提高产业 链附加值。随着技术进步，

我国碳纤维市场结构有待改善。

 我国碳纤维需求分布偏低端

 

我国虽然碳纤维企业数量 达到 30 余家，但总体产能过低，即使国内４家最大的碳纤维企业，

其平 均产能也不足 3000 吨，最大单线名义产能仅 1000 吨。企业的单线产能，甚至整体产能

仅为百吨级，少数企业只有数十吨，远远达不到市场化应 用规模。 相比而言，国际最大的单

线能力为 2700 吨/年，平均单线产能也达 到 1800 吨，其中日本最大３家企业的碳纤维产品占

世界碳纤维市场近三 分之一规模，每家企业产能规模超过万吨，单线产能 1500-2000 吨。

 我国碳纤维单线产能低     -   国内   国际       单线产能   国产装备   全套引进   -       平均   -   -   1800

      最大   1000   1000   2700   

 

我国碳纤维产量仅从 2007 年的 200 吨增 加到 2014 年的 3700 吨，不足设计产能的 20%。2007 

年至 2014 年八年 期间，我国碳纤维产业累计产量仅 1. 23 万吨。 国内生产能力与美日及欧洲

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差距。2014 年全球 碳纤维产量已达６万多吨 ，其中，日本控制着 70%以

上的实际生产份额， 日本、美国和欧盟共同控制 80%的市场份额。

 中国碳纤维实际产量低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产量/t   1220   1580   2020   2650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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