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化工品与化工新材料发展逻辑对比

●在指引方针上，聚焦高质量发展，坚持战略思维、底线思
维、绿色低碳，全面提升产业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

●进一步战略聚焦，发挥石化产业上下游紧密连接特点，紧
扣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中心任务，发挥产业升级和国
产替代两大增长动力，重点聚焦国家战略、经济发展和人
民健康需求。

●着力以基础材料高性能化、关键材料自主可控、前沿材料国
际先进为着力点，助力我国先进制造业实现更高水平自立
自强，提升产业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瞄准5个重点任务：补短板突破工程，提升自主可控水平；
锻长板强基工程，增强核心竞争力；供应链畅通工程，破除
下游应用瓶颈；主体培育工程，打造龙头+专精特新企业
梯队；空间布局工程，构建区域特色产业集群。

我国发展化工新材料
战略思路

●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补短板、强弱项。围绕航空航
天、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节能环保、医疗健康
及国防军工等产业需求，突破一批关键化工新材料和配套
原材料供应瓶颈，增强自主保障能力。

●优：面向终端消费需求，提升现有材料性能。基于现有产
品进行技术升级和迭代，推进一批消费规模大、有较好技
术基础的化工新材料产品提升档次，实现高端化、差异化、
系列化和低成本供应。

●用：面向经济主战场，贯通全产业链。强化化工新材料与下
游产业的连通，加强改性产品的推广，推进设计电子化学
品、汽车轻量化、新能源装备、绿色建筑等领域实现贯通全
产业链需求导向的产学研用发展模式。

●超：超前布局，积累前沿技术。面向科技前沿聚焦3D打
印、超导、仿生材料和新型显示材料、极端环境材料和材料
基因工程等领域，为未来竞争积累优势。

化工新材料重点优化方向，可以概括为“补、优、用、超”。

我国发展化工新材料
重点优化方向

陶氏化学、埃克森美孚、巴斯夫等国际大公司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化工新材料行业
的执牛耳者，关键在于出奇制胜的新材料业务策略，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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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领域全球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美
日欧，在经济实力、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及市场占
有率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第二梯队是我国及俄罗

斯、韩国，处于迅速成长阶段；第三梯队是巴西、印
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处于奋力追赶状态。

我国目前化工新材料年产值超过8000亿元，
自给率 54%，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预计
2025年产量超过4500万吨。我国只有10%的化
工新材料国际领先，60%~70%处于追赶状态，

20%~30%与国外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化工新材料与发达国家差距体现在：一

是一些领域无材料可用；二是有但不好用，用的时
候还要依赖进口；三是有但太贵，用不起。

目前，我国被“卡脖子”的化工新材料主要集
中在半导体材料、新能源材料、高性能膜材料等。

●原料成本较低且进行全生命周期评价
陶氏化学、埃克森美孚充分发挥北

美地区乙烷原料资源优势，降低乙烯等
基础化工原料和下游新材料的生产成
本，同时对新材料的原料来源、合成过
程、加工设计、使用过程、废弃回收、循
环利用等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价，将绿色
低碳技术融入，为客户提供领先的化工
新材料可持续发展方案。

●保持技术领先与全链条服务策略
陶氏化学、埃克森美孚、巴斯夫、三

菱化学都能在自己的优势领域持续强
化研发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代
表性技术，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陶氏
化学通过搭建聚烯烃业务包装大师网
络、聚氨酯业务舒适科技实验室及汽车
用材料业务平台，与全球各地的科学
家、品牌商、加工商、包装设计师密切协
作，连接整个价值链，按客户需求提供
从产品生产、加工应用到技术服务全链
条的整体解决方案。

●注重产品全系列化、品牌化
各大公司普遍重视开发性能、用途

各异的新材料，形成丰富的差异化产品
组合，打造产品品牌，不断拓展市场份
额。巴斯夫将其400多个牌号的聚酰胺
产品(尼龙)汇聚在 Ultramid 品牌旗下，
可为用户提供全系列的尼龙树脂及其
改性产品，成为全球高端尼龙产品的主
要供应商。该公司致力于为用户量身
定制系统解决方案或功能性材料，每年
可向市场推出300款以上的新产品。

●产业链协同创新策略
国际大公司均很重视从原料生产、

材料合成到下游加工应用的全产业链
协同创新。埃克森美孚加大上游油气
开采、下游炼油化工一体化研发投入，
利用下游研发技术和产品反哺上游，在

氢燃料电池、锂电池和碳捕集等方面为
上游提供新材料，促进上游减碳，同时，
建立了目标导向的分类研发体系，通过
技术研发拓展新材料品种，通过应用开
发和技术服务拓展市场。

●一体化协同与数字化转型策略
巴斯夫通过原料、装置、能源和材

料、物流及现场基础设施一体化协同形
成高度集成，实现化工新材料生产原料
自给、节能降耗，降低了排放和物流成
本。陶氏化学面向新材料产业学科前
沿，注重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将机器
学习、材料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应用
于新材料生物开发与生产，提高研发效
率。

●开放合作与创新商业模式策略
各公司十分重视与大学、专业研究

机构、同行业公司及业界巨头的战略合
作，建立跨学科研发体系，特别是在新
材料基础研究方面加强与大学的合
作。例如，埃克森美孚在全球多个国家
建有试验基地和实验室，与80多所大学
进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商业化。同
时，各公司均很注重商业模式创新，加
强风投体系和技术孵化。例如，巴斯夫
新业和巴斯夫风投两家子公司专门致
力于风险投资和技术孵化，扶持初创企
业，为巴斯夫开拓有吸引力的市场和新
的商业模式。

●业务优化重组策略
加强业务优化与重组，是国际大公

司的普遍做法，其中陶氏与杜邦的业务
重组广受关注。两家公司在 2017年合
并后又拆分为 3家独立上市公司，分别
专注于农业、材料科学及特种化学品业
务。通过资源整合和协同效应，优化了
产业和资本结构，减少了支出，提高了
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

●在电子信息和新能源领域重点发力

近年来，国际化工巨头在开发全新产
品或介入全新领域上的投入比例越来越
少，而是将更多产研精力放在了延伸已有
材料价值、继续做强传统优势材料上。近
两年，巴斯夫在高端化工材料方面的研发
及并购，主要集中在传统优势产品工程塑
料及聚氨酯材料上；陶氏化学高端化工材
料领域发展重心是传统优势项目高端聚
烯烃及聚氨酯的延伸。

国内头部企业发展高端化工材料，要
打造具有代表性的高端化工材料，为材料

注入品牌价值，构建产业护城河。
发展高端化工材料不仅要选择合适

的发力领域，还要准确判断这些材料适合
哪些企业发展，只有二者相匹配，才能实
现效益最大化。

中国石化可以重点开发挤出发泡高熔
体强度PP（聚丙烯）、溴化丁基橡胶、聚酰亚
胺、高性能膜材料等高端化工材料，在此基
础上，储备一批对外依存度高、市场需求潜
力大的材料，特别是应用于5G、人工智能、
新能源汽车等增长迅猛领域的材料。

电子信息和新能源是高端化工材料
最大的下游应用领域，也是全球化工50强
高端化工材料业务布局最为密集的两个

方向，更是未来中国制造的战略支柱产
业。发展高端化工材料重点要在这两个
赛道发力。

●在高端聚烯烃等领域巩固扩大优势

阅读提示

化工新材料是指具有传统
化工材料不具备的优异性能或
某种特殊功能的新型化工材料，
通常具备性能优异、附加值高、
技术门槛高、功能性强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军
工的众多领域。

化工新材料具有极强的战
略意义，是企业持续盈利的有力
保障、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关
系大国博弈成败，决定能源转型
和碳减排成败。长期以来，原材
料开采加工、基础化学品制造等
传统产业在我国石化行业中占
比较大，而基础化工品与化工新
材料发展逻辑有诸多不同，目前
我国正处于逻辑换挡阶段，未来
如何走？本版将提出参考建议，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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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工新材料巨头业务发展策略

链接

他山之石

我国石化企业的重点发力方向

我国化工新材料发展的难点有三个：
一是基础化工品与化工新材料发展

逻辑有诸多不同。西方国家更早实现了
发展逻辑的转变，而我国正在经历逻辑换
挡阶段。

二是基础研究不够。我国起步晚是
一个客观因素，杜邦1802年成立、巴斯夫

1865年成立、埃克森美孚1882年成立、陶
氏化学 1897年成立，已经积累了一两百
年的发展经验。

三是企业融通不够，处于单打独斗的
局面。供应链和区域布局没有实现优化布
置，造成了生产和物流上的不匹配，没有实
现非常好的整合行业要素的发展状态。

我国化工新材料发展难点

加快实现关键化工新材料国产化、提
升重点化工新材料自给能力非常急迫，是
当前的首要任务。

化工新材料关系大国博弈成败。化
工新材料涉及国计民生方方面面，但在高
端应用场景中更为集中，比如航空航天、核
电站、芯片、信息技术、先进武器装备、高性
能机床、轨道交通等，是我国受制裁较多的
行业，可以说化工新材料的发展决定着文
明的高度、大国博弈的成败。

化工新材料决定能源转型和碳减排
成败。我国主动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绿色、低碳的新材料技术及产业化成
为发展主要方向。绿色发展既是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行业发展方式的重
大转变。新能源产业崛起，拉动了上游产
业，如风机制造、光伏组件、多晶硅等一系
列制造业和资源加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智
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输送与终端产品的开
发和生产。高端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的
融合将生产出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更
加智能化、功能更优异、排放更少、能源消

耗更低的产品。
化工新材料是产业升级的关键要

素。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石油
化工产业大国，但由于产业参差不齐、技
术创新能力偏弱，大而不强的特点明
显。加之近年来行业面临的资源和环境
约束压力逐步增大，亟待转变增长方式，
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型升级。制造业是大
国崛起的根基，是科技创新的载体，是物
质财富的基础。作为制造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化工行业要加快转型升级，落实相
关布局方案，推动行业安全、绿色、集聚、
高效发展。

化工新材料是企业持续盈利的有力
保障。从企业竞争力来看，我国企业整体
竞争能力不强，国际化经营水平低，抗风
险能力弱。特别是在当前以技术为核心
的安全、绿色等贸易壁垒下，国内企业处
于竞争劣势。与国际领先化工新材料企
业相比，我国化工新材料企业规模小、创
新能力弱，产品单一，生产技术和设备大
多依靠引进。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制
约了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发展化工新材料是当务之急

9 月 4 日至 6 日，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化工展览会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举办。中国石化以“能源至净、生活至美”为主题，亮
相本届化工展览会，360 平方米的展厅共分为绿色循环、品质家
居、功能包装、美好生活及石化 e贸 5个展区。图为展厅工作人员
向国际友人推介化工产品。 陆佳宏 摄

中天合创厂区中天合创厂区。。 姚姚 宁宁 摄摄

扬子石化聚烯烃新产品出厂扬子石化聚烯烃新产品出厂。。 达达 军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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