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晶硅、单晶硅、切割液、清洗液、抛光液、光刻胶、湿电子化学品(硫酸、王水、

酸性和碱性过氧化氢溶液)、特种气体、光伏银浆

•EVA胶膜、POE胶膜

•PET基膜、PVF膜、PVDF膜、THV(TFE-HFP-VDF共聚物)、氟碳涂料、

TPT(PVF-BOPET-PVF)复合膜、TPE(PVF-PET-EVA)复合膜

•超白玻璃、纯碱

•聚苯醚及改性聚苯醚、ABS（丙烯腈、丁二烯和苯乙烯组成的三元共聚物）、

PC（聚碳酸酯）

•聚氨酯复合材料

•有机硅密封胶

•ITO(铟锡氧化物半导体)镀膜玻璃、SnO2氧化锡镀膜玻璃、

氧化锌基薄膜碲化镉、铜铟镓硒、非晶体硅、砷化镓等

•防腐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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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Insights

化工新材料指通过化
学合成手段生产的新材料，
以及部分以化工新材料为
基础经过二次加工得到的
复合材料，是新材料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端化工
新材料主要指先进高分子
材料，还包括功能性膜材
料、电子化学品、特种涂料、
特种胶黏剂、无机功能材料

（石墨烯、纳米材料等）、新
能源材料等，加快发展高端
化工新材料，对推动技术创
新、支撑产业升级、建设制
造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作者为集团公司首席
科学家、北京化工研究院
院长 吴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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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材料是制造业的两
大“底盘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是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驱动力，而新材料是支撑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重大工程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信息
技术与新材料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
发展。

全球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
大。2023年全球新材料产值达7.2万亿美元。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统计，2023年全
球化工新材料产量超过1.1亿吨，产值约4700
亿美元，2025年有望达到4800亿美元。化工
新材料产业是未来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
要领域，是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关键，是综

合国力竞争的热点。
从全球看，新材料产业垄断加剧，高端材

料技术壁垒日趋显现。大型跨国公司凭借技
术研发、资金、人才等优势，以技术、专利等作
为壁垒，已在大多数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
新材料产品开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领先企
业集中在美欧日，总体呈现三级梯队竞争格
局。第一梯队是全球化布局十分成熟、全球
知名度高、化工领域经验丰富的企业，如美国
陶氏化学、德国巴斯夫、美国埃克森美孚、日
本三菱化学等；第二梯队是发达国家中排名
前列的企业，这些企业也进行全球化布局，但
仍有所侧重，如德国赢创、美国3M、日本三井

化学、美国空气化工等，在本国区域布局较深
入，营收以本国区域为主；第三梯队主要是专
注本国的企业，在各国（巴西、印度、南非等新
兴经济体）政府的支持下，处于奋力追赶和承
接产业转移的状态。

全球化工新材料产业伴随先进制造业的
发展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整体呈现高技术引
领、新产品迭代、产业化扩张和需求面扩大等
特点，并向绿色化、低碳化、精细化、节约化方
向发展。新材料研发及制备方法创新进程加
快。以材料基因工程为代表的材料设计新方
法的出现，大幅缩减了新材料的研发周期和研
发成本，加速了新材料的创新过程。

“十四五”期间，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重点
发展高端聚烯烃、工程塑料及特种工程塑料、
特种橡胶及弹性体、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功能性膜材料、电子化学品等系列化工新材
料，力争2025年综合自给率提升到80%。

未来，化工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将与其他学
科和领域更加深度融合，机器学习、生成式人
工智能、可解释人工智能、自动化实验室（如机
器人）等技术可能会彻底改变材料科学研究的
范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更加依赖信息功
能材料的创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成为竞争焦点，
也将促进信息功能材料需求急剧攀升和技术
进步；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将推动材料绿色生
产技术和生物基材料的发展，以绿色材料为纽
带，有机联系起新能源技术、高效节能技术、清

洁生产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等，将成为绿
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引擎；满足深空、深海、深地
等极端环境和高端装备制造用的新材料将掀
起下一轮技术升级热潮，如碳纤维等高性能复
合材料正在替代传统材料，支撑更加先进的新
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等迭代升级。

为促进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
展，要坚持“四个面向”，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开展扎实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需继续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方向，前瞻布局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重视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抢占未来新材料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应支持
在聚烯烃等传统材料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持续提升材料性能，支撑高端化应
用。

要强化顶层设计和机制创新。攻关尖端
材料，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加快大宗材料的高
端化，中低端基础材料要降低成本、扩展用
途。国家层面应充分发挥新材料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等的顶层设计作
用；学科层面应强化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

体作用，加强学科发展和产业应用的融合，发
挥“产学研用”联合创新优势；企业层面应布
局尖端材料、大宗材料高端化，基础材料低成
本化。

要发挥一体化优势，做好产业链延伸和融
合。强化化工新材料产业链协同创新体建设
和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突破原料、聚合工
艺、加工应用等关键“卡点”，实现产业链、价值
链延伸。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的“四链融合”。深刻认识战略性原材料资
源对新材料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高度重视

原材料提取新工艺、循环利用和替代研究。
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助力新材料筛选及

开发。材料基因组的基本理念是变革传统的
“试错法”材料研究模式，发展“理性设计-高效
实验-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协同
创新的新型材料研发模式，通过数据驱动的机
器学习算法建立材料性能预测模型，并应用于
材料筛选与新材料开发。

要推动绿色化工技术发展和应用。在“双
碳”背景下，绿色化工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
趋。要以绿色化学原则为指引，在原料绿色
化、催化剂绿色化、反应工程绿色化、能源绿色
化、产品绿色化及资源化利用领域持续发力，
实现工业应用的高转化率、高选择性和能源高
效利用，原料、介质和产品的无毒或低毒，废弃
物、副产物排放最小。

我国新材料产业生产体系基本完整，产业规
模不断壮大，已形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第一的
材料产业体系。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稀土金属、
水泥、玻璃、化学纤维、先进储能材料、光伏材料、
有机硅、聚氨酯原料、超硬材料、特种不锈钢等百
余种材料产量排名世界第一。逐步建立了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
材料创新体系。依托地区资源优势，形成了环渤
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地区、东北
地区等新材料产业集群。

目前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已具备一
定基础。2022年国内化工新材料销售额约为
9000亿元，是2015年的 2.7倍，约占全球产值
的30%。但总体来看，整体技术实力仍然落后
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一些挑战与问
题：

一是主要化工产品产能增加远大于需求
增长。例如，我国合成树脂产量增速较快，而
传统行业消费量增速较缓，国内供需矛盾更加
突出；大部分基础化学原料消费增速呈持续放
缓趋势，随着产能扩张，2022年国内24种主要
化工产品总产能与消费比由 2021年的 110%
攀升至118%，过剩现象正在加剧。

二是主要化工产品结构性矛盾更加突
出。国内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
展，对高端新材料的需求持续增长，但国内石
化行业创新能力不足、绿色安全发展水平不
高，制约行业高端发展。2022年，我国高端化

工材料平均自给率约为54%，有的产品长期年
进口量大、对外依存度高，如茂金属聚乙烯对
外依存度超过 90%。我国石化行业对外贸易
逆差主要集中在高端合成材料、高端膜材料、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纯试剂、高端电子
化学品等领域。

三是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随着供需矛盾
加剧，大宗通用产品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市
场竞争已经由单一产品竞争向全产业链一体
化竞争转变，大中小型企业融通发展的格局正
在形成，产业链互补的战略协作发展模式将会
成为业界常态。更多企业的产业布局将会从
做大大宗基础产品规模向做强做精做优细化
产品转变，“专精特新”将成为市场创效的主
流。跨国公司独资布局国内高端市场的节奏
也正在加快。

四是攻克高端材料关键核心技术的迫切
性愈加凸显。“十三五”以来，国内新投产的高
端聚烯烃项目多是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高
纯电子化学品、一些关键催化剂、医用高端膜
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碳纤维生产线
的碳化炉等大型成套技术、高端产品、核心设
备，我国石化企业仍然不掌握核心技术，在技
术工程化、成果产业化方面与国际领先企业相
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当前，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我国化工新
材料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终端制造企业
纷纷加快高端材料国产化替代，化工新材料国

产化需求迫切，未来在高端聚烯烃、工程塑料、
高性能纤维、功能性膜材料和电子化学品等方
面国产材料替代进口空间巨大。与此同时，国
内下游新兴产业用户对高端化工新材料需求
旺盛，为化工材料产业提供新的市场机遇。

在创新链方面，国内材料基础研究日益受
到重视。随着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国
际环境的变化，原始创新能力成为我国进一步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基础研究的重要
性逐渐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在化学与材料科
学领域，我国研究活跃程度位列全球第一，以
2022年为例，我国在该领域排名前三的前沿研
究数量占比为92.31%，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是排
在第二位美国的约 2.5倍；大科学装置与材料
研究联系更加紧密，发挥着原始创新策源地的
作用。

在产业链方面，我国具有从原油开采到炼
制，从原料（单体）到工艺、产品、加工、应用、回
收等的全产业链优势。中国石化历经40年的
创新发展，形成了以石油、煤、天然气为主，针
状焦、生物质等为补充的原料体系，并在加快
推进“双链”融合，主要的合成树脂、合成橡胶、
合成纤维等化工材料技术已实现产业化，部分
高端化产品取得突破，并加快布局废旧材料绿
色资源化利用领域，广泛开发物理回收、化学
回收技术解决废旧高分子材料再利用难题，以
资源化利用技术解决废弃物的污染问题和碳
氢的资源化问题。

全球化工新材料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趋势与建议

茂名石化茂名石化丁二烯装置塔林丁二烯装置塔林。。 柯裕清柯裕清 摄摄

光伏产业使用的化工材料

来源：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来源：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类别
一、高性能树脂

1.高端聚烯烃

2.工程塑料

3.聚氨酯

4.氟硅树脂

5.其他

二、高性能合成橡胶

1.特种合成橡胶

2.弹性体

三、高性能纤维

四、功能性膜材料

1.水处理用膜

2.特种分离膜

3.离子交换膜

4.锂电池隔膜

5.光学膜

6.光伏用膜

7.其他

五、专用化学品

六、无机新材料

化工新材料产业范畴

主要产品

•己烯共聚聚乙烯、辛烯共聚聚乙烯、醋酸乙烯共聚聚乙烯、茂金属聚烯烃、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乙烯-乙烯醇共聚树脂、乙烯-丙烯酸共聚树脂、乙烯-丙烯酸酯共聚树脂、锂电池

隔膜用聚乙烯、高熔融指数聚丙烯、新型高刚性高韧性高结晶聚丙烯、车用薄壁改性聚丙

烯、聚异丁烯、高支化度聚 α-烯烃、聚4-甲基戊烯-1、聚环化烯烃、超洁净电容膜用聚丙

烯等

•聚碳酸酯、聚酰胺工程塑料、聚甲醛、特种热塑性聚酯、聚苯醚、聚苯硫醚、特种工程塑料

（聚酰亚胺、聚芳醚醚腈、聚醚醚酮、聚芳砜、液晶高分子聚合物等)、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等

•发泡材料、涂料、胶黏剂、密封剂、弹性体等材料，还有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

甲苯二异氰酸酯（TDI）、特种异氰酸酯、聚醚多元醇等关键原料

•聚四氟乙烯、可熔聚四氟乙烯、聚偏氟乙烯、聚全氟乙丙烯、三氟氯乙烯共聚物、

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聚氟乙烯、聚三氟氯乙烯、三元共聚物等氟树脂、硅树脂、硅油等

•可降解塑料(单列)、高吸水性树脂、特种环氧树脂、特种酚醛树脂、氰酸酯树脂、

新型醇酸树脂等

•溶聚丁苯橡胶、稀土顺丁橡胶、稀土丁戊橡胶、丁腈橡胶、丁基橡胶、丁乙橡胶、乙丙橡胶、

异戊橡胶、氯丁橡胶、丙烯酸酯橡胶、氯化聚乙烯橡胶、氯磺化聚乙烯橡胶、氯醇橡胶、

聚硫橡胶、硅橡胶、氟橡胶(FKM)、聚氟醚橡胶、氟硅橡胶等

•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聚烯烃类热塑性弾性体(TPO/POE/

OBC等)、聚脲弹性体、氢化环状嵌段共聚物(CBC等)等

•碳纤维、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聚苯硫醚纤维、聚酰亚胺纤维、

聚对苯撑苯并双噁唑纤维等

•微滤膜、超滤膜、反渗透膜、纳滤膜等

•渗透汽化膜、有机蒸气分离膜、工业气体分离膜、血液透析膜等

•电渗析用离子交换膜、电解用全氟离子交换膜、全氟燃料电池膜等

•动力锂电池隔膜、移动设备用锂电池隔膜等

•PET膜、光学醋酸纤维膜、PMMA光学膜、COC/COP光学膜、TMP光学膜、

OCA光学膜等

•EVA、POE、PVB、PU等封装胶膜，PET基膜，PVF/PVDF背板保护膜等

•导电薄膜、介电薄膜等

•电子化学品——衬底及外延材料、光刻胶及配套试剂、电子气体、湿化学品、电镀化学品、

封装材料、化学机械抛光材料等

•新能源电池化学品——光伏配套、风电配套、储能及动力电池化学品等

•高纯硼酸、多晶硅切削液等

•无机纳米材料、无机晶须材料、光催化材料、石墨烯等碳材料、

半导体晶圆材料和无机纤维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