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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

研究报告》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化工新材料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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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介绍了中国化工新材料

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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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若想对化工新材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

化工新材料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通过《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

机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需、有效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

信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

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所谓新材料就是指那些新出现或已在发展中的，具有传统材料所不具备的优异性能和特殊

功能的材料。化工新材料是新材料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化学工业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

的新领域。目前，化工新材料主要包括有机硅材料、有机氟材料、炭材料、通用工程塑料、

特种工程塑料、聚氨酯、功能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膜材料等等。 

第一章 全球化工新材料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0-2011年全球化工新材料发展分析 

一、世界新材料产业前景分析 

二、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三、新材料产品标准化分析 

第二节 2010-2011年全球化工新材料子行业发展分析 

一、有机硅材料分析 

二、特种纤维分析 

四、功能高分子材料分析 

五、有机氟材料分析 

六、改性塑料分析 

第三节 2010-2011年主要国家、地区化工新材料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德国 

二、美国 



三、韩国 

第四节 2012-2016年世界化工新材料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二章 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化工新材料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2年中国化工新材料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三章 中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0-2011年中国化工新材料的特点分析 

一、性能优异 

二、技术壁垒高 

三、产品附加值高 

四、行业景气周期长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运行形势分析 

一、化工新材料面临良好政策环境 

二、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发展现状 

三、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特点 

四、国内化工新材料市场存在较大缺口 

五、我国化工新材料逐渐形成产业集群 

六、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 

一、中国化工新材料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制约我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发展的因素 

三、我国化工新材料发展的政策建议 

四、积极引导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 

第四章 中国主要化工新材料市场剖析&mdash;&mdash;有机硅材料 

第一节 2010-2011年中国有机硅材料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国有机硅行业总体发展状况 



二、国内有机硅市场企业竞争态势 

三、中国有机硅产业与国外的比较分析 

四、2010-2011年国内重点有机硅项目进展状况 

五、中国有机硅单体生产能力增长迅猛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有机硅材料行业供需形势分析 

一、供给能力分析 

二、需求能力分析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有机硅材料行业的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一、硅橡胶 

二、硅油 

三、硅烷偶联剂 

第五章 中国主要化工新材料市场剖析&mdash;&mdash;工程塑料 

第一节 2010-2011年中国工程塑料的现状分析 

一、中国工程塑料业发展现状 

二、我国工程塑料主要应用市场简析 

三、中国工程塑料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四、中国工程塑料自给率快速提升 

五、国内工程塑料市场迎来发展机遇 

六、十二五规划关注工程塑料发展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工程塑料产业进出口格局分析 

一、工程塑料行业进出口情况分析 

二、进出口发展趋势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工程塑料行业运行走势预测分析 

一、工程塑料行业发展新动向 

二、工程塑料行业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六章 中国主要化工新材料市场剖析&mdash;&mdash;聚氨酯材料 

第一节 2010-2011年中国聚氨酯材料发展形势分析 

一、推广发展聚氨酯材料意义重大 

二、聚氨酯材料将引领中国保温建材市场 

三、政策加快聚氨酯材料应用步伐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聚氨酯涂料市场运行新形势 

一、我国军用特种车辆采用聚氨酯高保温材料 

二、聚氨酯保温行业将逐步向规范化转变 

三、聚氨酯保温材料新技术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聚氨酯材料运行走势分析 

一、我国聚氨酯产业发展综述 

二、我国聚氨酯原材料产能持续扩张 

三、聚氨酯产业链原材料价格上涨迅猛 

四、中国聚氨酯行业区域分布格局形成 

五、中国聚氨酯行业向绿色环保方向发展 

第七章 中国主要化工新材料市场剖析&mdash;&mdash;高性能纤维 

第一节 2010-2011年中国高性能纤维产业发展概况分析 

一、中国高新技术纤维产业发展概况 

二、我国高新技术纤维产业化进程加速 

三、中国高性能纤维研发取得长足进步 

四、我国自主创新高性能碳纤维取得重大突破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高性能纤维行业竞争格局剖析 

一、世界主要高性能纤维生产国之间的竞争 

二、相同应用领域内不同高性能纤维品种间的竞争 

三、同一高性能纤维品种的同行间竞争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高性能纤维重点地区发展状况分析 

一、吉林加强高性能碳纤维产业基地建设 

二、辽宁推进高性能纤维产业集群建设 

三、国家高性能纤维产业化基地落户四川成都 

第四节 2010-2011年中国发展高性能纤维产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影响我国高性能纤维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 

二、国内高性能纤维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国内高性能纤维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四、中国高性能纤维市场发展思路 

第五节 国内高性能纤维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第八章 中国主要化工新材料市场剖析&mdash;&mdash;其他化工新材料 

第一节 有机氟材料 

一、含氟烷烃：CFC替代品市场需求巨大 

二、含氟聚合物及其加工产品：国内产不足需 

三、含氟精细化学品市场前景看好 

四、国外公司投资中国含氟精细化学品概况 

第二节 膜材料 

一、中国膜材料行业科技发展要点分析 

二、中国膜材料的发展前景 

第三节 合成橡胶 

一、中国合成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合成橡胶对外贸易分析 

三、2010-2011年我国合成橡胶行业平稳增长 

四、2011年我国合成橡胶产量状况 

五、中国合成材料产业前景看好 

第九章 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市场竞争局势分析 

第一节 2010-2011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的发展周期分析 

一、化工新材料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二、化工新材料行业的增长性与波动性分析 

三、化工新材料行业的关联性分析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企业集中度分析 

二、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国际竞争者分析 

第十章 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高性能化 

二、功能化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市场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一、中国化工新材料市场供给状况预测分析 

二、中国化工新材料市场需求态势预测分析 

三、中国化工新材料市场价格预测分析 

四、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集中度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化工新材料行业主要发展领域分析 

一、有机硅材料 

三、工程塑料 

四、纳米化工材料 

五、功能膜材料 

第十二章 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新产品技术类投资机会 

二、子行业投资机会 

三、广阔的需求市场带来投资机会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金融风险分析 

二、技术风险分析 

三、竞争风险分析 

四、政策风险分析 

五、其他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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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市场供给状况预测分析 

图表：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市场需求态势预测分析 

图表：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市场价格预测分析 

图表：2012-2016年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集中度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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