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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新材料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四章。介绍

了新材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新材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新材料行业的现状、中国新

材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新材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新材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新材料行业，本报告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1世纪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出现密集创新的时代，新技术不断涌现，多种学科交叉和融

合，由此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群迅速崛起。新材料产业已被世界公认为最重要、发展最快的高

新技术产业之一，对工业、农业、社会以及国防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支

撑作用。 

    经过几十年奋斗，我国新材料产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在体系建设、产业规模、技

术进步等方面取得明显成就，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具备了良好发展基础

。 

    我国新材料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已有显着增强，例如在微电子材料、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高温超导材料及应用等前沿新技术领域，已在国际上获得了相当的地位。此外，我国一批具

有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的关键新材料研制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包括超大规

模集成电路配套材料、半导体照明材料与器件、低成本高能量锂离子电池等，形成了新材料

产业发展的经济增长点。 

    2012年2月，国家工信部组织制定并发布了《新材料产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并指出&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将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机制，设立新材料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加大对新材料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到2015年，建立起具有一定自主创新能力、规模

较大、产业配套齐全的新材料产业体系，未来我国新材料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主

要产品能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我国新材料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第一章　2012-2014年新材料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1.1　经济环境 

1.1.1　全球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1.2　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1.3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综述 

1.1.4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未来发展走势 



1.2　社会环境 

1.2.1　中国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1.2.2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1.2.3　中国自主创新科技成果显著 

1.2.4　节能环保助推新材料产业发展 

1.3　行业环境 

1.3.1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新材料产业 

1.3.2　新材料产业与上下游合作紧密 

1.3.3　产业联盟促进新材料产业健康发展 

第二章　2012-2014年新材料产业综合分析 

2.1　世界新材料产业发展分析 

2.1.1　全球新材料产业分布空间特征 

2.1.2　全球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2.1.3　2013年国外新材料的研发成果 

2.1.4　2014年国际新材料的研发动态 

2.2　2012-2014年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分析 

2.2.1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2.2.2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成就 

2.2.3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状况 

2.2.4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特点 

2.2.5　国家政策扶持新材料产业发展 

2.2.6　各省市积极发展新材料产业 

2.3　2012-2014年新材料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3.1　新材料产业投融资体制不完善 

2.3.2　国内新材料行业标准缺失 

2.3.3　地方政府产业发展盲目封闭 

2.3.4　外延式产业扩张无法长期延续 

2.3.5　新材料产业产学研用脱节 

2.3.6　新材料自主开发能力弱 

2.3.7　新材料技术和装备受制于人 

2.4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对策 



2.4.1　建立和完善行业标准体系 

2.4.2　建立和完善投融资体系 

2.4.3　营造自主开发的机制和环境 

2.4.4　争取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2.4.5　加速新材料产业结构调整 

2.4.6　加强技术创新及技术改造 

2.4.7　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战略 

2.4.8　推进新材料产业升级 

第三章　2012-2014年化工新材料产业综合分析 

3.1　2012-2014年化工新材料产业运行状况 

3.1.1　全球化工新材料市场分析 

3.1.2　中国化工新材料相关行业政策 

3.1.3　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发展特征 

3.1.4　中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分析 

3.1.5　中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存在的问题 

3.2　有机硅 

3.2.1　中国有机硅行业发展优势 

3.2.2　中国有机硅行业发展状况 

3.2.3　中国有机硅行业存在的问题 

3.2.4　中国有机硅行业发展对策 

3.2.5　中国有机硅产业前景良好 

3.2.6　中国有机硅行业发展趋势 

3.2.7　中国有机硅行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3.3　合成材料 

3.3.1　中国合成材料行业发展特点 

3.3.2　2012年中国合成材料行业运行状况 

3.3.3　2013年中国合成材料行业发展状况 

3.3.4　2014年中国合成材料行业发展动态 

3.4　聚氨酯 

3.4.1　世界聚氨酯原料行业发展综析 

3.4.2　中国聚氨酯行业发展状况 



3.4.3　聚氨酯保温材料市场简析 

3.4.4　车用聚氨酯材料的发展 

3.4.5　中国聚氨酯行业发展策略 

3.4.6　聚氨酯产业发展前景良好 

3.5　中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趋势 

3.5.1　&ldquo;十二五&rdquo;中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目标 

3.5.2　&ldquo;十二五&rdquo;中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重点 

3.5.3　&ldquo;十二五&rdquo;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发展方向 

第四章　2012-2014年电子信息材料产业综合分析 

4.1　电子信息材料产业发展状况 

4.1.1　中国电子材料产业运行分析 

4.1.2　中国电子信息材料产业面临的形势 

4.1.3　中国电子信息材料行业发展潜力大 

4.1.4　中国电子信息材料产业未来发展规划 

4.2　半导体材料 

4.2.1　中国半导体材料业发展现状 

4.2.2　中国半导体材料成为发展重点 

4.2.3　我国需加大半导体材料行业扶持力度 

4.2.4　半导体材料未来发展趋势 

4.3　平板显示材料 

4.3.1　中国平板显示技术现状 

4.3.2　中国平板显示材料产业的问题及建议 

4.3.3　平板显示材料未来发展趋势 

4.3.4　液晶面板市场未来发展分析 

4.3.5　平板显示技术发展趋势 

4.4　磁性材料 

4.4.1　中国磁性材料的发展优势与挑战 

4.4.2　中国磁性材料应用领域新发展 

4.4.3　中国磁性材料企业发展措施 

4.4.4　中国磁材巨头企业的培养 

4.4.5　中国磁性材料行业前景预测 



4.4.6　中国铁氧体磁性材料未来市场预测 

第五章　2012-2014年纳米材料产业的发展 

5.1　纳米材料相关概述 

5.1.1　纳米材料的基本特性 

5.1.2　纳米材料的主要应用 

5.1.3　主要纳米材料介绍 

5.2　2012-2014年中国纳米材料发展分析 

5.2.1　中国纳米材料的研发现状 

5.2.2　纳米材料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5.2.3　纳米材料安全性问题综合分析 

5.2.4　中国纳米材料产业化的问题及建议 

5.3　纳米涂料 

5.3.1　纳米涂料的概念和特点 

5.3.2　纳米涂料的种类及应用 

5.3.3　汽车纳米涂料市场分析 

5.3.4　海洋纳米防护涂料新动态 

5.3.5　纳米涂料未来研发重点 

5.4　纳米复合材料 

5.4.1　纳米复合材料的特性 

5.4.2　纳米复合材料的应用领域 

5.4.3　世界纳米复合材料产业的发展 

5.4.4　中国纳米复合材料的研发现状 

5.4.5　纳米复合包装材料的发展 

5.5　纳米材料行业前景趋势 

5.5.1　全球纳米材料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 

5.5.2　中国纳米材料产业前景可期 

5.5.3　建材市场中纳米材料的应用前景 

5.5.4　纳米材料未来发展趋势 

第六章　2012-2014年新能源材料产业的发展 

6.1　2012-2014年中国新能源材料发展状况 



6.1.1　新能源材料相关概论 

6.1.2　中国新能源市场概况 

6.1.3　中国新能源材料企业发展状况 

6.1.4　中国新能源材料投资热 

6.2　锂电池材料 

6.2.1　世界锂电正极材料市场运行分析 

6.2.2　日本厂商进军中国锂电材料市场 

6.2.3　中国锂电材料产业发展特点 

6.2.4　2013年中国锂电池材料发展综况 

6.2.5　中国锂电材料发展存在的问题 

6.2.6　锂电池材料发展趋势分析 

6.3　光伏材料 

6.3.1　光伏材料相关介绍 

6.3.2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综合分析 

6.3.3　光伏发电材料技术发展分析 

6.3.4　中国光伏材料制造技术专利申请状况 

6.3.5　中国太阳能电池技术新突破 

6.3.6　铜铟镓硒原料供应遇风险 

6.3.7　中国光伏材料市场前景分析 

6.4　核电材料 

6.4.1　中国核电用钢发展现况 

6.4.2　中国核级海绵锆实现自主生产 

6.4.3　外企看好中国核电海绵锆市场 

6.4.4　中国核电设备及关键材料将获突破 

6.4.5　中国银合金棒前景广阔 

6.5　风电材料 

6.5.1　中国风电叶片行业发展现状 

6.5.2　中国风电涂料市场的发展 

6.5.3　中国风电新规将促钕铁硼发展 

6.5.4　风电叶片行业存在的问题 

6.5.5　风电叶片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6.5.6　未来风电叶片发展趋势 



第七章　2012-2014年复合材料行业运行状况 

7.1　2012-2014年中国复合材料行业发展分析 

7.1.1　中国复合材料行业的发展 

7.1.2　中国复合材料产业技术性能分析 

7.1.3　中国车用复合材料轻量化新进展 

7.1.4　中国新型复合颚板研发成功 

7.1.5　中国复合材料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7.1.6　中国复合材料未来发展趋势 

7.1.7　中国复合材料未来发展规划 

7.2　模压类复合材料 

7.2.1　中国模压类复合材料市场运行情况 

7.2.2　中国各领域模压类复合材料发展状况 

7.2.3　中国模压类复合材料的发展建议 

7.2.4　中国模压类复合材料发展趋势 

7.3　热塑性复合材料 

7.3.1　亚洲热塑性塑料发展引关注 

7.3.2　中国热塑性复合材料现状 

7.3.3　热塑性复合材料交通运输领域新发展 

7.3.4　汽车行业助力热塑性复合材料发展 

7.3.5　汽车材料&ldquo;以塑代钢&rdquo;成趋势 

7.4　其他复合材料 

7.4.1　木塑复合材料产业发展综合分析 

7.4.2　木塑复合材料未来发展前景乐观 

7.4.3　碳陶复合材料成刹车新材料 

7.4.4　汽车复合材料发展前景广阔 

7.4.5　热传导材料未来发展趋势 

第八章　2012-2014年稀土新材料行业的发展 

8.1　2012-2014年中国稀土新材料行业分析 

8.1.1　中国稀土行业现状 

8.1.2　国家新规助跑稀土材料发展 

8.1.3　稀土新材料产业获补助 



8.1.4　新政策促稀土产业结构调整 

8.1.5　中国稀土材料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8.1.6　&ldquo;十二五&rdquo;成稀土新材料创新发展期 

8.2　稀土永磁材料 

8.2.1　政策引领稀土永磁材料技术发展 

8.2.2　中国稀土永磁材料市场需求预测 

8.2.3　&ldquo;十二五&rdquo;中国稀土永磁材料产业发展分析 

8.2.4　中国钕铁硼市场需求预测 

8.3　稀土发光材料 

8.3.1　全球稀土发光材料行业发展概况 

8.3.2　中国稀土发光材料行业发展成就 

8.3.3　中国稀土发光材料产业发展特点 

8.3.4　&ldquo;十二五&rdquo;中国稀土发光材料行业发展预测 

第九章　2012-2014年其他新材料行业运行分析 

9.1　新型建筑材料 

9.1.1　新型建材行业发展概况 

9.1.2　政策利好新型建材行业发展 

9.1.3　国家重视墙体外保温材料的发展 

9.1.4　新型建筑材料的发展建议 

9.1.5　建筑节能成新型建材重要发展方向 

9.1.6　新型建筑材料行业未来需求预测 

9.1.7　新型建材行业未来发展规划 

9.2　超导材料 

9.2.1　超导材料的分类及特性 

9.2.2　超导材料主要应用领域 

9.2.3　中国高温超导应用大突破 

9.2.4　超导材料应用前景广阔 

9.3　生物医用材料 

9.3.1　生物医用材料发展综述 

9.3.2　生物医用材料产业发展的特点 

9.3.3　中国生物医用材料产业体系建设项目 



9.3.4　生物医用材料的研究重点 

9.3.5　生物医用材料的研究方向 

第十章　2012-2014年中国新材料产业重点区域分析 

10.1　2012-2014年中国新材料产业区域发展 

10.1.1　中国新材料产业区域分布特点 

10.1.2　中国新材料产业区域发展策略 

10.1.3　中国新材料产业区域发展趋势 

10.2　环渤海地区 

10.2.1　北京市 

10.2.2　天津市 

10.2.3　河北省 

10.2.4　山东省 

10.3　长三角地区 

10.3.1　江苏省 

10.3.2　上海市 

10.3.3　杭州市 

10.4　珠三角地区 

10.4.1　深圳市 

10.4.2　广州市 

10.4.3　佛山市 

10.5　中部地区 

10.5.1　湖南省 

10.5.2　山西省 

10.5.3　江西省 

10.5.4　郑州市 

10.5.5　合肥市 

10.5.6　襄阳市 

10.6　西部地区 

10.6.1　云南省 

10.6.2　四川省 

10.6.3　广西省 



10.6.4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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