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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新材料产业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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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核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材料的高技术

化，新材料产业前景乐观。以新材料为支撑的新兴产业如计算机、通信、绿色能源、生物医

药、纳米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新材料的种类和数量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中国新材料产业保持高速发展，呈现科技含量高，产业融合、产品更新速度快及

研发、生产、销售国际性强等特点。新材料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被定性为&ldquo;国民经

济的先导产业&rdquo;。2012年，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万亿元，2013年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超

过1.2万亿元。总体来看，中国新材料产业仍集中在中低端，以电子信息材料、化工新材料、

新能源材料为主，而高技术门槛、高资金投入、高附加值的生物医用材料发展相对滞后。稀

土功能材料、先进储能材料、光伏材料、有机硅、超硬材料、特种不锈钢、玻璃纤维及其复

合材料等产能居世界前列。 

    目前我国的新材料产业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特色产业呈现集聚趋势；产业链日益完善，企

业抗风险能力提高；产业结构呈现出横向扩散的特点。我国的新材料产业以新材料产业基地

为依托，目前已经在长江三角洲形成了浙江东阳、宁波、海宁磁性材料特色产业区域、杭州

湾精细化工特色产业集聚区、江苏沿江新材料产业带等新材料特色产业集中区；在珠江三角

洲初步形成了建筑卫生陶瓷、改性塑料、新型电池、高性能涂料等产业集群；此外，山东、

福建、江西、湖南、辽宁等省也开始出现新材料产业集群化态势。 

    &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定位，立足现有材料

工业基础，结合各地科技人才条件、市场需求、资源优势和环境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区域特

色新材料，加快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促进新材料产业有序、集聚和快速发展。 

    推进区域新材料产业协调发展。巩固扩大东部地区新材料产业优势，瞄准国际新材料产业

发展方向，加大研发投入，引领产业技术创新，着力形成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综合

性新材料产业集群。充分利用中部地区雄厚的原材料工业基础，加快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

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不断壮大新材料产业规模。积极发挥西部

地区资源优势，加强与东中部地区经济技术合作，依托重点企业，加快促进资源转化，推进



军民融合，培育一批特色鲜明、比较优势突出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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