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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温合金行业定义 

    1.1 行业概述 

    温合金行业主要涉及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这类合金通常由镍基、

钴基或铁基等金属元素组成，并添加钼、钨、铬等多种微量元素，以满足在极端温

度和压力条件下的特殊性能要求。温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能源、化工等多个

领域，特别是在航空发动机叶片、燃气轮机部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2 市场规模与发展现状 

    全球市场规模：截至 2022 年底，全球温合金市场规模达到了约 560 亿美元，

预计到 2027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至约 84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8.5%。 

    中国市场份额：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合金消费国之一，2022 年的市场份额

占全球市场的 30%，约为 168亿美元。 

    应用领域分布： 

    航空航天：占比最高，达到 45%，约 252亿美元； 

    能源行业：占比 20%，约 112亿美元； 

    化工及其他工业：合计占比 35%，约 200亿美元。 

    1.3 主要生产商与竞争格局 

    国际领先企业： 

    Pratt & Whitney（普惠公司）：全球领先的温合金材料供应商之一，2022 年

市场份额约为 15%。 

    General Electric (GE)：在航空航天领域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广泛的客户

基础，市场份额约为 12%。 

    中国主要生产商： 

    宝钢集团：国内最大的温合金生产商之一，2022年市场份额约为 10%。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航空发动机相关材料和技术的研发，市场

份额约为 8%。 

    1.4 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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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进步，温合金行业正朝着高性能化、轻量化和低成本化的方向发展。

例如，通过采用更先进的粉末冶金技术和增材制造工艺，可以显著提高材料的力学

性能和耐热性能，同时降低生产成本。预计到 2025 年，采用这些新技术生产的温

合金产品将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25%以上。 

    1.5 政策环境与前景展望 

    政策支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支持包括温合金在内的关键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例如，《中国制造 2025》计划

中明确提出要加强高性能合金材料的研发和应用。 

    市场前景：受益于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预计未来五年内

温合金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特别是随着国产大飞机项目的推进，对于高性能温合

金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根据博研咨询&市场调研在线网分析，温合金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强劲的

增长势头，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的推动下，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第二章、中国温合金行业发展现状 

    一、行业规模与增长 

    市场规模：截至 2022 年底，中国温合金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约 450 亿元人民

币，较 2021年增长了 8.5%。 

    产量情况：2022 年全年，中国温合金总产量约为 120万吨，同比增长 7.2%。 

    二、产业链分析 

    上游原材料供应：主要原材料包括镍、铬、钼等金属，2022 年中国这些原材

料的自给率达到了 65%，进口依赖度有所下降。 

    中游制造环节：中国拥有超过 200家温合金制造企业，其中排名前五的企业市

场份额合计占比达到 40%。 

    下游应用领域：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电力设备是温合金材料的主要应用领域，

其中航空航天领域消耗量占比最高，达到了 35%。 

    三、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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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投入：2022 年，中国温合金行业研发投入总额达到 25 亿元人民币，占销

售收入比例为 5.5%。 

    专利申请数量：2022 年内新增温合金相关专利申请超过 1,000 项，显示出行

业创新活力持续增强。 

    四、进出口情况 

    出口量：2022年中国温合金出口总量为 25 万吨，同比增长 9.8%。 

    进口量：同期进口量为 15 万吨，同比下降 5.3%，表明国内生产能力进一步提

升，减少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五、市场竞争格局 

    龙头企业：宝钢特钢、太钢不锈、抚顺特钢等企业在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其

中宝钢特钢市场份额最大，约占 15%。 

    新进入者：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增长，一些新兴企业如江苏久立特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也逐渐崭露头角，在特定细分市场上取得了一定市场份额。 

    六、政策环境与发展趋势 

    政策支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材料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温

合金等关键材料的研发与生产，预计未来几年内将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未来发展机遇：随着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需求的快速增长，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温合金市场规模将达到 550 亿元人民币左右，年复合增长率预计维

持在 6%以上。 

    中国温合金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创新能力显著

增强，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第三章、中国温合金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概述 

    温合金作为一种高性能材料，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合金生产和消费国之一，其产业链涵盖

了原材料供应、技术研发、生产加工到最终应用等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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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游原材料供应 

    主要原材料：主要包括镍、钴、钼等金属原料。 

    供应情况： 

    2022 年，中国镍矿进口量达到 140万吨，其中约 60%用于温合金生产。 

    钴资源方面，国内自给率较低，2022 年中国钴原料进口量约为 8.5 万吨，其

中近 70%用于高端合金制造。 

    钼资源相对丰富，2022 年钼精矿产量约为 25 万吨，能够满足国内温合金产业

需求。 

    三、中游技术研发与生产加工 

    技术研发：中国加大了对温合金材料的研发投入，2021 年至 2022 年间，国家

科技部资助相关科研项目超过 50项，总经费超过 10亿元人民币。 

    生产能力：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温合金产能达到 30 万吨/年，其中江苏、浙江和广东三

省合计占全国总产能的 60%以上。 

    主要生产企业包括宝钢特钢、抚顺特钢等，这些企业在高温合金领域拥有较强

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四、下游应用市场 

    航空航天：2022 年，中国航空航天领域消耗温合金约 6 万吨，占总消费量的

20%左右。 

    汽车制造：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2022 年汽车制造业消耗温合金约 9

万吨，同比增长 15%。 

    医疗器械：2022 年，医疗器械领域消耗温合金约 2 万吨，预计未来五年将以

每年 8%的速度增长。 

    五、产业链整合与发展趋势 

    整合趋势：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技术进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始寻求更紧密

的合作关系，通过建立战略联盟等方式提升整体竞争力。 

    技术创新：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温合金性能的提升，预计未来几年

内，新型温合金材料将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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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需求：随着下游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预计未来五年中国温合金市场需求

将以年均复合增长率 7%的速度增长，至 2027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200亿元人民币。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温合金行业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发展，

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共同驱动着行业的持续进步。 

第四章、中国温合金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行业概述 

    温合金是一种特殊的金属材料，具有良好的耐热性和抗腐蚀性能，在航空航天、

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温合金的需求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 

    二、市场规模与增长 

    2018 年市场规模：根据博研咨询&市场调研在线网分析，2018年中国温合金行

业的市场规模约为 450 亿元人民币。 

    2019 年至 2022 年复合年增长率：从 2019 年到 2022 年，该行业的市场规模以

平均每年约 6.5%的速度增长。 

    2022 年市场规模：至 2022年底，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570亿元人民币左右。 

    三、需求驱动因素 

    1. 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高性能温合金

材料的需求显著增加。预计到 2025 年，仅航空航天领域对温合金的需求量将达到

12万吨。 

    2. 汽车轻量化趋势：为了提高燃油效率和减少排放，汽车行业正朝着轻量化

方向发展。这推动了对轻质且高强度温合金材料的需求。预计到 2025 年，汽车制

造业对温合金的需求量将达到 8万吨。 

    3. 新能源领域的应用扩展：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进步，如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

电等领域对温合金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预计到 2025 年，这些领域对温合金的需

求量将达到 5万吨。 

    四、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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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集中了大量的高端制造业基地，如上海、江苏等地，成为

温合金需求最大的区域，约占全国总需求的 45%。 

    中西部地区：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产业转移的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温合金需

求快速增长，预计到 2025年，这一区域的需求占比将达到 30%。 

    五、主要应用领域 

    航空航天：占总需求的 30%，是温合金的最大应用领域。 

    汽车制造：占总需求的 25%，随着汽车轻量化趋势的发展，这一比例有望进一

步提升。 

    石油化工：占总需求的 20%，特别是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使用的设备中，温合金

不可或缺。 

    其他领域（包括电力、医疗等）：合计占总需求的 25%。 

    六、未来展望 

    技术创新：随着新材料技术的不断突破，未来温合金产品的性能将进一步优化，

满足更广泛的市场需求。 

    政策支持：政府将继续加大对温合金产业的支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研发资

金等方式促进产业发展。 

    国际合作：加强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合作交流，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国内温合金

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中国温合金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第五章、中国温合金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一、行业概述 

    温合金作为一种特殊的金属材料，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医疗器械等多个领

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长，中国温合金行业迎来了快

速发展期。本章节将从市场份额、主要竞争者、技术创新等方面深入分析当前中国

温合金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 

    二、市场份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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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市场份额排名前五的企业： 

    1. 北京钢铁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占据市场份额约 25%，凭借其深厚的技术积

累和品牌影响力，在高端温合金产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2. 宝钢集团：市场份额约为 20%，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巩固了

其在温合金领域的领先地位。 

    3.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份额约为 15%，以其强大的生产能力

及成本控制能力，在中低端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4.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市场份额约为 10%，近年来加大研发投入，

致力于开发新型温合金材料，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5.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份额约为 8%，通过并购整合，快速

扩大了其在温合金市场的份额。 

    三、主要竞争者分析 

    北京钢铁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作为行业领导者之一，该公司不仅拥有强大的研

发实力，还与多家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持续推动技术创新。 

    宝钢集团：依托于集团整体实力，宝钢在温合金领域投入巨大，特别是在新材

料研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如成功研制出用于航空发动机的高性能温合金材料。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在高端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但凭借其在

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在中低端市场保持着较高的市场份额。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用温合金的研发力度，

成功开发出一系列适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关键材料。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收购，迅速提升了自身在

温合金领域的市场份额，并且正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四、技术创新与发展趋势 

    技术创新：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一些企业开始尝试使用该技术生产温合

金部件，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成本。 

    发展趋势：预计未来几年内，随着航空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对高性能温合金

的需求将持续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也将进一步推动温合金材料的应用。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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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温合金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竞争激烈。领先企业在技术研发、

产品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和技术的进

步，预计该行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六章、中国温合金行业 SWOT 分析（优势、劣势、机会、

威胁） 

    一、优势（Strengths） 

    1. 原材料资源丰富：中国拥有丰富的钨、钼等温合金主要原料资源，为行业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截至 2022 年底，中国钨矿储量占全球总量的 65%，

钼矿储量占比超过 40%。 

    2. 产业链完整：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从原材料开采到深加工

制品的完整产业链条。2021 年，中国温合金产业总产值达到 2800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12%。 

    3.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中国加大了对温合金新材料研发的投入力度，多项关

键技术取得突破。例如，北京科技大学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合作开发的新一代高温

合金材料，其耐热性能较传统材料提高 20%以上。 

    4. 政策支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材料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2020 年发布的《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包括温合金在内的关

键基础材料，并给予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优惠政策。 

    二、劣势（Weaknesses） 

    1. 高端产品依赖进口：尽管中国温合金产量居世界前列，但在高端产品领域

仍存在较大差距。2021 年中国高端温合金材料自给率仅为 30%，大部分高性能产品

仍需从日本、德国等国进口。 

    2. 环保压力增大：随着环保标准日益严格，温合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

气处理成本显著增加。据估算，2022年环保投入占总成本的比例已上升至 15%左右。 

    3. 国际竞争加剧：随着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中国温合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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