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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

• 材料就是人类用于制造物品、器件、构件、机器或其他产品的那些物质。
• 材料发展变迁和人类文明进步相得益彰。材料是支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关键性要素之一，材料技术发达程度决定了制造和装备的先进 

水平，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材料发展的进程。

资料来源：中国材料研究学会，新材料在线，《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报告（2020）》，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材料发展伴随人类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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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材料发展历程图：不同时代对应的材料



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资料来源：新材料在线，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新工艺、新技术、新市场催生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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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材料即新近发展的或正在研发的、性能超群的一些材料，具有比传统材料更为优异的性能。
• 新材料的“新”体现在技术、工艺、市场三方面。对应1）新的组成结构、性能、功能，是具备前沿技术的新型材料；2）新的合成与制备方法形 

成的新材料，是重点行业的高端材料；3）用在新应用领域的材料，面向新兴产业需求。

图：新材料的定义



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

• 全球新材料产业持续发展，2020-2025年市场规模CAGR有望达到13.3 ，2025年全球新材料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6万亿美元。

• 需求+政策推动中国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2011年全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仅0.8万亿元，而到2025年中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有望达到10万亿元。

资料来源：新材料在线，工信部，亿欧智库，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全球新材料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5

图：国内新材料行业市场规模（万亿元）图：全球新材料行业市场规模（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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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资料来源：新材料在线，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美、日等国家处于领先地位，成长大批新材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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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依托强大经济和科技实力在新材料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受益于电子产业快速发展在电子信息材料领域全球领先，欧洲优势在复合材料 

和化工材料领域，俄罗斯在航空航天、金属材料有深厚积淀。

图：全球新材料产业分布及知名企业



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亿欧智库，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国内新材料产业集群分布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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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新材料产业在地理区位上呈现东南沿海聚集，中西部、东北地区特色发展布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布局完善，经济发达且人才优势显 

著，吸引新材料产业集群；中西部在材料精细加工和资源利用方面具有优势；东北重点在于服务重大装备和工程的特色新材料领域。

图：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分布



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资料来源：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发达经济体将新材料放在重要战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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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发达国家新材料国家战略计划持续出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均将新材料放在重要国家战略位置。

图：发达经济体新材料国家战略计划



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

• 发达国家产业回流和再工业化是亟待实现国产自主可控的重要驱动因素，新材料技术突破是关键。

资料来源：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金柚网研究院，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再工业化背景下新材料技术突破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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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材料是实现自主可控的重要环节

图：全球工业转型升级



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资料来源：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新材料是全球经济体竞争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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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工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中、美、德三国战略计划对比

对比项 中国 美国 德国

计划名称
中国制造2025  

(2015年)

先进制造伙伴计划
(2011年)

工业4.0  

(2013年)

技术优先领域

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航天装备
海洋装备及船舶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电力装备
农机装备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

先进材料技术
先进传感、控制技术和平台系统 

虚拟化、信息化和数字制造

生产模式智能化 

生产管理智能化 

生产安全智能化

行动路径 从整体上将制造业与信息技术融合重塑工业格局
“自上而下”从信息技术改造制造业 

重塑工业格局
"自下而上”从制造业融入信息技术 

重塑工业格局

战略基础
制造业大而不强 

信息产业跟跑为主
制造业全球领先信息产业大而强 信息产业领先制造业领先

战略目标 跻身制造强国行列 保住领先地位 重塑工业格局

• “再工业化”背景下新材料是国内外经济体竞争重要着力点，是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必要环节。



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

•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材料产业经历了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的转型，部分关键领域已经实现突破占据领先地位。

资料来源：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战略定位突出，中国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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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历程



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

• 多类新材料国产化率仍处较低水平，部分高端材料仍处海外垄断阶段。国内新材料国产替代仍旧较大提升空间，如部分半导体材料国产化率仍不 

足5 。另以环氧塑封料为例，国内品牌产品仍集中在传统封装领域，符合产业趋势的先进封装领域用高端材料仍被国外品牌垄断。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华海诚科招股书，《中国半导体环氧塑封料产业调研报告》， 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高端新材料国产化率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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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2年中国半导体材料国产化率情况（ ） 图：国内外环氧塑封料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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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塑封料产品应 

用类型
封装技术类型 国外品牌产品 国内品牌产品

DO/DIP/SMX/桥块 传统封装 已基本退出 主导地位

TO 传统封装 基本相当 基本相当

SOT/SOP/SOD 传统封装
主导地位

优势在高电压应用等
近年发展迅速 

常规应用基本替代

QFN、BGA 先进封装 垄断地位 少量销售

MUF/FOWLP 先进封装 垄断地位 尚处于布局阶段



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资料来源：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战略定位突出，中国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

13

• 国务院、各部委多维度出台各类政策支持新材料产业发展。

图：中国新材料产业相关政策引导

•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 引导企业加大质量技术创新投入，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应用，  

促进品种开发和品质升级。

• 《前沿材料产业化重点发展指导目录(第一批)》
• 《“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

• 加快前沿材料产业化创新发展，引导形成发展合力。
• 培育壮大新材料产业，加速信息技术赋能。

•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
• 鼓励改进新材料生产，再生有色金属新材料，涉及信息、新能源、交通
运输领域新材料，轻量化新材料零件及新材料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 《石油和化学工业“十四五”发展指南》 • 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学品，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本质安 

全和清洁生产水平。

• 《关于印发原材料工业“三品”实施方案的通知》
• 《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2024-2026年)》•

• 实施关键基础材料提升行动，完善新材料生产应用平台，优化上下游合 

作机制，聚焦高性能、功能化、差别化的新材料产品。
以产业数字化驱动全产业链业务变革，加快推进原材料工业高端化、绿 

色化、安全化、高效化发展。

多部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请仔细阅读尾部的免责声明资料来源：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围绕堵点发力攻破实现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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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未来中国新材料需解决问题及战略布局领域

产业动态 需解决的问题 亟需发展的新材料

产业创新 原创力
人工智能材料、量子信息材料、集成电路材料、脑科学和基因生物材料 

临床医学材料、深空、深地、深海、极地材料

产业发展 基础力
信息技术材料、生物技术材料、新能源材料、高端装备材料、新能源汽车材料 

绿色环保材料、航空航天材料、海洋装备材料

产业升级 补短板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材料、高端新材料、重大技术装备材料、能源制造与机器人材料
北斗产业化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材料、高端医疗装备和创新药材料、农业机械装备新材料

绿色产业 绿色化 新能源材料、化工冶金建材工艺流程绿色化、固碳转化材料、再生新材料

智能产业 智能化 量子材料、碳材料、硅材料、电子信息材料

先进制造业 保障力
高品质特殊钢、高端稀土功能材料、高性能合金、高温合金、高纯稀有金属材料、高性能陶瓷、电子玻璃 

碳纤维、芳纶等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生物基和生物医用材料、茂金属聚乙稀等高性能树脂
集成电路用光刻胶等电子高纯材料

• 未来中国新材料战略布局重点围绕在创新、发展、升级、绿色、智能、先进制造解决堵点并实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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