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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是指新出现的具有优异性能或

特殊功能的材料，或是传统材料改进后性

能明显提高或产生新功能的材料。新材料

的发现、发明和应用推广与技术革命和产

业变革密不可分。加快发展新材料，对推

动技术创新、支撑产业升级、建设制造强国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近年来，我省抓住新材料革命发展机

遇，坚持需求牵引和战略导向，以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为重点，以满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和重大技术装备急需为切

入点，发挥科研、资源、产业、人才等比较优

势，以创新驱动促进新材料产业发展，着力

突破一批新材料品种、关键工艺技术与专

用装备，延伸拓展产业链，培育新材料产业

集聚区，不断提升新材料产业核心竞争力，

努力形成新的工业经济增长极。

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我省虽然新

材料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开辟新工业经

济增长极。但还存在新材料产业起步晚、

底子薄、总体发展慢，仍处于培育发展阶

段；核心技术与专用装备水平相对落后，创

新能力薄弱，低端品种产能过剩，推广应用

难等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仍然是制约新材

料产业发展的瓶颈。

新材料产业初具规模

“十二五”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

取得了长足进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龙头

企业和领军人才不断成长，整体实力大幅

提升，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科

技工业建设。新材料产业总产值已由2010

年的 0.65 万亿元增至 2015 年的近 2 万亿

元。

从我省的情况看，近年来我省依托石

化、有色、冶金等产业基础，加强技术创新，

初步形成了以兰州、白银、金昌等地域为中

心，以稀有金属材料和功能材料、高性能稀

土功能材料、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先进高分

子材料和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等产业为

核心的新材料产业发展格局。部分企业技

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具备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材料产业的基础

和条件。

兰州市更是结合《兰州市国民经济“十

三五”发展规划》和“4+7”产业工程，先后出

台了《兰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和《兰州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方案》

等系列政策措施，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凝炼产业化项目、重点

工业招商等途径，初步形成了以化学新材

料、铝合金新材料、炭素新材料、水性高分

子材料、镍钴新材料、光电新材料和建筑新

材料等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格局，是兰州市

“4+7”重大支柱产业中4个千亿产业之一，

也是未来几年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在新材料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培育

产业群、扶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等方面取

得了一定成效。2015 年石化、有色、钢铁、

建筑 4 大基础材料产业规模近 1400 亿元，

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016

年新材料产业规模约 430 亿元，已成为兰

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在镍

钴新材料、钛镍记忆合金、轻型铝合金型

材、铝基焊材、水性高分子材料、核石墨、高

能炭素制品、炭纤维等一批技术先进，性能

可靠的新材料相继研发成功并投入生产。

中科院近物所、化物所，兰州大学、兰州理

工大学、省科学院、省冶金研究院等一大批

与材料科学有关的科研单位会聚兰州，为

新材料研发、设计、生产和应用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

新材料产业发展仍任重道远

虽然我省新材料产业取得了一定的发

展，但面对的发展困难依然存在。

产业规模较

小。产业总体规

模较小，拉动作

用不显著。新材

料占基础材料产

业的比重小，新

材料产业总量偏

小，尚未形成规

模效应。布局较

为分散，新材料

产业格局尚未真

正形成。大多数

企业布局比较分

散 ，聚 集 度 较

低，不能完全形

成集群效应。产

业链条短，新材料推广应用困难，产业发展

模式不完善。研发投入少且分散等产业发

展瓶颈问题亟待解决。

新材料自主开发能力弱。新材料生产

的高端技术装备严重依赖进口，企业对高

端技术及先进装备制造的研发投入不足，

对制备工艺、性质、性能的研究欠缺，技术

储备相对匮乏，基础研究薄弱，导致整体产

业竞争力不高。部分新材料企业“重市场

轻科技、重硬件轻软件”，特别是在自主创

新能力以及人才培养等软实力的建设和培

育方面重视程度不够，严重制约了新材料

产业的创新发展。大部分新材料企业是在

传统产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的整体

技术装备落后，高技术人才缺乏，产业层

次、研究技术成果产业化程度较低，企业创

新动力不足，核心竞争力有待加强。

产学研用相脱节。产学研相结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和产业技术联盟发育不足，新

材料研究成果产业化机制不完善，产业核

心竞争力总体不强。表现为科研与产业相

脱节，前瞻性领域创新薄弱，缺乏研发方与

企业方有效的合作机制，各类服务平台的

服务功能不完善，成果转化率低，研发投入
不足，缺乏高层次、复合型的技术带头人和
技能型人才，创新研发能力较弱。

开辟新工业经济增长极

在刚刚胜利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

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

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

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

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

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

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

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

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

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新材

料产业的发展也是我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

一个方面，加快推动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更

是刻不容缓。

为此，今年九月省科技厅、工信委、发

改委、国资委四家单位联合制定下发了《甘

肃省新材料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方案》，计划

到 2020 年使新材料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发

展态势基本形成，初步形成镍钴新材料、铜

铝新材料、电池材料、羰基金属、高性能橡

胶、工程塑料、高性能纤维、水性高分子材

料、高性能氟材料、碳基新材料、凹凸棒改

性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生物质材料、记忆

合金材料等 16 个特色鲜明、产业链完善、

引领带动作用强的省级以上新材料研发和

产业化基地，推动新材料产业创新聚集发

展。

到 2020 年，新材料企业研发经费内部

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3%左右，知

识产权创造与运用能力明显提升，企业创

新环境进一步优化。突破一批核心关键和

共性技术，整合构建一批新材料产业创新

载体，基本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新材料产

业协同创新体系。培育5 个左右省级新材

料制造业创新中心，50 家省级以上企业技

术中心，创建 10 个左右以新材料企业为主

导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产业集群基本形成。紧紧围绕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需求和国防建设需要，突破一

批核心关键和共性技术，创建一批产学研

用相结合的创新平台，培育一批创新能力

强的骨干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区域竞争力

和引领产业升级的新材料产业集群，进一

步提升新型功能材料、先进结构材料、高性

能复合材料发展水平。“十三五”期间，新材

料产业完成增加值力争年均增长 10%，新

材料产业对材料工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

不断增强。

拓展新材料应用领域，大力发展有色

金属新材料、化工新材料、新型功能材料和

高端结构材料等新材料，加快碳纤维复合

材料、高品质特殊钢、先进轻合金材料等重

点领域新材料产业化及应用。新型电池材

料、稀土功能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轻合金

材料、工程塑料等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等领域所需新材料应用水平大幅提升，国

防科技工业所需新材料市场竞争力明显增

强。

逐步完善新材料创新体系建设。 依

托金川公司打造国家镍钴新材料创新中

心。支持金川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复旦大学等构建协同创新平台，与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中南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兰州理工大学建立长期科研关系，与中

国航天发动机公司、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建立装备制造战略合作关系，加快构建镍

钴新材料“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制造企

业+下游用户”科技创新联盟，打造国内最

大的镍钴新材料深加工和国内有一定竞争

力的电池材料国家产业中心。依托敦煌西

域特种新材料公司打造省级聚芳硫醚制造

业创新中心。依托金川公司和中科院化物

所打造省级羰基（原子态）金属材料创新中

心。依托金川公司和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和

甘肃虹光电子公司、天水风动工具公司等

企业，扩大羰基金属产品线，成立羰基金属

制备工艺研究和应用中心，在羰基金属电

磁屏蔽、纳米材料、金属3D打印、硬质合金

等领域占领科研和产业高地，形成一批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羰基金属膜装备、3D打

印零部件产业群。依托中科院兰州化物所

打造省级凹凸棒材料创新中心。

提升有色冶金新材料产业规模。镍钴

新材料重点发展镍及镍基合金、钴基合金、

镍钴铜粉体材料、镍钴铜金属盐化工材料

等有色金属新材

料，积极发展系列

四氧化三钴、系列

三元前驱体、电池

正极材料，带动电

池负极材料、电解

液材料和隔膜材

料的发展，加快推

进金昌国家有色

金属新材料产业

基地建设。铜及

铜合金新材料以

发展高纯铜、白铜

系列产品、高性能

铜合金及其加工

材 等 为 方 向 ，继

续加强高强耐磨

黄铜合金、新型高效冷凝管、新型变压器

铜带、高铁用铜合金配件及高强耐腐蚀合

金、高纯无氧铜带材、电解用异形导电铜

排和复合导电棒、铜包铝、钛包铜复合材

料精密铜管、锡磷青铜合金、高铬铜微晶

合金材料等有色金属深加工和延伸产品，

形成小批量生产，推进产品从产业链低端

向中高端提升。钢铁新材料方面积极开

发特种不锈钢、核电、交通等高品质特殊

钢，重点推进超纯铁素体不锈钢、高氮控

氮奥氏体不锈钢、超级奥氏体耐蚀不锈钢

和双相不锈钢生产技术，加快船用高品质

耐蚀船板和核电用不锈钢等新产品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

做大做强化工新材料。依托我省化工

原料和技术优势，以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

验区为重点，优化布局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加快特种橡胶、工程塑料、异氰酸酯、高性

能氟材料、功能性膜材料、高性能树脂、水

性高分子材料、环保功能树脂及涂料等先

进化工新材料及专用化学品的开发与产业

化，延伸发展精细化工、新型化工材料等下

游产业，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化工新材

料产业链。

大力发展电池材料。发展四氧化三

钴、镍钴锰/镍钴铝三元前驱体、镍钴锰/镍

钴铝三元阳极材料、钴酸锂、锰酸锂、石墨

负极等电池材料，引入镍氢电池、锂离子电

池制造和电池负极、隔膜、电解液等产品配

套企业，延伸电池材料产业链，促进二次电

池及电池材料产业发展。

加快发展羰基（原子态）金属材料。加

快羰基金属粉末、羰基金属纳米材料、固体

润滑、硬质合金、电磁屏蔽等产品技术转

化，推动羰基铁、羰基镍、羰基钴、羰基钨、

羰基钼生产规模稳步增长。

加快发展凹凸棒材料。加快凹凸棒石

霉菌毒素吸附剂、黏土矿物纳米复合杂化

颜料（钴蓝）、凹凸棒石黏土/生物炭重金属

土壤修复剂、凹凸棒石纳米复合抗菌材料

研究和产业化转化。加快农林保水剂的推

广和规模化生产，服务旱作、戈壁农业发

展。

推动发展生物质材料。继续扩大变性

淀粉、无钒功能粉制品、高级生粉、质涂料、

水性木器漆、装饰板材、粘合剂、印花糊料、

可降解包装、医用辅料等生物质材料产业

规模，发展植物空心胶囊原材料产业、医用

润滑粉、食用生物原料等，把马铃薯种植、

植物油等农业和新材料制造业有机联系起

来，形成高效农业—工业材料—生物质消

费品产业链条。

在产业布局上着力打造：金昌有色金

属新材料产业园、金昌羰基金属产业园、

嘉峪关工业园区不锈钢产业园、嘉峪关

工业园区铝加工产业园、酒泉敦煌特种新

材料产业园、瓜州/肃州硅材料产业园、白

银公司/靖远刘川工业园区、兰白化工新

材料产业集中区、兰州金川科技园/白银

高新技术开发区电池材料集聚区、兰州连

城海石湾工业区电池负极材料和碳材料

集聚区、西北永新化工园区/白银高新技

术开发区凹凸棒材料集聚区、定西巉口工

业园区生物质材料聚集区等一大批新材

料产业园区。

未来，我省还将在绿色镀膜新材料、石

英玻璃、绿色建筑材料、新型筑路材料（土

凝岩）、核辐照材料、蓝宝石材料、甲烷转化

聚烯烃催化剂、农林保水剂等领域进一步

加大科研和产业投入，培育能够带动上下

游产业链的骨干企业，不断扩大产业规模，

真正把新材料产业打造成我省新工业经济

增长极。 （本版图片系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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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材料产业发展状况的调查

□ 本报记者 周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