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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尖助力新基建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新材料是新基建的重要构件，作为世界

领先的新材料开发商和综合服务商，中国建

材集团近年来加快布局新材料研发与产业化

发展。一方面加大新材料领域关键技术攻关

和研发投入，提升核心关键材料供给保障能

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另一方面坚持产

业化导向，紧密结合集团和行业发展遇到的

瓶颈制约，加强共性关键性基础技术研究，突

破产业化关键环节。

为让更多高精尖材料助力新基建，中国

建材强化关键基础材料自主保障，助力增强

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满足新基建领域对

关键材料的技术需求。

在航空领域，中国建材瞄准国产大飞机，

推进大飞机复合材料专项应用，获得 CR929

大飞机供应商资格。在信息通信领域，中国

建材开发的低介电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屋顶

站等新材料，攻克了复合材料连接技术瓶颈，

实现在 5G 通信基站上的应用，综合技术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

在特高压领域，中国建材研发出国家特

高压工程急需的瓷支柱绝缘子，率先成功研

发出全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直流±1100k 用

瓷支柱绝缘子和交流 1100kV、直流±800kV

系列特高压用支柱绝缘子，支持多项国家特

高压输电工程。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建材自主研制出铜

铟镓硒光伏组件、碲化镉发电玻璃和锂电池

隔膜，其中铜铟镓硒光伏组件光电转化率刷

新了世界纪录，并成功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光伏建筑一体化等设施。

在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特别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下，智能屏幕远程在线等应用

进 一 步 普 及 。 中 国 建 材 攻 克 8.5 代 TFT-

LCD 玻璃基板关键技术并实现稳定量产，实

现了我国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零”的突破；

研制开发的液晶显示模组广泛应用于平板电

脑、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智慧城市等领域。

石膏板、轻钢龙骨、矿棉吸声板等系列产

品满足北京冬奥会奥运村对建筑耐久、安全、

低碳、可回收、可持续的高品质要求；储氢材

料批量应用于北京冬奥会多种新能源车辆，

设计续航里程 630 公里；新一代干法阻燃环

保优质板材用于延庆赛区冬奥场馆和山地新

闻中心建设；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区域安装了

5 套碲化镉发电玻璃⋯⋯通过充分发挥在新

材料领域的综合优势，中国建材为北京冬奥

会各类项目建设提供了从原料生产到建造运

行再到回收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绿色产品。

此外，中国建材发起设立了国内规模最

大的新材料产业基金，带动金融资本和社会

资本向优质新材料科技成果转化集聚。联合

多个央企、科研机构打造首个国家原材料行

业“双碳”公共服务平台；与高校合作打造国

家级人工晶体“双创”基地，已入驻上下游企

业 20 多家，形成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

新材料产业迈向质的飞跃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材料是人类文明的基石，而新材料的发现、研

发和应用推广引领着社会进步、技术革命和产业

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材料产业正在从量的

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的

提升。一代新材料铸造一代新装备，强大一代

产业。

新材料是指新近发展或正在发展的，具有优

异性能的结构材料和有特殊性质的功能材料。新

材料产业涉及先进玻璃材料、先进陶瓷材料、纤维

及复合材料、新型建筑材料等重要专业领域，涵盖

上万种具体产品，是我国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航

空航天、轨道交通、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

环保等领域的关键基础原材料，支撑着我国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应用范围持续拓展

新材料产业是制造强国的基础，是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的基石和先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材料产业发展，成立国家新材

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

政府协同发力，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新材料产业发

展的相关政策。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科技自

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完善国

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这为新材料产业主攻方向提供了重要

遵循，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新材料在各领域的作用不断深化。

在复合材料领域，新材料的应用已由航空航天等

产业逐渐向民用工业拓展，在体育休闲、汽车、交

通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建筑材料领域，新材料

的广泛应用是支撑我国由建材大国向建材强国跨

越的重要抓手。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阎晓峰

表示，为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动新材料

产业发展的相关决策部署，多年来建材联合会开

展了一系列推进工作，先后组织编制并向全社会

发布《中国建筑材料工业新兴产业发展纲要》《建

材新兴产业“三个一批”百项重点项目实施方案》

等新材料相关指导性文件。近两年来，更是在建

材新材料的产业链现代化、供应链安全化、创新链

高端化等方面开展了许多创新性工作。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新材料产业发展已出现

深刻、重大、可喜的转变，有力支撑了我国建材行

业及相关上下游产业绿色低碳安全高质量发展。”

阎晓峰说。

创新能力稳步增强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新

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我们必须奋起直追、迎头赶

上。在新材料应用最广泛的建材领域，新材料产

业产值占比已由 2014 年的 14%增至 2020 年的近

20%，先后培育出碳纤维、风电叶片、汽车轻量化复

合材料、电子显示玻璃、石墨烯等多个数百亿元产

值的产业，以及特高压陶瓷绝缘子、

蓝宝石衬底、闪烁晶体、气凝胶

等数十亿元产值的产业。

不仅如此，传统建筑材料经过改进后，性能明

显提高或产生了新功能。我国浮法玻璃实现了由

传统建筑玻璃领域向信息显示领域的跨越式发

展，突破了汽车玻璃、超薄信息显示玻璃、高强锂

铝硅玻璃等特种玻璃关键制备技术并实现工业化

生产；自主开发的特种石英玻璃、红外玻璃应用于

天宫、探月、北斗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我国前三

大玻纤企业占据了全世界玻纤产量的 50%以上，

高强玻纤、高模玻纤、电子级玻纤、低介电玻纤、高

硅氧玻纤等新材料已实现产业化。

“复合材料应用的发展方向是实现应用的轻

量化、低成本化和绿色环保化。”中国复合材料工

业协会秘书长孟弋洁表示，在汽车领域，碳纤维等

高性能复合材料正在替代传统材料，汽车承力结

构件新材料开发的复合材料应用占比不断提升。

新能源汽车通过应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大大降低了

车体重量，与电池、储氢等新技术一起助力新能源

汽车提升续航能力。

随着空间布局的日趋合理，新材料产业集聚

效应不断增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新

材料综合性产业集群优势突出，中西部地区一批

特色鲜明的新材料产业基地也初具规模。

多年来，新材料产业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各界

共同发力、相互配合，从体制机制以及分配方式等

方面发挥协同效应，引导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加速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金服

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新材料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和科研院所

实力大幅提升。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材料产业起

步晚、底子薄，在原始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

融合和安全保障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阎晓峰

认为，我们需要从加强政策引导、解决核心技术与

专用装备瓶颈问题、提升原创能力、培育“专精特

新”企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推动新材料产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产材料迅速成长

近年来，我国关键新材料产品保障能力明显

提升。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突破千吨级

T800 碳纤维产业化技术，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

在青海西宁投产，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碳纤维领域

实现了“关键一跃”；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建成

国内首条 8.5 代 TFT-LCD 玻璃浮法生产线，中国

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成国内首条锂铝硅玻璃

产业化生产线，打破了国外对我国高品质电子显

示玻璃领域的长期垄断⋯⋯越来越多的国产新材

料产品填补了空白，并在相关领域得到规模化

应用。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新材料企业

积极开展科技抗疫。凯盛君恒有限公司突破中性

硼硅 5.0 疫苗瓶产业化关键技术，捐赠 20 万只疫

苗瓶支持我国疫苗研发生产；依托建材行业特种

玻璃制备与加工重点实验室，中国建筑材料科学

研究总院提供了紧急研制的硫系红外玻璃及红外

镜头 13000 多件；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研发

的玻纤滤纸、生化检测纤维束为疫情防控、核酸

检测提供了重要材料保障；北新集团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鲁班万能板”产品以及“全屋

装配系统”核心技术成功应用到武

汉方舱医院建设中。

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材料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

问题，并有效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哈尔滨玻

璃钢研究院研制的复合材料主结构件成功应用于

我国首个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推进分系统、电源

系统；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自主开发的

大尺寸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成功应用于多个卫

星，在空间遥感卫星领域实现应用突破和自主保

障；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开发的碲化镉

发电玻璃成功应用于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馆等重

大工程；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研发的低热

水泥成功应用于乌东德水电站世界上最薄的 300

米级特高拱坝；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高性能 TPO 防水卷材成功应用在大

兴国际机场、北京冬奥会建设工程中。

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新材料产业必将

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自主可控方面承

担更大的责任。新材料产业要牢

牢把握历史机遇，为我国持

续 深 入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作 出 重

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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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图为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合盛铜业的

生箔车间。

周广学摄（中经视觉）

图① 图为浙江湖州市吴兴区

的新凤鸣集团湖州基地生产车间。

该企业主要从事功能性纤维新材料

的研发和生产。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图② 图为巨石集团玻璃纤维

生产络纱车间。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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