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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中长期，低碳转型、绿色

发展、产业转移、供应链安全四大

趋势将持续成为新材料行业成长的

主旋律。新材料处于产业链的中上

游环节、细分产品繁多，大量细分

产品正处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化

水平逐步提升的成长期。对于内资

企业而言，目前正是新材料产业实

现国产替代和弯道、换道超车的黄

金时期，而硬币另一面，也是外资

企业提前卡位中国市场的窗口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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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是未来不变的主流，
四大趋势利好新材料产业
发展

“双碳”战略目标下，新能源产业革命助推新材

料产业升级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

中国于2020年正式作出“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

碳”目标承诺，国务院先后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纲领性指导文件，明确

指出产业结构全面向绿色低碳升级转型的实现路径。

其中，全面推进清洁、可持续的新型能源发展，既是立足中国能源发展国情、助力能源

转型的核心战略，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承诺的主要途径。风电、光伏、氢

能、电动汽车、储能电池为代表的新型能源下游应用陆续实现技术突破，应用成本快速

下降，全球开发利用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旺盛，成为能源结构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伴随下游市场的快速增长，三元材料、硅基负极、高性能铝箔、钙钛矿、质子交换膜等

上游新材料随之而动，行业发展前景令人瞩目。

绿色、环保是“双碳”战略目标的另一核心方向

绿色环保是“3060双碳”目标的另一核心方向，可降解材料与生物基材料的绿色、环保

的特性与“双碳”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其下游应用广泛分布在包装、消费品与纺织品等

领域，不断扩张的下游需求反向助推上游材料开展产业升级。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

二酯（PBAT）等可降解材料进一步走强，聚乳酸（PLA），以及聚丁二酸丁二醇酯

（PBS）、淀粉基塑料等新型生物基可降解材料有望在部分应用领域逐步替代传统石油

基材料，成为行业未来的增长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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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供应链，承接材料制造产业转移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分工，承接各类制造业的转移。上世纪

90年代末开始，中国凭借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与繁荣的下游市场承接了半导体产业的第三次转移，中国大

陆迅速成长为全球电子信息与半导体行业的重要参与者。晶圆制造、芯片封测产能迅速增长，带来了电

子级硅、高性能陶瓷、湿电子化学品、封装材料、以及显示材料等上游相关材料制造的配套转移与集聚。

供应链安全风险凸显，自主可控发展是未来之路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供应链安全逐渐成为中国政府与企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2018年以来，

中国在多个前沿技术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封锁或限制，例如美国宣布停止对中广核运输放射性材料以及

氚的授权，将第四代半导体材料氧化镓和金刚石纳入出口管制等。中国目前在部分细分新材料领域仍存

在不完全自主可控的风险，例如聚醚醚酮（PEEK）、聚酰亚胺（PI）等特种工程塑料和碳纤维、芳纶

等高性能复合材料。例如以碳纤维为例，在车载储氢瓶以及风电叶片领域未来成长空间可期，若无法保

障自主可控，则会对全产业俩的良性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因此亟待突破原料、技术、工艺的“卡脖子”

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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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展阶段明晰当前新材料产
业突围进展

新材料处于产业链的中上游环节，细分产品众多，且下游应用领域涵盖了汽车、电子电器、风电等国民

经济的各个产业。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领、下游行业发展以及企业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中国新

材料行业发展已具备一定基础，但纷繁的细分类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普华永道以国内企业（包括内

资及外资企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两大维度来界定产业成熟度，将新材料各细分类别划分为4大产

业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专家访谈，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图1：中国各类新材料的四大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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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初期：前沿同步起跑阶段

该时期材料的技术研发普遍处于实验室或产业化初试阶段，外资企业凭

借多年技术研发经验积累具有先发优势，而中方企业往往在政策支持与

下游市场需求倒逼下，另辟蹊径“越级”挑战新技术路线，一定程度上

实现同步起跑。在第四代半导体材料（氧化镓）、石墨烯等全球最前沿

材料领域，中国或已具备一定的领先优势，目前中国已突破新技术路线

下的2英寸氧化镓晶圆制造，一转在第一、二代半导体材料领域中国的技

术劣势。在合成生物学等新兴材料生产技术领域，中国企业也积极探索，

与海外企业共同面对全新蓝海领域，百花齐放。

成长前期：高度“卡脖子”阶段

该阶段新材料的主要特点是国内少有或几乎没有产能，或者处于“有产

能，但无或少产量”的状态，因此进口依赖度极高。究其原因，可以进

一步分为两类：

国内尚未实现技术突破，没有或少有产能：由于海外技术封锁、中国本

土企业起步较晚，诸多材料存在自主核心技术较弱、技术空白或规模化

生产能力不足等问题，不得不通过进口满足下游需求。典型材料类型包

括主要的特种工程塑料（如聚醚醚酮PEEK、聚酰亚胺PI）、部分显示材

料（如OLED有机材料、光学膜）、部分半导体材料（如光刻胶、湿电子

化学品）。以特种工程塑料为例，目前国内仅有两家企业能小规模生产

聚砜PSU材料，而PI材料几乎还是空白状态。

国内虽然已有少量产能，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受限：部分材料在国内已

经实现了技术突破、开始初步实现产业化，却由于原材料供应、关键设

备供应、核心生产工艺等关键环节受到海外限制，难以大规模生产、仍

然需要大量依赖进口。典型材料包括尼龙66、碳纤维等。以碳纤维为例，

其上游原材料原丝每年的进口量仅有几十吨，基本只能满足实验用途。

目前国内虽然自建有约3万吨的原丝产能，但本身精度、毛丝量等方面存

在劣势，这也造成了所生产的碳纤维本身存在工艺稳定性较差、成本过

高等问题，限制了下游的规模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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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中期：结构性成熟阶段

处于该阶段的材料的主要特征为，国内近年来的产能显著提升，

整体技术成熟度较高、进口依赖度中等。从主要生产企业的性质

来看，可进一步区分为两类：

大量外资产能转移至国内、提前占有国内市场：近年来受到半导

体产业、显示面板产业等下游行业的全球转移趋势驱动，大量外

资材料企业开始将产能转移至毗邻晶圆厂、面板厂的位置，包括

部分显示材料（如玻璃基板、偏光片、背光模组光学膜）、部分

半导体材料（如封装基板、电子气体）。以液晶材料为例，近年

来其进口依存度已经低至10%以下，但本土生产中外资厂商份额

高达80%以上。

中低端产品率先国产化、高端产品仍依赖进口：对于该类别的材

料而言，诸多内资企业已经实现了技术突破与产业化，但其产能

大多集中在中低端产品上，甚至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相比

之下高端产品由于技术缺乏，仍然需要依赖进口。典型材料包括

部分类别聚烯烃（如茂金属聚烯烃mPE/mPP）、部分先进金属材

料（如铝合金等）、各类通用工程塑料（如聚碳酸酯PC、聚甲醛

POM）等。

成熟后期：全球化竞争阶段

进入该阶段的材料，内资企业已经实现了技术突破，所产产品在

质量、工艺成本等方面均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部分产品也实现

了出口。该类材料包括部分先进钢铁材料（取向硅钢等）、部分

新能源材料（锂电池隔膜等）等。以聚氨酯龙头万华化学为例，

其产品质量和运行的能耗明显领先于竞争对手，在与国际巨头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当前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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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资企业：积极把握国产替代与
弯道、换道超车的黄金期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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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布局一二三阶段潜力新赛道

对于内资企业而言，虽然诸多新材料类型仍处于发展早期，但由于国内下游产业增长势头良好，一旦实

现技术突破，将可能获得从1到N的市场增量空间。不少企业已经开始结合自身的产业链布局、终端行

业覆盖、资源能力等特征，挑选未来具有高速增长潜力、具有进口替代机遇的业务板块进行布局。

而一些已经在某些细分行业的上下游有基础的企业也正在积极地利用客户、渠道、研发团队等现有的协

同资源，向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方向做延伸布局。通过自主研发或引进新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在新材料

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案例：某聚氨酯及相关精细化学品的龙头公司

为了拓展新能源材料业务，该公司2019年在四川眉山投资建设了年产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1万吨的中

试线。2020年5月，又进一步收购了从事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的开发、生产及销售的公司，扩张自身

在该领域的版图。

案例：某光刻胶上游原材料龙头企业

公司下游客户包括全球主要芯片光刻胶专用化学品生产商。近年来，该公司积极在原料端扩大布局，

向高端电子材料供应商转型，成立新的事业部，与深圳、日本等地的团队等进行大量技术合作，以

及进行对外股权投资，积极针对半导体领域新产品展开国产化开发。



围绕二三阶段争取弯道或

换道超车

对于处在二三阶段成长前中期的材料而言，一部

分国内企业通过收购或独立自主研发的方式不断

进行技术储备与技术攻关，努力突破国外技术领

先企业的“卡脖子”限制。同时也有一部分企业

选择押注全新技术路线，换道进行技术突破。在

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广阔下游市场活跃、旺

盛的需求倒逼上游材料制造的技术、工艺改进，

实现成本的下降及质量与稳定性的提升，最终实

现对国外技术先研企业的弯道超车或换道超车。

四阶段实现国产替代之后

开启全球化进程

对于处于第四阶段的材料而言，积极开展全球化，

或是未来占据更大市场的重要战略方向之一。海

外扩张为企业提供了利用全球各地优势要素实现

降本增效、贴近上游供应商或下游消费者、规避

贸易壁垒等重要发展契机。尤其是在“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一些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材料

企业开始将海外扩张的目光投向东南亚、东欧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力图抓住建立全球化快速发

展的战略基点。

案例：某锂电池湿法隔膜龙头公司

湿法隔膜技术难度较高，早年仅有日本、韩

国等国外领先企业掌握相关技术，是中国在

锂电池产业链中的重要“卡脖子”环节。该

公司依靠研发团队优秀学术背景与薄膜领域

丰富的从业经验独立自主实现了技术突破，

并与下游客户深度合作，不断改进工艺提升

良品率，取得了产品性能上的优势，实现了

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成本管控。2014年以来

公司凭借性能与成本优势以较低价格迅速拓

展客户，乘着下游新能源汽车市繁荣带来的

动力电池装机量大增的东风，产能迅速扩张，

2020年其湿法隔膜出货量占全球湿法隔膜市

场的29%份额，产能位居全球第一。

案例：某橡胶防老剂生产龙头公司

该公司2019年启动海外投资建厂的相关调研

和规划，并于2020年3月在泰国春武里府洛

加纳工业园正式开工建设2.5万吨橡胶防老剂

产能的海外生产基地。尽管受到全球新冠疫

情的冲击后，首批产品仍然在2021年3月成

功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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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抓住窗口
期，卡位二三阶段新
材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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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近中期时间内，部分中高端领域新材料在政策支持或下游企

业需求倒逼下，内资企业极有可能较快取得突破。纵观新能源汽

车、风电、医疗器械等其他同样经历过国产替代历程的行业，在

国内企业初步实现技术突破时，政府通常会出台一系列新政策，

鼓励下游进行本土化采购。对于外资企业而言，提前在国内通过

外商独资或者与国内合作伙伴成立合资公司的形式进行产能布局

与生产运营、对国内市场进行深度的调研、设计匹配国内市场需

求的产品、获取“本土产品”的身份，不仅能进一步占领本土市

场，还能够从政策端提前规避未来的潜在竞争风险。在本土化过

程中，产品设计及选择、产业链环节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等方面

均是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案例：德国某化工新材料公司

于2018年在上海开设了OLED技术中心，并在2020年将继德国、

韩国之后投建的第三个OLED有机材料生产工厂也设立在了上海，

为中国及亚洲客户打造灵活稳定的供应链。此外，2022年还宣

布投资5.5亿元建设包含半导体材料量产工厂在内的半导体一体

化基地，进一步增强其在长三角地区的战略布局。



结语

在当前的变革之中，新材料企业亟

需思考如何基于所在细分市场的发

展阶段和自身资源禀赋，选择契合

自身的发展路径。普华永道思略特

专业团队将不断洞察新材料细分领

域趋势，协助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

制定新市场进入、全球化扩张战略、

本土化战略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企业谋定而后动，方可抢占更大的

发展先机。

顺势而为，把握四大阶段行业机遇 思略特| 12



思略特

思略特是一家定位独特的全球战略咨询公司，专注于协助客户成就

美好未来：根据客户的差异化优势，为其量身定制战略。

作为普华永道网络的一员，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构建核心成长的

致胜体系。我们将远见卓识的洞察与切实的专业技能相结合，帮助

客户制定更好、更具变革性的战略，从始至终，一以贯之。

作为全球专业服务网络中的唯一一家规模化的战略咨询团队，思略

特结合强大的战略咨询能力与普华永道顶尖的专业人士，为客户制

定最合适的战略目标，并指引实现目标必需做出的选择，以及如何

正确无误地达成目标。

思略特制定的战略流程，足够强大以助企业捕获无限可能，确保务

实并有效地交付。正是这种战略让企业得以顺应今日的变化，重塑

未来。思略特助您将战略愿景变为现实。

更多资讯，请浏览：www.strategyand.pwc.com/cn

http://www.strategyand.pwc.com/cn


© 2022 普华永道版权所有。普华永道系指普华永道网络及或普华永道网络中各自独立的成员机构。详情请进入www.pwc.com/structure。文中提及的

思略特（Strategy&）系指普华永道全球网络中的战略管理咨询团队，详情请访问www.strategyand.pwc.com。未经普华永道书名许可，不得全部或部

分复制文章内容。免责声明：本文件内容仅作提供信息之用，不能用于替代专业咨询顾问提供的咨询意见。

www.strategyand.pwc.com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7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Slide Number 12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Slide Number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