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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材料产业是国民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国防安全的物质基础，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材料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开展新材料强国战略研究，对支撑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外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梳理了国内外新材料产业政策，围绕未来新材料发展战略需求，研究提出新材料强国战略总体发展思

路、强国特征和发展目标；聚焦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新材料及新材料“评价、表征、标准”平台建设等重点

领域，研究梳理重点发展方向，并从构建新材料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新材料数字化研发平台、生产应用示范平台、资源共享

平台，完善新材料质量技术基础体系，培育与新材料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等方面提出政策措施建议，以期为我国新材

料产业发展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战略材料；基础材料；前沿材料；产业政策；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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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terial industry provides a material basis for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ogress, and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Material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China as it now enters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Conducting 
strategic research on new materials will help strengthen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is article, 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trend, and problems regarding the new material industry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for the industry. After analyzing the future strategic demands for the new materials, we propose the overall idea, 
characteristics, and goals of the new material power strategy. The key direction of the strategy need to focus on fields such as advanced 
basic materials, key strategic materials, and frontier materials. An evaluation–characterization–standards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new materials. Furthermore, we propos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material industry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cision making by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pecifically, a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ystem for 
new materials should be constructed; platforms for digital R & D, production application demonstr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should 
also be established; the quality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alent teams dedica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aterial industry should be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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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035 新材料强国战略研究

一、前言

材料服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和

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经济建设、社会进步

和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和先导，支撑了整个社会

经济和国防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材料是制

造业的两大“底盘技术”[1]。新一代信息技术是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驱动力，而新材料是支撑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重大工程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信

息技术与新材料深度融合，共同推动制造业向高

端化发展。

近几年，全球经济复苏整体乏力，但在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新材料技术不断

取得新突破，新材料和新物质结构不断涌现，全球

新材料产业仍保持着增长态势。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新材料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十二五”

以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在材料领域全面部

署，对标发达国家奋起直追。经过不懈努力，我国

在体系建设、产业规模、技术进步、集群效应等方

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了

重要贡献，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材料大国。但与此同

时，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材料强

国之路任重道远。

为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制造强国

战略实施，2017 年 12 月，中国工程院正式启动“新

材料强国 2035 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旨在对

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进行顶层设计。项目组织先进

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新材料，以及新材

料评价、表征、标准平台建设等课题组，聚焦重点

领域，制定面向 2035 的新材料强国发展战略，为

国家加快提升新材料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

力提供咨询建议。

本文作为“新材料强国 2035 战略研究”项目

的学术性成果展示，分析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趋

势及存在问题，梳理新材料产业政策，围绕新材料

战略需求，研究新材料强国发展战略总体思路、强

国特征及发展目标，针对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提

出重点发展方向，研究提出相关政策措施，为我

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和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提供支撑

和参考。

二、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国外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1. 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全球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据统计，2019 年全球新材料产值达 2.82 万亿美元。

全球新材料产业已形成三级梯队竞争格局，各国产

业发展各有所长。第一梯队是美国、日本、欧洲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实力、核心技术、研发能

力、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第二梯队是

韩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家，新材料产业正处在快

速发展时期。第三梯队是巴西、印度等国家。从全

球看，新材料产业垄断加剧，高端材料技术壁垒日

趋显现。大型跨国公司凭借技术研发、资金、人

才等优势，以技术、专利等作为壁垒，已在大多

数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产品中占据了

主导地位。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

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材料提出了更高

要求，如超高纯度、超高性能、超低缺陷、高速迭

代、多功能、高耐用、低成本、易回收、设备精

良等，新材料的研制难度前所未有 [2]。新材料产

业向绿色化、低碳化、精细化、节约化方向发展。

新材料研发及制备方法创新进程加快。以材料基

因工程为代表的材料设计新方法的出现，大幅缩

减了新材料的研发周期和研发成本，加速新材料

的创新过程。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新型

感知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推动新材料产业

研发进程不断加快。

2. 新材料产业政策

近年来，国外主要发达国家针对新材料重点领

域出台了相关专项政策，对重点新材料领域实行长

期精准扶持和提前战略布局，促进本国新材料产业

快速发展，使其纷纷在国际新材料产业中占据了领

先地位。如在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美国、欧洲、英

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出台了 60 余

项政策，总投入 37 亿美元，主要发展电力电子、

光电子、微波射频、半导体照明等领域的 SiC 衬底、

GaN 射频器件、GaN LED、SiC 和 Si 基 GaN 功率

器件、有机发光半导体（OLED）、电力电子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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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封装材料 [3]。
针对重点材料领域，国外积极实施保护本国

利益的贸易政策。截至 2020 年 8 月，美国已对约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关税清单中

广泛涉及通信、电子、机械设备、汽车、家具等

产品，这些产业间接或直接影响到上游新材料企

业，尤其是低附加值的材料企业利润将受到较大

影响。

发达国家对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出口不断设置壁

垒。2018 年 8 月，美国总统签署了《出口管制改革

法案》，同年 11 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又提

出了一份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

架方案，列出了 14 个考虑进行管制的领域，涉及

先进材料技术以及与新材料制备相关的设备、检

测仪器等 [4]。

（二）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1. 产业发展现状

新材料产业的生产体系基本完整，产业规模不

断壮大。我国新材料产业已形成了全球门类最全、

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建成了涵盖金属、高

分子、陶瓷等结构与功能材料的研发和生产体系；

形成了庞大的材料生产规模，我国钢铁、有色金

属、稀土金属、水泥、玻璃、化学纤维、先进储

能材料、光伏材料、有机硅、超硬材料、特种不

锈钢等百余种材料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 [5]。据统

计，自“十二五”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产值快

速扩张，从 2010 年的 0.65 万亿元增长到 2019 年

的 4.57 万亿元。逐步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用产学研”相互结合的新材料创新体

系 [6]；依托地区资源优势，形成了环渤海、长江

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

新材料产业集群 [7]。
新材料科技快速发展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 [8]。如超级钢、电解铝、低环境负荷型水泥、全

氟离子膜、聚烯烃催化剂等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突破，

促进了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等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新材料为我国航空航天、能源交通、工程

建设、资源节约及环境治理等领域一系列国家重大

工程的实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和保障。例

如，高性能钢材料、轻合金材料、工程塑料等产品

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支撑和促进了高速铁路、载人

航天、海洋工程、能源装备的“走出去”；第三代

铝锂合金成功实现在大飞机上应用等 [9]。
2. 新材料产业政策

近些年，国家高度重视新材料产业发展，相

关部委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增强制

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新材

料产业发展指南》《国家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

台建设方案》《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建设方案》

《新材料标准领航行动计划（2018—2020 年）》《重

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9 年版）》

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新材料产业的快

速发展。

同时，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对新材料产业也

十分关注，制定了一批地方性新材料产业政策。如

北京、内蒙古、安徽、河北、广东等多个省（自治

区、市）及计划单列市也先后出台了新材料产业指

导意见、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突出地

方特色，推动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初步统计有 63
项政策。在各地方案中既有大的综合性规划，也有

地方特色的专题规划，如河南省出台的《河南省尼

龙新材料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安徽省半导体产业

发展规划（2018—2021 年）》《江苏省增材制造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部分地

方政府还专门就新材料企业进行认定，尤其是新材

料首批次保险补偿机制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其中广

东、江西、四川、湖南、甘肃、山东、吉林、上海、

宁波、厦门等诸多省（区、市）出台了地方性保险

补偿政策。

3. 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材料支撑保障能力不强，受制于人问题突出，

产业链自主可控性较差 [5]。究其原因，长期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爆发式增长，材料能买则买，对材

料的原创性、基础性、支撑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导

致新材料产业基础薄弱，成为“短板”中的重灾区，

对产业安全和重点领域构成重大风险。

引领发展能力不足，创新链不通畅，难以抢

占战略制高点 [10]。由于材料的研发与应用结合

不够紧密，工程应用研究不足、数据积累严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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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不仅导致面向材料实际服役环境有针对性的

研究缺失，还导致材料的质量工艺不稳定、性能

数据不完备、技术标准不配套、考核验证不充分，

从而造成大量的新材料难以跨越从研制到应用的

“死亡之谷”，有材不能用、有材不会用问题十分

突出。

新材料研发投入方式单一，投入不足且分散，

原始创新能力弱。国家对新材料基础研究缺乏长期

稳定的支持，在科技项目中财政资金投入的集中度

较低，存在“撒胡椒面”现象。此外，新材料企业

自主投入不足，大多新材料企业重视眼前利益从而

忽视了原始创新。

质量技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产业支撑体系不

健全 [5]。材料评价标准严重缺失，认证认可质量

保障服务不够，尚未建立完善的材料标准体系。材

料检验检测等基础能力差，检验检测资源优化配置

不足，检测能力不足，检测市场机制不完善，检验

检测服务能力无法满足产业全面需求，检验检测技

术水平和服务能力无法满足国际化需求。

未形成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 [5]，产业发展环

境有待优化。新材料产业创新投融资环境不佳，新

材料领域的创新人才缺乏，新材料进出口政策体系

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健全。

三、2035 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需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亟需开辟新

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环境承载能力，这为我国新

材料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转型升

级和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交汇时期，对新材料的战

略需求特别突出。

（一）运载工具领域

《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高

效能、高安全的系统技术与装备，完善我国现代交

通运载核心技术体系，发展时速 400 km 高速列车、

远程宽体客机、新能源汽车等运载工具，提升交通

运载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走出去”战略支撑能力。

因此，亟需对重型直升机、高速列车、远程宽体客

机、新能源汽车、重型运载火箭、航天器等运载工

具所需核心部件及关键材料进行研发，形成核心部

件产品自主保障能力（见表 1）。

（二）能源动力领域

以煤炭为主和油气资源紧缺的能源结构，决

定了我国国家能源战略发展重点在于发展新一代

高效清洁燃煤发电技术和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技术。

先进能源动力系统用特种合金代表国家高端装备

核心竞争力，属于国家战略型新材料范畴，是我

国抢占技术制高点的重大机遇。核电、油气开发

等能源领域重大项目对特种合金、稀土材料、非

晶材料、超导材料、复合材料等新材料提出急迫

需求（见表 2）。

（三）信息显示领域

集成电路与信息显示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两

表 1  运载工具领域新材料需求

装备 应用系统 新材料需求

航空航
天装备

重型直升机 高强高韧耐损伤铝锂合金等

远程宽体客机 高强中模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碳碳复合材料、高温合金、耐温超高强韧铝合金 / 铝锂合
金 / 镁合金等关键原材料等

重型运载火箭 高强抗富氧烧蚀高温合金、轻质高强铝锂合金、磁阀门热压辐向永磁环等新材料

航天器 高强高模碳纤维等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等

节能与
新能源
汽车

节能汽车 高强度钢、铝合金、镁合金、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等

新能源汽车 轻量化车体用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超高强度钢、铝合金板材、高强可焊接铝合金锻件 /
型材、抗疲劳高导热镁合金、稀土镁铝合金、高压储氢气瓶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高容量
稀土储氢合金、电控系统用功率半导体芯片、驱动系统磁路组件、夜视系统用稀土氟化
物镀膜、电池电控电机“三电系统”等

高速列车 车轮钢、车轴钢、轴承钢、齿轮钢、碳纤维复合材料、阻燃内饰复合材料、高强耐磨复合材料、
铝合金、镁合金、高耐磨模具钢、高导电轻质弓网材料、高性能稀土磁体、碳化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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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石，是信息领域为数不多的千亿美元级产业，

带动力和辐射力极强，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

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信息显示领域新材料需求见

表 3。新型信息技术及产业的发展需要电子信息材

料支撑，当前我国电子信息材料研发技术与发达

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四）生命健康领域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人们对自身健

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健康产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

生物医用材料的快速突破，将在疾病快速诊断、人

体器官修复移植方面为人类带来福祉，对国家的医

疗安全、人民健康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生命健康

领域新材料需求见表 4。

四、新材料强国发展战略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面向建设科技

强国和制造强国的战略蓝图，立足国民经济和国防

安全重大需求，以提高新材料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

以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新材料为发

展重点，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坚持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实现新材料产

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以创新驱动发展，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新材料自主创

新体系，全面提升我国新材料自主保障能力和市场

竞争力，把我国建设成为新材料强国。

表 2  能源动力领域新材料需求

应用系统 新材料需求

700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 大型镍基耐热合金铸锻件材料、稀土新材料等

重型地面燃气轮机 长寿命耐热蚀单晶高温合金、定向凝固高温合金、变形高温合金等

深海能源钻采平台 高端不锈钢、耐候钢、耐蚀合金、硬质合金、防腐涂料、镍基高温合金、磁性材料、碳纤维
及其复合材料等

磁传动力系统 新型磁动力控制系统用功能结构一体化磁器件及核心磁材料等

柔性输变电系统 超大功率碳化硅材料等

表 3  信息显示领域新材料需求

装备 应用系统 新材料需求

集成电路 硅基集成电路芯片、微型机电系统（MEMS）器件封装玻璃粉、高性能氮化物陶瓷粉体
及基板、光刻胶、氧化镓单晶、光刻机用紫外级氟化钙晶体、高纯石英玻璃及制品、大
尺寸超高纯有色金属靶材、湿电子化学品等

信息显示 印刷显示 印刷用 OLED/QLED 显示核心材料与墨水，65 in 8K 印刷 OLED/QLED 制备技术及喷印
装备技术；可卷绕 100 in 8K 印刷显示的制备技术；卷对卷全印刷制备技术等

激光显示 短波长红光 LD（AlGaInP）和蓝绿光 LD（InGaN）材料等

Micro-LED 显示 微米尺度氮化镓多色 LED 材料、芯片技术及超小间距芯片海量转移工艺等

特种光源 新型窄带荧光粉、类太阳光全光谱光源用新型荧光粉，高效稀土荧光粉等稀土发光材料，
高光产额 / 快衰减稀土闪烁晶体、氮化物基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等

注：QLED 为量子点发光二极管；LD 为激光二极管；LED 为发光二极管。

表 4  生命健康领域新材料需求

应用系统 新材料需求

骨再生修复 生物活性的第二代生物医学材料，包括生物活性陶瓷和生物活性玻璃两大类无机非金属材料；
以镁合金、聚乳酸为代表的可降解金属和高分子材料

人工种植牙 钛及钛合金

血管支架 全降解聚乳酸血管支架、可降解镁合金血管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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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重点新材料总体技术和应用与国

际先进水平同步，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全面提

升新材料产品质量水平与稳定性，中高端产品所占

比重大幅提升，整体水平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

节；关键高端材料和高端装备自主研发水平和自主

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关键短板材料受制于人问题得

到有效缓解。

到 2035 年，在世界材料强国行列中占有一席

之地；围绕保障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科技安全的

重大需求，核心系统、关键器件受制于人的问题基

本解决；对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的器

件与材料需求，构建系统性、全方位的支撑保障能

力；全面提升材料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建成材

料自主创新体系。

到 2050 年，位于世界材料强国前列，全面建

成材料自主创新体系，材料研发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材料发展全面满足国民经济建

设和国防安全需求，支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

（三）发展重点与发展方向

1. 先进基础材料

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发展重点及发展方向主要包

括先进钢铁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石化材

料、先进建筑材料、先进轻工材料及先进纺织材料

等（见表 5）。
2. 关键战略材料

关键战略材料领域发展重点及发展方向主要包

括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新型能源材料、先进半导体材料及芯片制造和封装

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电子陶瓷和人工晶体、先进

结构功能一体化陶瓷和功能梯度材料、高性能分离

膜材料、新型显示材料、新一代生物医用材料及生

物基材料等（见表 6）。
3. 前沿新材料

前沿新材料领域发展重点及发展方向主要包括

3D 打印用材料、超导材料、智能仿生材料、石墨

烯材料等（见表 7）。
4. 新材料评价、表征、标准平台建设

新材料评价、表征、标准平台建设主要包括平

台基础要素建设与完善、机制建设与完善、平台运

行重点任务等重点发展方向（见表 8）。

五、政策及保障措施

（一）构建新材料自主创新体系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推进材料

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资源整合和规划布局。在石

墨烯、轻量化材料、稀土新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等

关键材料领域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材料

领域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统筹建设新材料协同攻

关机构，加强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等各部委组织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合理分配创新资源，避免新材料领域的创新资源分

散、创新载体重复建设。

（二）加强新材料数字研发平台、生产应用平台、

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大力推进材料基因工程，建设材料数字化研发

平台，推动材料基因工程加速融入新材料的研发、

表 5  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发展重点及发展方向

发展重点 发展方向

先进钢铁材料 先进制造基础零部件用钢，高性能海工钢，高技术船舶用钢，新型高强韧汽车钢，高速、重载轨
道交通用钢，新一代耐火、耐蚀、耐候建筑用钢和海洋环境建筑用钢，超大输量油气管线用钢和
深海钻、采、输、储钢铁材料，能源用钢等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高性能轻合金材料，功能元器件用有色金属关键配套材料，稀有稀贵金属材料等

先进石化材料 润滑油脂，高性能聚烯烃材料，聚氨酯功能性树脂，氟硅树脂，特种合成橡胶和弹性体，工程塑
料及特种工程塑料，催化剂及催化材料，新型高分子材料加工工艺与材料，高端电子化学品等

先进建筑材料 极端环境下重大工程用水泥基材料，功能化、智能化玻璃材料，工业陶瓷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其
复合材料，环境友好型非金属矿物功能材料等

先进轻工材料 高性能纸基材料，高性能皮革材料等

先进纺织材料 差别化功能纤维，生物基纤维，非织造纤维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其编织材料，纺织复合材料，回
收再利用纤维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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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造和应用全生命周期，缩短新材料研发周

期，降低研发成本。完善国家级生产应用示范平台，

解决核心材料生产应用技术开发、应用技术服役环

境评价、生产应用示范线建设、资源数据库共享等

问题，推动新材料的应用技术创新发展水平。加

强新材料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对新材料产品、企

业、集聚区、资金项目、成果奖励、学术文献、

标准、专利、专家等海量数据资源进行汇聚加工，

表 6  关键战略材料领域发展重点及发展方向

发展重点 发展方向

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 先进变形、粉末、单晶高温合金，先进黑色耐热合金，先进黑色耐蚀合金，特种铝镁钛合金等

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 
材料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有机纤维及其复合材料，陶瓷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

新型能源材料 Si 基太阳能电池材料，GaAs 基太阳能电池材料，锂离子电池材料，全固态电池材料，燃料电池
材料及其他能源材料等

先进半导体材料及芯片
制造和封装材料

大尺寸硅半导体材料，Ⅲ – Ⅴ族半导体材料，第三代半导体材料，超宽禁带半导体材料，芯片制
造和封装材料等

稀土功能材料 稀土磁性材料，稀土发光材料，稀土催化材料，稀土晶体材料，稀土储氢材料，高纯稀土金属及
化合物等

电子陶瓷和人工晶体 电子陶瓷材料，人工晶体材料等

先进结构功能一体化 
陶瓷和功能梯度材料

结构功能一体化陶瓷材料，功能梯度材料等

高性能分离膜材料 水处理膜材料，特种分离膜材料，气体分离膜材料等

新型显示材料  OLED/QLED 显示材料，Micro/Mini-LED 显示材料，激光显示材料，显示基板材料等

新一代生物医用材料 再生医学产品，功能性植 / 介入材料，医用级原材料等

生物基材料 天然高分子生物基材料，生物基合成材料等

表 7  前沿新材料领域发展重点及发展方向

发展重点 发展方向

3D 打印用材料 3D 打印金属材料，3D 打印有机高分子材料，3D 打印生物材料，3D 打印无机非金属材料，3D 打印复
合材料等

超导材料 强磁场用高性能超导线材及磁体装备，低成本千米级 Bi2223 和钇钡铜氧（YBCO）涂层导体等

智能仿生材料 资源利用智能仿生材料，环境保护用智能仿生材料，能源利用智能仿生材料，生命健康用智能仿生材料，
仿生材料与智能集成等

石墨烯材料 新能源领域用高效石墨烯电极材料、石墨烯集流体等新能源材料；推进航空航天领域用石墨烯橡胶、
石墨烯芳纶等高分子复合材料，石墨烯碳纤维、石墨烯玻璃纤维等复合材料，石墨烯金属复合增强材
料等；突破石墨烯导热、散热材料在电子信息领域的应用等

表 8  新材料评价、表征、标准平台建设发展重点及发展方向

发展重点 发展方向

平台基础要素建设与完善 优化新材料产业标准体系和新材料标准供给结构；建立并完善新材料质量评价体系；加快
培育建立新材料领域专业化第三方认证评价机构；培育团体标准化组织，支撑新材料产业
发展；构建新材料专业化质量认证评价能力；整合新材料测试资源，提升新材料综合测试
能力；加强社会团体标准化能力建设，打造国际标准化品牌；注重检测分析仪器技术研发
水平提升，支撑新材料检验检测能力

机制建设与完善 建立新材料标准制定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协同机制；建立质量技术基础设施协调互动机
制；探索新材料标准制定机制创新

平台运行重点任务 利用大数据技术引领新材料研究，促进新材料研究成果转化；组织开展新材料标准修订工
作；全面开展新材料评价工作；保障平台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与安全运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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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材料行业知识服务系统；搭建新材料仪器

设施共享系统，实现关键仪器设施的在线互联与

服务共享等。

（三）构建促进新材料发展的政策体系

完善财税金融政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健全投融资机制。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设立国

家知识产权专项基金，聚焦于产业核心技术攻关，

将核心技术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同时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增强知识产权运营效率。积极发挥政府采

购等政策引导作用，鼓励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

要行业和重点产业、重大基础设施、重大建设项目

等领域，优先使用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目录产品。

完善进出口政策体系，维护公平贸易环境，支持新

材料企业运用贸易救济、反垄断等方式维护公平竞

争秩序，引导并支持新材料企业做好贸易摩擦应对。

建立新材料首批次应用容错和激励机制，研究建立

政府投资基金容错机制，加大对新材料领域的支持

力度，在保障资金安全稳健的前提下，加快投资决

策速度。

（四）完善新材料标准、测试、表征、评价体系

建立支撑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

开展新材料标准领航行动，加大先进基础材料、

关键战略材料及前沿新材料标准的有效供给，充

分发挥标准化对新材料产业发展和质量变革的引

领作用 [11]。完善新材料测试、表征、评价体系，

建立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构建新材料测试

评价体系，解决新材料测试评价的瓶颈和短板。

大力培育发展自主认证、检测品牌，提升国际竞

争力。

（五）培育与新材料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

在吸引国外新材料创新人才的同时，也要加

大国内新材料人才的培养力度，形成可持续的人

才供给模式。在新材料基础研究和重大全球性问

题研究领域，主动发起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和工程，

搭建世界级新材料科研平台 / 项目，可吸引国外顶

尖科学家和团队参与，攻克科研难关，为科学家

提供可以发挥实力的事业平台；对不涉及国家机

密的新材料重大科技项目，可吸引国外人才参与

研究。不断完善我国新材料人才的评价机制，克

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注重

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建议调整人才

的科技评价机制，通过相关激励方式，让科技人

员在成果转化中体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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