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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碳是世界上含量最为广泛的元素之一。碳原子具有

多样的电子轨道特性，其中 SP2 杂化的异向性会产生各

向异性晶体材料，因此以碳元素为唯一构成元素的碳材

料，具有各式各样的性质，可以说碳材料包括了大部分

物质的特殊性质，如最硬与最软、绝缘体、半导体与超

导体、绝热与良导热、吸光与全透光等。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碳材料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人类

文明初期以木炭、竹炭、煤炭等为燃料、染料；传统工

业时期以焦炭、炭黑、活性碳等，用以电力、冶金、机

械等领域；现代工业阶段以碳纤维、金刚石、负极材料

等用于新型材料、新型电池、核电等领域；而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们不断地对碳元素的研究又发明了许多新型

碳材料，如富勒烯、碳纳米管、石墨烯、纳米金刚石 

等。

进入 21 世纪以来，富勒烯、碳纳米管、石墨烯等

纳米新型碳材料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大量关注，其与碳基

复合材料、碳纤维等构成了新时代新型碳材料的主要品

种。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及其制备工艺的不断完善，目前

新型碳材料逐步走向产业化阶段，本文即对我国新型碳

材料产业政策进行梳理分析，了解目前主要政策导向。

图 1   炭的发展 2 碳材料产业介绍

2 碳材料产业介绍

碳材料是指以碳为基体的材料，主要包括碳纤维、

高性能炭基复合材料以及石墨及石墨烯等。碳材料在航

空航天、工程装备、交通装备、土木建筑等领域有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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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应用。

碳材料产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产业，既有传统工

业的基础，又具备高技术、高科技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既是对石化和煤化工行业的副产物进行深加工再利用，

又是一项能源二次利用、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产业；目

前国内主流的碳材料产业结构及产品市场空间如下图所

示。

图 2   国内主流碳材料产业结构及产品市场空间
我国碳材料产业的特点是一方面低端产品产能过

剩、市场供大于求，如普通功率石墨电极和普通阴极炭

块等；而另一方面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如超

高功率石墨电极、核石墨等又有相当数量的缺口。碳材

料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产业自主创新

和技术集成创新能力弱，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缺乏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因此我国各级政府近些年也在大力扶持

碳材料产业发展。

3 产业政策

“十二五”以来，碳材料就作为国家的战略产业发

展，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诸多碳材料项目实现落

地，汽车、风电等工业领域对碳材料的需求快速提升，

产业发展迅速加快，截至目前国内主要发布的支持政策

有：

2012 年 7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新材料产业中高性能复

合材料提出发展方向和重要任务，提出以树脂基复合材

料和碳碳复合材料为重点，加快发展高性能纤维并提高

规模化制备水平。2015 年 5 月 8 日，围绕实现制造强国

的战略目标，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 2025》，碳纤

维被列为关键战略材料之一，并要求到 2020 年，国产

碳纤维复合材料要满足大飞机技术要求，国产碳纤维用

量要达到 4000t 以上；到 2025 年高性能碳纤维基本实现

自主保障。2016 年 7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三 

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重点研制碳纤维及其复

合材料等新型材料。2016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发布了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要求重

点突破国产碳纤维的低成本制备技术、高端领域碳纤维

制备技术，培育三到五家碳纤维龙头企业。

2017 年 2 月 4 日，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了《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2017 年

第 1 号），其中“3、新材料产业 3.3 高性能复合材料 3.3.1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中明确把高性能碳纤维作为战

略新兴产业重点产品。2017 年 11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

制定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明确提出了要提升先进复合材料生产及应

用水平，重点发展高性能碳纤维及其应用。

2012 年 1 月 4 日工信部发布的《新材料产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中提到以高性能增强纤维为发展重点。2013

年 10 月 22 日工信部发布了《加快推进碳纤维行业发展

行动计划》确定了碳纤维发展目标，提出经过三年努力，

初步建立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体系，碳纤维的工业

应用市场初具规模；到 2020 年，我国碳纤维技术创新、

产业化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达到国际水平。2016 年 10

月 18 日工信部发布的《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提出加快开发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高

端产品，加强应用研究。重点突破高强碳纤维的低成本、

连续稳定、规模化生产技术，加快高强中模、高强高模

级碳纤维产业化突破。另外工信部发布的《产业关键共

性技术发展指南》2011 版、2013 版、2015 版以及 2017

版均对碳材料产业做了具体规划，涵盖工艺技术、关键

设备、下游应用以及培养企业等多个方面。

自“十二五”起，国内针对碳材料产业发展发布了

大量支持政策，从政策发布中也不难发现，国内碳材料

产业从最初的技术开发、关键瓶颈问题突破、产业企业

培育，逐步发展到了产业自主开发，高新技术创新、降

低生产成本、下游市场开拓以及产业集群培育，带动了

国内大量企业、大专院校开展研究，国内碳材料产业在

政策支持下发展迅速。

4 国内主要产业集群

表 1、表 2 中与碳材料相关产业集群有厦门市新型

功能材料产业集群、宁波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乌

鲁木齐市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均围绕高兴碳基产业发

展；其中厦门市颁发《厦门火炬高新区关于促进石墨烯

等先进碳材料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对在高新区落地的

先进碳材料企业、培育的先进碳材料企业进行了大力扶

持；除上述集群，国内拥有一定碳材料产业规模的区域

还有山东青岛、湖南省。山东省颁发《关于加快新材料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重点为发展碳纤维材料、碳

纤维设备制造，碳纤维制品等产品；2020 年湖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制定了《湖南省碳基材料产业链三年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提到围绕高性能炭 / 炭复合材料、

高端石墨及石墨烯材料等重点领域，推进碳基材料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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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链、补链、强链，打造国内领先的碳基材料产业集 

群，使湖南成为国内先进的碳基材料研发和成果转化基

地。

5 总结

从政策分析，碳材料产业自“十二五”开始受到国

家大力支持，截至目前已接近十年，我国碳材料产业正

处于急速扩展，开拓市场的大好阶段，已培育发展了一

批优秀企业，涵盖了碳纤维、石墨材料、碳碳复合材料、

低维石墨材料等领域，下游市场也逐步培育完善，具备

一定市场空间，以碳纤维为例，2007 年我国产能仅为

2600t/a，2012 年达到了 10500t/a，2017 年达到了 26000t/ 

a，2007 年 市 场 需 求 为 6800t/a，2015 年 为 10140t/a，

2017 年达到了 23500t/a；由此可见近十年内碳材料产业

发展迅速，但另外一方面，我国产业仍旧面临国外产品

压力，2017 年国内产能达到 2.6 万 t，但产量却仅仅数

千吨，主要因为产品成本、质量仍旧存在差距，碳材料

产业发展仍旧需要研究力量支撑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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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主要新型、功能型材料产业集群①

地区 内容

淄博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全国首个氟硅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全国首家“含氟功能膜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福州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主要开发功能性纺织新材料产业

厦门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重点推动稀土功能材料、储能材料、

石墨烯等先进功能材料领域技术开发及规模化应用

岳阳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重点发展石化领域新型功能材料；

开发基础化工材料、功能高分子新材料等

宁波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重点打造新型金属功能材料、稀土功能材料、新型膜材料、

高品质合成橡胶材料、石墨烯功能材料等五大领域

平顶山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重点打造技术和规模一流的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

赣州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以稀土钨产业发展为重点

铜仁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培育发展以电池新材料为主导产业的新型功能材料产业；

重点围绕高纯硫酸锰、氢氧化镍钴锰等新能源电池材料精深加工产业

莆田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重点发展新型化学纤维及功能纺织材料，

打造聚合、拉丝、织造、染整、面料等完整的产业链

表 2   国内主要新型、功能型材料产业集群②

地区 内容

烟台市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
主要围绕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产业，集聚了万华、

泰和新材、道恩、万润、巨力、玲珑等 200 余家企业

娄底市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涵盖了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先进陶瓷材料的研发生产及原材料供应

宝鸡市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
围绕被誉为“太空金属”

“智慧金属”的钛金属，开展相关产业发展

铜陵市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 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

乌鲁木齐市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 重点发展硅基新材料、铝基新材料和碳基新材料产业群


	_GoBack
	OLE_LINK4
	_GoBack
	_GoBack
	_Hlk82335753
	_GoBack
	_Go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