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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与战略咨询报告》报告中的资料和

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及共研

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分析模

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是企业

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新材料产业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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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材料的应用行业十分

广阔，包括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工业、家电、医疗、节能环保、航空航天、化工产业等

。2021年，我国新材料行业市场规模达5.3万亿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新材料行业培育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本土企业，目前，国内本

土新材料企业大致可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在中国市场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由千亿市值新

材料上市企业构成，如万华化学、赣锋锂业、天齐锂业、中环股份、北方稀土等；第二梯队

企业有较强的研发设计制造能力，品牌知名度高，利润空间较高，由少数突破了新材料制造

技术瓶颈的国内企业构成，如北新建材、久立特材、方大碳素、新和成、天赋材料等；  

随着2022年全国区域性新冠肺炎疫情恢复后经济的复苏，&ldquo;新基建&rdquo;、&ldquo;双

碳&rdquo;、&ldquo;数字化&rdquo;等重大发展趋势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新材料行业下游新能

源、工业、电子信息、基础设施等领域都呈现出较强的增长态势。下游的快速发展带动新材

料行业需求的增长，预计2022-2027年我国新材料行业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15%

，到2027年我国新材料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10.7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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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国新材料产业链代表性企业发展布局案例（排名不分先后）  

7.2.1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进金属新材料）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状况  

（3）企业新材料产品布局及产品特色、销售情况  

（4）企业新材料业务销售网络布局  

（5）企业新材料业务产能布局  

（6）企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布局  

（7）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布局状况  

（8）企业新材料业务其他方面的布局  

（9）企业新材料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7.2.2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工新材料）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状况  

（3）企业新材料产品布局及产品特色、销售情况  

（4）企业新材料业务销售网络布局  

（5）企业新材料业务产能布局  

（6）企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布局  

（7）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布局状况  

7.2.3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锂电池新能源材料）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状况  

（3）企业新材料产品布局及产品特色、销售情况  

（4）企业新材料业务销售网络布局  

（5）企业新材料业务产能布局  

（6）企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布局  

（7）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布局状况  

（8）企业新材料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7.2.4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先进高分子材料）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状况  

（3）企业新材料产品布局及产品特色、销售情况  

（4）企业新材料业务销售网络布局  

（5）企业新材料业务产能布局  

（6）企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布局  

（7）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布局状况  

（8）企业新材料业务其他方面的布局  

（9）企业新材料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7.2.5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先进钢铁）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状况  

（3）企业新材料产品布局及产品特色、销售情况  

（4）企业新材料业务销售网络布局  

（5）企业新材料业务产能布局  

（6）企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布局  



（7）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布局状况  

（8）企业新材料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7.2.6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新材料）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状况  

（3）企业新材料产品布局及产品特色、销售情况  

（4）企业新材料业务销售网络布局  

（5）企业新材料业务产能布局  

（6）企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布局  

（7）企业新材料业务转型升级发展布局状况  

（8）企业新材料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7.2.7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稀土永磁）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状况  

（3）企业新材料产品布局及产品特色、销售情况  

（4）企业新材料业务销售网络布局  

（5）企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布局  

（6）企业新材料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7.2.8 常州二维碳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墨烯）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状况  

（3）企业新材料产品布局及产品特色、销售情况  

（4）企业新材料业务销售网络布局  

（5）企业新材料业务产能布局  

（6）企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布局  

（7）企业新材料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7.2.9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D打印）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状况  

（3）企业新材料产品布局及产品特色、销售情况  

（4）企业新材料业务销售网络布局  

（5）企业新材料业务产能布局  



（6）企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布局  

（7）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布局状况  

（8）企业新材料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7.2.10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碳纤维）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发展状况  

（3）企业新材料产品布局及产品特色、销售情况  

（4）企业新材料业务销售网络布局  

（5）企业新材料业务产能布局  

（6）企业新材料产业技术布局  

（7）企业新材料业务布局优劣势分析  

   

第8章：中国新材料产业市场及投资策略建议  

8.1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潜力评估  

8.1.1 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总结  

8.1.2 新材料产业SWOT分析  

8.1.3 新材料产业发展潜力评估  

（1）中国新材料产业生命发展周期  

（2）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潜力评估  

8.2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前景预测  

8.3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趋势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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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新材料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将继续稳步推进  

8.4 中国新材料产业进入与退出壁垒  

8.5 中国新材料产业投资价值评估  

8.6 中国新材料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8.6.1 新材料产业产业链薄弱环节投资机会  

8.6.2 新材料产业细分领域投资机会  

8.6.3 新材料产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  

8.6.4 新材料产业空白点投资机会  

8.7 中国新材料产业投资风险预警  



8.8 中国新材料产业投资策略与建议  

8.9 中国新材料产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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