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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战略研究》分为政策篇、行业篇和地区
篇三大部分：政策篇收录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材料产业相关规划；行业 篇分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
端金属结构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新型无机
非金属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和前沿新材料六大领域，逐一展开介绍了各 领域及其子行业发展现状、
主要问题、面临形势及发展重点；地区篇对重
点省市“十二五”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介绍。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编制《中国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战略研究》的过
程中，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上百家企业，分重点领域、重点地区、下游用户 三个层面研究形成了200余
万字专题报告，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
这些资料
内容丰富，数据翔实，分析深刻，既是对《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的深度解读，也可以为
新材料企业提供决策参考，对政策研究、行业
管理等工作具有重要帮助。
本书由苏波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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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促进产业升级，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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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磁性材料领域 受资源及价格的影响，全球钕铁硼行业逐渐向中国转移，同时
，随着电子、信息、计算机、汽车、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稀土永磁材料的需求快速增
长。
国内众多稀土磁体生产企业都在扩大生产规模，特别是包头、赣州等稀土原料生产基地实施稀土深加
工战略，新建了一批钕铁硼磁体生产厂，一些大的磁体生产企业为了保证原料供应，也纷纷到资源基
地建厂。
近5年国内稀土永磁材料生产能力增加了约1倍，总投资超过10亿元。
 （2）发光材料领域 随着新型平板显示及节能照明产品的迅速发展，新型显示及照明器件用稀土发光
材料的发展和生产能力建设急剧增加。
近五年来，用于稀土发光材料产能建设的资金约5亿元；其中，节能灯用荧光粉的生产能力增加
约4000t、在建项目4000t，CCFL荧光粉生产能力新增200t、在建产能约500t，PDP荧光粉生产能力新
增50t、在建产能约100t，LED新增产能约10t、在建产能约30t。
 （3）催化材料领域 2009年11月河津市凯特科技集团石油筹资1.2亿元，建设年生产能力3万t的石油催
化剂项目正式投产，并通过质检部门的质量验收。
该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6亿元。
由于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市场竞争和产品标准提升，机动车尾气催化剂行业经过了优胜劣汰、重新洗
牌，逐步形成了国外三大公司（德国巴斯夫BASF、英国庄信JohnsonMatthey、比利时优美科Umicore）
和国内3～5家催化剂公司（无锡威孚、昆明贵研、四川中自、重庆海特等）为主导的产业格局。
该产业由国内以前的盲目投资变为现阶段的理性慎重投资。
铈锆储氧助剂主要由法国罗地亚公司、日本第一稀土等主导，国内有淄博加华、天津海赛等企业。
 （4）储氢材料领域 电动汽车及新能源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稀土储氢合金市场需求快速增加，国内
大型稀土储氢合金生产企业逐渐扩大生产能力，包头、赣州等稀土原料生产基地通过吸引投资建立稀
土储氢材料深加工产业，近5年来，国内稀土储氢合金生产能力增加了1万t以上，总投资3亿～5亿元。
目前，我国稀土储氢合金产能已超过3万t。
另有江西江钨浩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 t稀土储氢材料生产线、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2000 t稀
土储氢材料等生产线正在建设。
预计到2015我国稀土储氢合金总产能可达4万t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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