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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报告（2009）》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和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共同组织编写的年度系列的第六部，全书分七篇18章，共收集18个专题报告，内容涵盖了我国新材料
产业明确的重点发展领域，如能源、生物医材、高速轨道交通和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型化工、节
能环保等，处在前沿性发展地位的一些关键新材料。
与前几期相比，本期的内容更加体现了有限目标和重点突出的特点，旨在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培
育新兴产业的要求，把握国内外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未来趋势以及问题与差距，明确“十二五”及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发展思路与重点、重大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等。
参加编写的人员都是来自材料科技和产业界第一线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对各自领域内新材料产业的国
内外现状、发展趋势、技术关键、市场需求等都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通过他们的论述和分析，读者
能够对当前新材料重点产业的现状和特点得到较全面和具体的了解，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
议。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新材料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
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面对世界性的经营危机及国际竞争日益剧烈的局面，当前我国新材料产业面临的重点任务就是如何进
一步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科学规划，优化资源，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变革与提
升，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做到资源、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起到保证和支撑作用。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所限，本报告难免有不足之处，我们热切希望各方面的读者不吝赐教，多提出宝
贵的意见；也热烈欢迎关注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学者、专家、企事业家们积极参与讨论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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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报告(2009)》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共同编写，论述了我国新材料产业与资源、能源和环境协调发展方向。
重点对风力发电与复合材料、太阳能电池材料、生态环境材料、低品位铝资源的综合利用、稀土材料
以及铸造钛合金的回收利用等方面的产业现状、发展趋势、存在问题进行综合评述，提出了促进新材
料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议。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报告(2009)》可为政府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相关投资决策、科研人员
等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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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的主要任务826.3.2 国外发展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经验826.4 加速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对策和建议84参
考文献84作者简介85第7章 新型高速轨道交通材料867.1 新型高速轨道交通材料产业背景及其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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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存在问题957.4 加速新型高速轨道交通材料的对策和建议96作者简介97第四篇 电子信息材料第8章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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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110第9章 新一代贮存材料1119.1 新一代贮存材料产业背景及其重要地位1119.2 我国新一代贮存材料
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1119.3 发展新一代贮存材料的主要任务及国外经验1139.4 加速新一代贮存材料的
对策和建议114作者简介114第五篇 生物医用材料第10章 介入性治疗材料与器械11510.1 介入性治疗材料
产业背景及其重要地位11510.1.1 概述11510.1.2 介入性诊疗材料与器械分类11610.1.3 产业背景及其重要
地位11910.2 我国介入性治疗材料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12010.2.1 我国介入性治疗材料的产业现
状12010.2.2 我国介入性治疗材料产业存在的问题12210.3 发展介入性治疗材料的主要任务及国外经
验12410.4 加速介入性治疗材料发展的对策和建议125参考文献127作者简介127第11章 组织修复材料与
器械12811.1 组织修复材料产业背景及其重要地位12811.1.1 组织修复材料概述12811.1.2 全球组织修复材
料产业发展现状12911.1.3 组织修复材料产业的重要地位13911.2 我国组织修复材料产业现状及存在问
题14111.3 发展组织修复材料的主要任务及国外经验14411.4 加速组织修复材料的对策和建议146作者简
介147第六篇 新型化工材料第12章 新型工程塑料14812.1 工程塑料产业背景及其重要地位14812.2 我国新
型工程塑料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14912.3 发展新型工程塑料的主要任务15312.4 加速工程塑料产业发展
的对策和建议155作者简介155第13章 新型有机氟材料15613.1 新型有机氟材料产业背景及其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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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15613.2 我国新型有机氟材料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15813.3 发展有机氟材料的主要任务16413.4 发展我
国新型氟材料的对策和建议165作者简介166第14章 新型有机硅材料16714.1 新型有机硅材料产业背景及
其重要地位16714.1.1 有机硅材料产业背景16714.1.2 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促进全球有机硅行业发展迅
速16814.1.3 有机硅产业链16814.1.4 下游深加工附加值高16914.2 我国新型有机硅材料产业现状及存在问
题17014.3 发展新型有机硅材料的主要任务及国外经验17314.3.1 发展新型有机硅材料的主要任
务17314.3.2 有机硅新材料发展的国外经验17414.4 加速新型有机硅材料的对策和建议174第15章 新型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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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对策和建议190参考文献191作者简介191第七篇 环保节能材料第16章 环境友好材料19216.1 环境友
好材料产业背景及其重要地位19216.1.1 纤维素、淀粉、甲壳素及壳聚糖产业背景及其重要地
位19216.1.2 生物降解塑料产业背景及其重要地位19416.2 我国环境友好材料产业现状及存在问
题19516.2.1 我国纤维素、淀粉、甲壳素及壳聚糖产业背景及其重要地位19516.2.2 我国生物降解塑料的
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19616.3 发展环境友好材料的主要任务及国外经验19816.3.1 发展纤维素、淀粉、甲
壳素及壳聚糖主要任务及国外经验19816.3.2 发展生物降解塑料主要任务及国外经验20016.4 加速环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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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材料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15作者简介217第18章 生态工程材料21818.1 生态工程材料产业背景及其重要
地位21818.2 我国生态工程材料发展现状22118.2.1 荒漠化和沙化地区生态工程材料22118.2.2 二氧化碳固
化材料22818.2.3 水体富营养化治理材料22918.3 我国生态工程材料产业现状和趋势23018.4 我国生态工程
材料产业存在的问题、对策及建议232参考文献233作者简介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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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②欧盟欧盟发展新材料的战略目标是保持其在航空航天材料等某些领域的竞争领先优势。
欧盟制定了多个与新材料相关的计划，主要包括：“第六个框架计划（7项优先主题中有4项与材料有
关）”、“欧盟纳米计划”、“COST计划（欧洲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合作计划）”、“尤里卡计划
”、“欧洲新材料研究规划”等。
欧盟各成员国也都有自己的新材料相关发展规划。
如德国、法国、英国等的“纳米计划”、“光产业发展计划”等。
③日本日本把开发新材料列为国家的第二大目标，注重实用性、先进性及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认为新材料是推动2l世纪创新和社会繁荣的力量，提出以新材料为基础，促进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从而巩固其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将纳米技术与纳米材料列为四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对新材料的研发与传统材料的改进采取了并
进的策略，注重于已有材料的性能提高、合理利用及回收再生，并在这些方面领先于世界。
制定的发展规划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纳米材料计划”、“21世纪之光计划”、“超
级钢铁材料开发计划”等。
在21世纪新材料发展规划中主要考虑环境、资源与能源问题，将研究开发资源与环境协调性的材料以
及减轻环境污染且有利于再生利用的材料等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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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报告(2009)》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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