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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创新引领 自立自强自立自强
————打造高质量科技创新策源地打造高质量科技创新策源地

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新材料成

为不折不扣的“发明之母”和“产业粮食”。近

年来，我国新材料领域取得哪些进展？加快促

进新材料产业发展壮大该向何处发力？

10月21日，在合肥举办的第二十五届中国

科协年会新材料科技与产业论坛上，院士、专家

与相关领域创新主体，围绕“以科研、应用产业链

创新推进先进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分享

前沿科技成果，展现行业发展趋势，签署相关合

作协议，全力搭建产业创新合作新平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

总院院长彭寿带领研发团队研制的30微米厚的

柔性玻璃，仅为一张A4纸厚度的四分之一，可

以弯折上百万次而不破损，核心指标全球领先。

“2018年，世界最薄0.12mm超薄触控玻

璃量产，获中国工业大奖；2019年，自主知识产

权8.5代TFT浮法玻璃下线，获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大奖；2020年，国际领先30微米柔性可

折叠玻璃诞生，成功应用于华为产品。”彭寿介

绍，我国液晶显示玻璃实现完全自主可控，整

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保障了我国新型显示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

近年来，先进硅基材料、先进钢铁材料、先

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石化化工材料等一批新

材料纷纷涌现，为制造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成员、中国

硅酸盐学会理事长高瑞平，用一张PPT图片清

晰展现了人类产业发展与关键新材料的关系。

工业革命前，石器、青铜器、铁器的发展将

狩猎和农牧业

分离，并使得手

工业有了长足

发展。第一次

和第二次工业

革命后，钢铁和

复合材料逐渐

占据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第

三次工业革命

后，半导体、高

晶硅、高分子材

料迅速发展，人

类走入原子能、

计算机、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广阔产业领域；

今天，纳米、石墨烯、增材制造材料、超导材料

等正引领开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

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的“蓝海”。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形

成历史性交汇，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站上时代

风口，但也面临“赶不上就出局”的重大挑战。

“我国新材料产业面临重大战略需求，进

入发展关键窗口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

协先进材料联合体主席干勇举例说，随着风

电、光伏等产业崛起，我国碳纤维的消费量已

超过全球一半，去年国产供应量比2021年增长

五成以上。随着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和航空

航天等领域的需求爆发，我国稀土永磁材料消

费量已达全球第一，产量占全球近九成。

全球新材料产业竞争分外激烈。干勇在

主题报告中“盘

点”，新材料产

业领域第一梯

队中，美国全面

领先，日本以纳

米材料、电子信

息材料等见长，

欧洲的强项是

结构材料、光学

和 光 电 材 料

等。中国是第

二梯队的“领头

羊”，在半导体

照明、稀土永

磁、人工晶体材料等领域实现领跑。

产业升级，形成市场需求的巨大牵引，促进

了我国半导体材料、碳纤维和特种合金、光伏、锂

电池等储能能源材料快速发展。2012年以来，

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快速扩大，总产值年复合增

长率近20%，2025年产值有望达到10万亿元。

我国新材料产业仍需在自主创新上持续

发力。干勇说，虽然我国显示产业规模已是世

界第一，但新型显示用材料仍大量依赖进口。

我国集成电路制造涉及的近30种矿产对应的

关键基础材料，如超高多晶硅、成膜树脂、超高

纯金属靶材、电子级铜箔等严重依赖进口，材

料深度提纯技术成为制约集成电路产业自主

可控的关键“卡脖子”环节。

看得长远，提前布局，才能把握后发优

势。干勇表示，在基于摩尔定律主导的集成电

路技术上，我国和西方差距很大，很难在短时

期内赶上去。但如果以半导体新材料为突破

口，在相关技术领域换道超车，则有望重构全

球半导体产业竞争格局。

中国钢产量高居世界首位，但仍有70种左

右的钢铁短板材料需要进口，包括50多种特殊

钢。总投资92亿元的宝武马钢新特钢工程项

目，瞄准国内外中高端轴承钢、齿轮钢、弹簧

钢、帘线钢等特钢市场，一期工程今年6月已建

成投产。全部建成后，将成为总体规模440万

吨的国内最大的单体特钢生产企业 。

国产喷气式干线客机C919翱翔蓝天，安

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潜心研发、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纳米陶瓷铝合金，为客机舱门和地

板支撑梁等部件实现大幅减重，通过材料轻量

化，让中国大飞机飞得更轻盈、更稳健。

我省将新材料产业列为“十四五”时期重

点发展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力争到2025年，

产业规模达到1万亿元，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

世界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

“全省新材料产业呈现蓬勃发展、加速集

聚的良好态势。”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必方介绍，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这一新兴产业实现产值

3900亿元，落地项目1501个，投资总额超过

6000亿元。

“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安徽将持续开

展双招双引，推进高水平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努力为国内外专家、企业家、科研团队提供更

优的创业环境、更全的产业配套。”李必方说。

（吴晓征）

用新材料锻造“硬实力”
——第二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新材料科技与产业论坛侧记

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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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要聚焦提升产业的基础能

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先

进材料学会联合体主席干勇

表示，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

可有效辐射支撑中小微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培育出大量专

精特新企业，助力打好产业链

现代化的攻坚战。

“塑造我国产业基础能力

的新格局，新材料是一个重要

抓手。”干勇认为，我国科学家

在材料科学众多领域取得了不

少成绩，在重大材料研究方面

还需更多突破。国内材料领域现已

进入关键的窗口期，面临重大机遇。

随着产业升级，很多材料的应用步入

快速增长阶段，市场需求的巨大牵引

促进了新材料的发展进步和未来格

局。如安徽打造科技创新的“应用场

景”，蚌埠市以秸秆为原材料生产“生

物基”新材料的技术方向，成为绿色

发展的重要路径。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设立等，为新材料技术

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国家支持。干勇

表示，关键新材料为国家重大工程的

实施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我们要统

筹技术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关系，

在更短周期内，实现高端新材料的发

展目标。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科技发展

占据了重要地位，影响着一个国家在

全球竞争中的格局。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党组成员、研究员高瑞平

认为，在科技发展史中，基础研究

起到重要作用，应当加强材料科

学基础研究，更好支撑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

建 设 世 界 科 技 强 国 的 必 由 之

路。高瑞平将“基础研究”称之

为“历次科技或工业革命的原动

力和压舱石”，第一次工业革命

时期，基础研究逐步开始与技术进

步建立了联系，二十世纪后，几乎所

有国家都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竞争

力的压舱石。

“历次的科技或工业革命，都是

一些新材料的产生所带动起来的。”

高瑞平介绍，目前新材料研究的发展

趋势，一是不断交叉融合，多学科的

交叉、多技术的融合；二是研究范式

不断变革，新的范式可能具有更为广

泛的应用和发展前景，也可能解决一

些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与挑战。发

展方向更加多元化，向着复合功能集

成、微型智能等小型化发展。“材料科

学大有可为，材料科技工作者大有可

为，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积极贡献力量。”高瑞

平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主席干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成员、研究员高瑞平：

安徽将新材料产业列为“十四五”时期重

点发展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安徽在新材料

领域拥有很多亮点，如先进金属材料、先进硅

基材料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

院党委书记、院长彭寿认为，要让技术研究落

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思考产业如何更好地

发展。

彭寿认为，硅基材料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

在三个层面上，一是生物层面，硅基材料在空

间生命探索中备受关注；二是科学层面，硅基

材料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三是科技层面，

硅基材料将为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如何

从原料变成材料，从材料变成产品，从产品变

成产业？‘前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彭寿说。

攻克制约中国浮法玻璃技术发展的技术

难关，解决锡槽密封等重大技术难题，中国浮

法玻璃技术在国际领域持续领跑。围绕国家

在多个领域对先进玻璃材料的重大战略需求，

彭寿和团队开展硅质原料提纯、玻璃成分及配

方设计、新型熔化、超薄成形等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工程与产业化。彭寿表示，服务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满足民生需求，自

己和团队将继续打造我国和安徽硅基材料的

新名片。

（晋文婧 全媒体记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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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是塑造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新格局的“重要抓手”

基础研究是历次科技或工业革命的原动力和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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