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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新材料战略价值凸显，自主可控加速国
产化替代进程

2. 技术路线已成熟，国产替代正当时

3. 产业升级新机遇，新兴成长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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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材料支撑技术革命，战略价值凸显

n 新材料是高新技术的基础和先导，是传统石化和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是支撑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重要基础，已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焦点。新材料主要有传统材料革新和新型材料的推出构成，
是具有更优异的性能或某种特殊功能的新型材料。新材料上承石油炼化，包括乙烯、丙烯、对二甲苯、
己内酰胺等各类原料和中间体炼化生产，下接多元化高附加值应用领域，集中应用于石油工业、食品
饲料、作物农药等传统领域与航空航天、电子电气、机械工业、医药医疗等高附加值领域。正所谓，
一代材料，一代装备，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

• 《化工新材料产业“十四五”发展指南》规划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力争到2025年产业实现高端化和差异化，发展方式明显转变，经济运行质量显著提升。其

中，重点发展、提升的八大系列化工新材料种类有：高端聚烯烃塑料、工程塑料及特种工程塑料、聚氨酯材料、

氟硅材料、特种橡胶及弹性体、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功能性膜材料和电子化学品。

图：新材料主要分类

资料来源：新材料在线，申万宏源研究

图：产业发展与关键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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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球：产业加速扩容，国际龙头优势显著

n 化工新材料产业快速升级，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扩大。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2021年全球化
工新材料产量约1亿吨，市场规模达3950亿美元，2019-2021年产量、市场规模CAGR分别为8.5%、
3.3%。未来随着全球制造业持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对化工新材料创新和需求将不断增加，据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预计，预计2025全球化工新材料市场规模将达到4800亿美元，CAGR达4.7%，
其中高端聚烯烃、特种工程塑料、电子化学品、碳纤维等领域需求增长有望延续。

资料来源：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申万宏源研究

图：2021年全球化工新材料行业部分品类产能/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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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球：产业加速扩容，国际龙头优势显著

n 美日欧高端材料技术领先，中国位列行业第二梯队。从化工新材料产业水平看，第一梯队是美国、日
本、欧洲等，在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第二梯队是韩国、俄罗斯、
中国等，新材料产业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第三梯队是巴西、印度等国家。

n 国际龙头技术、成本等优势显著，市场开拓能力强。美日欧化工新材料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其中陶
氏化学、埃克森美孚、三菱化学、巴斯夫等国际新材料龙头企业具有多重优势:

• 1）原料成本低：陶氏化学、埃克森美孚充分发挥北美地区乙烷原料资源优势，降低乙烯等基础化工原料和下游

新材料的生产成本；

• 2）技术领先：国际巨头在优势领域持续强化研发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代表性技术，在全球保持领先地

位，例如陶氏化学通过搭建聚烯烃网络、聚氨酯舒适科技实验室以链接包装价值链；

• 3）产品品牌化：国际巨头普遍重视开发性能、用途各异的新材料，形成丰富的差异化产品组合，打造产品品牌。

资料来源： 申万宏源研究

图：全球化工新材料行业竞争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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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产业大势带动行业需求，自主可控促进国
产替代，新材料企业发展加速

n 国内化工新材料需求快速增长，市场持续扩容。化工新材料是我国化学工业体系中市场需求增长最快
的领域之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体系不断健全。2021年，我国化工新材料产能4166万吨/年，
产量2964.7万吨，较2015年提高了76%；实现销售收入9616亿元，是2015年的3.7倍。2015-2021
年，化工新材料产量、销售收入CAGR分别为10%、24.4%。

n 国内新材料技术不断突破，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持续提升竞争力。“十三五”以来，我国先后攻克了茂
金属聚丙烯、110千瓦高压绝缘电缆专用料、光伏级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光伏用有机硅胶、
光学级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溶液集合法聚苯醚、聚砜、医用氢化苯乙烯-丁二烯嵌段共聚
物（SEBS）等产品的技术瓶颈，并建成示范装置，填补了国内空白。而在特种分离膜材料、新一代显
示及大规模集成电路配套电子化学品等方面，我国总体竞争力不及美日欧，产品质量与装置稳定性仍
需进一步加强，尤其在高端产品方面自给率有待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申万宏源研究

图：2019-2021年中国化工新材料供需情况 图：2019-2021中国化工新材料产值及消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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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产业大势带动行业需求，自主可控促进国
产替代，新材料企业发展加速

n 新材料是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升级的基石，产业升级、国产化替代均成为我国新材料企业
加速发展的契机。

• 产业大势带动行业需求：半导体、显示面板等行业产能持续向大陆转移，新能源、5G、AI、生物制造、生物医

药等行业蓬勃发展，带动相关材料需求确定性增长。

• 自主可控促进国产替代：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强，自主可控趋势加速上游国产化配套需求，国内材料企业迎来新

机遇，发展持续加速。

• 政策扶持助力行业发展：近年来新材料得到国家政策的重点扶持，从国务院到发改委和工信部等各大部委发布了

一系列政策，支持新材料行业的发展。
图：新材料部分细分领域梳理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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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半导体材料：精细化工皇冠上的明珠

n 半导体材料处于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对半导体产业
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特点为：品种多、质量要求高、用量
小、产品更新换代快、资金投入量大、产品附加值较高等。

n 根据SEMI最新报告，2022年全球半导体材料销售额达727亿
美元，同比增长8.9%，其中晶圆制造材料销售额为447亿美元，
同比增长10.5%，封装材料销售额为280亿美元，同比增长
6.3%。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硅片、电子气体、光掩模的
市场规模分列前三，分别占据32.9%、14.1%、12.6%的份额。

图：半导体制造流程图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申万宏源研究

表：2022年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销售额情况（百万美元）

图：晶圆制造材料市场份额占比（2021年）



www.swsresearch.com 10

2.1 产能转移大势所趋，国产化替代持续加速

n 半导体产业持续向我国转移，我国半导体材料行业增长迅速。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WSTS）
2023年3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为5741亿美元，同比增长 3.27%，再创历史新
高。中国大陆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单一市场，2022年总销售金额达到1803亿美元。

n 半导体供应链全球化走向本土化，自主可控、供应链安全考量加速国产化替代。
• 5月23日，日本经产省公布外汇法法令修正案，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等23个品类追加列入出口管理的管制对象，

涉及清洗、成膜、热处理、曝光、蚀刻、检查等，包括EUV相关产品的制造设备和三维堆叠存储元件的蚀刻设备

等，该法案将在7月23日实行。

• 6月30日，荷兰宣布将部分光刻机等半导体相关产品纳入出口管制。光刻机巨头ASML第一时间在官网发表声明

称，该公司未来出口其先进的浸润式DUV光刻系统时，将需要向荷兰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证。
图：电子化学品板块走势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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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兴AI拉动高性能存储芯片需求，华为突破提振
自主可控信心

n 新兴AI产品算力需求暴涨，HBM新型存储需求激增。2022年11月底，初创公司OpenAI发布了名为ChatGPT
的对话式聊天机器人模型，一经推出便在网络上迅速走红。2023年3月，OpenAI正式推出大型多模态模型
GPT-4，引领AI大模型突破。海量数据催生庞大的算力需求，高性能存储芯片HBM销售量迎来快速增长。
HBM具有基于TSV（硅通孔）和芯片堆叠技术的堆叠DRAM架构，将内存芯片堆叠到一个矩阵里，再将其堆
栈置于CPU或GPU的旁边，通过uBump和Interposer实现超快速连接。HBM的优势在于：1）更高速，更高
带宽；2）更高位宽；3）更低功耗；4）更小外形。

n 华为持续推进技术创新，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提振国内半导体产业信心。8月29日，华为官宣上线新一代机
型Mate 60 Pro，是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话的大众智能手机，且采用自研麒麟9000s芯片，Meta 60 Pro的推
出大超市场预期，销售火爆。同时9月8日，华为开启Mate 60 Pro+和Mate X5折叠机预售，持续引起市场关
注。据Techinsights等机构对Meta 60 Pro的拆解，国内在没有EUV光刻机的情况下实现了7nm工艺的突破。
Mate 60 Pro/Pro+/X5新机的推出不仅带动了产业链企业的需求的增长，极大提振了国内半导体产业的信心，
自主可控未来可期。

图：HBM芯片架构

资料来源：超微半导体AMD，华为商城，申万宏源研究

Mate 60 Pro Mate 60 Pro+ Mate 60 Pro+

图：华为新机型陆续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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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尺寸化驱动液晶面板出货面积增长

资料来源：Sigmaintell 群智咨询，激智科技，申万宏源研究 

图：LCD液晶模组的构造示意图

全球LCD TV面板平均尺寸（英寸）

n 海外面板产能纷纷向国内转移，国内厂商市场份额持续提升。全球显示面
板产能不断向中国转移，国内LCD全球产能占比从2005年的3%上升至
2020年的50%以上。根据洛图科技（RUNTO）发布的《全球液晶TV面板
市场月度追踪》，2022年京东方以超过6200万片销量遥遥领先，市场份额
达到历史最高值24.7%，此外华星光电、惠科分别以约4500万片和约4200
万片的出货量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市占率分别为18.0%和16.7%。作为面
板的关键材料，反射膜、增量膜、扩散膜、偏光片、OCA胶膜等光学膜也
迎来发展机会，尤其在高端产品领域，有着较广阔的国产化替代空间。

n 大屏化趋势带来新的需求增长。TFL-LCD虽面临OLED等威胁，但在大尺寸
面板方面仍是主流技术。液晶电视是液晶面板的第一大应用领域，
Sigmaintell数据显示，2022年LCD TV面板的平均尺寸增长至50.4英寸，
随着大屏化趋势持续发展，带来新的需求增长。

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能占比持续提升

图：取向膜引导液晶
分子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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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业持续向我国转移，OLED材料国产化加速推
进

n 面板产业持续向我国转移，OLED发光材料国产化替代加速推
进。我国LCD产能全球占比超过一半并持续增长，2023年
O L E D 面 板 产 能 全 球 占 比 也 有 望 提 高 至 4 0 % 。 根 据 U B I 
Research数据2021年全球OLED发光材料市场规模约15.2亿美
元，同比增长17%。受制于专利，OLED终端材料基本被国外
垄断，国内主要集中在中间体及粗单体阶段，为国外企业代工。
材料环节来看偏上游毛利率在20~30%，终端材料毛利率在
40~70%，盈利能力差距明显。近年来国内企业终端专利材料
进步明显，终端材料有望陆续实现国产化替代。

资料来源：新材料在线，UBI研究 UBI Research，申万宏源研究

图：OLED发光材料主要被外资企业所把控（2019年）

图：LCD和OLED结构对比

图： OLED器件和材料结构
图：国内OLED产能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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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柔性OLED成为主流，折叠技术带来变革，PI
材料需求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势银智库，科纳仕咨询Canalys ，申万宏源研究

图：OLED显示发展路径n 柔性OLED技术不断突破，PI浆料以及透明PI（CPI）薄膜需
求提升。聚酰亚胺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超级工程高分子
材料之一，其性能居于高分子材料金字塔的顶端，已广泛应
用在航空、航天、微电子、纳米、显示、分离膜、激光等领
域。随着OLED取代 LCD成为显示行业趋势，显示面板正沿
着曲面→可折叠→可卷曲的方向前进。为了实现柔性可折叠，
现有显示屏中的刚性材料要逐步替代为柔性材料。与普通高
分子薄膜相比，PI材料以其优良的耐高温特性、力学性能及
耐化学稳定性，是目前柔性OLED手机中最佳的应用方案，
在柔性OLED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其中YPI在柔性OLED里
主要应用于基板材料和辅材，CPI（透明PI）主要应用盖板材
料和触控材料。

表：刚性/柔性OLED材料变化

图：聚酰亚胺产业链
图：PI薄膜实现OLED屏幕的曲面与可折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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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催化材料：需求旺盛，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n 催化剂是生产工艺的核心技术，被称为化学工业的“芯片”，其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均比较高，是决定生产
装置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部分。据统计，约有90%以上的工业过程涉及催化剂的使用，包括化工、石化、
生化、环保等多个领域。大部分催化剂由三类组分构成，分别是承担主要催化作用的活性组分、承载活性组分
的载体以及提高催化性能的助催化剂。

n 目前国内催化剂行业与国外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行业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未来国产替代趋势较强。根据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内2020年催化剂行业进出口总额达22.9亿美元，同比增加35%，其中贸易逆
差达12.2亿美元，同比增加34%，成为国际上较大的化工催化剂买方市场。

资料来源：中触媒招股说明书，《固体催化剂制备原理与技术》，申万宏源研究

图：催化剂发展历程
图：主要催化剂种类

图：国内催化剂行业长期处于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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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催化材料：需求旺盛，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n 贵金属催化剂材料活性组分主要为铂族金属（铂、钯、钌、铑、铱等），贵金属催化材料亦是铂族金属最
主要的应用领域，它们的d电子轨道都未填满，表面易吸附反应物，且强度适中，利于形成中间"活性化合
物"，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同时还具有耐高温、抗氧化、耐腐蚀等综合优良特性，成为最重要的催化剂
材料之一。贵金属催化剂下游应用广泛，行业覆盖精细化工（医药、液晶材料、农药、食品和饲料添加剂、
特种化学品等）、基础化工、环保领域、新能源等。

n 按照催化剂与反应物相态情况，可分为均相催化剂和多相催化剂。其中均相催化剂一般是指有机贵金属配
合物组成的晶体粉末或溶液，与反应物处于同一相态（通常为液态），并在化学反应中溶于反应介质；多
相催化剂一般是指贵金属以纳米粒子形态负载在活性炭、氧化铝等载体所形成的催化剂，催化剂与反应物
处于不同相态。

资料来源：陕西瑞科招股说明书，，申万宏源研究

图：贵金属产业链示意图

图：主要多相催化剂产品

图：主要多相催化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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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催化材料：需求旺盛，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n 分子筛催化剂又称沸石催化剂，是以分子筛为催化剂活性组分或主要活性组分之一的催化剂。特种分子筛以特定
晶型为基础，通过载体支撑微观分子级别的孔道结构，并对活性组分和助催化剂进行选择性担载。不同晶型的分
子筛载体对不同活性组分及助催化剂有担载选择性，根据不同分子筛的特性，能够进一步加工生产成为不同用途
的催化剂；即使同一种晶型的分子筛，也能够进行不同改性处理适用于不同的催化反应过程。分子筛催化剂作为
固体催化剂，易于回收处理，且无毒无味、无腐蚀性，是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催化材料。

n 分子筛催化剂的择形催化主要分为三类：

• 1）反应物的选择性，只允许一些特定的反应物分子进入分子筛的孔道；

• 2）过渡态的选择性，在孔道结构中只形成一些合适尺寸的中间过渡态物质；

• 3）产物的选择性，使得在众多反应产物中只有符合分子筛孔道形状的产物才可以通过此孔道体系。

n 除催化作用外，由于分子筛具有比表面积大、稳定性高等优势, 可以满足吸附分离技术中高效、节能和环保的需求。

资料来源：中触媒招股意向书，《Zeolite chemistry and catalysis》，申万宏源研究

图：典型分子筛结构及骨架单元 图：择形催化作用三种类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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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高性能纤维材料—芳纶、碳纤维、UHMWPE纤维

n 芳纶：军工领域国产化替代叠加芳纶涂覆隔膜发展带动需求增长。

• 1）受益于军工领域的国产替代以及光缆需求的增长，对位芳纶需求增长，国内自给率提升；2）受益于个体防护装备配备

国家标准的出台，国内间位芳纶高端需求快速提升；3）锂电芳纶涂覆隔膜的突破打开芳纶新的成长空间。

n 碳纤维：国内市场规模快速提升，国产替代进程加速。

• 我国国内碳纤维需求增长迅猛，市场规模全球占比不断提升。2022年全球碳纤维需求量为13.5万吨，同比增长14.4%，其

中我国碳纤维总需求量为7.44万吨，同比增长19.3%，继续维持高增速，其中进口量为2.94万吨，占总需求的39.5%，国产

量为4.5万吨，占总需求的60.5%，占比持续提升。

n UHMWPE纤维：性能具备显著优势，下游需求持续提升。

• 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下游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防弹衣和武器装备、防切割手套和缆绳材料。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

2025年需求量有望达10.38万吨，2020~2025年CAGR维持16.2%的复合增速。

资料来源：《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性能及生产现状》，申万宏源研究

表：几种高性能纤维的主要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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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特种高分子材料：行业发展潜力巨大，国内企业持续
突围

n 聚酰亚胺：金字塔顶端的材料，下游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中国产业化起步晚。

• 聚酰亚胺是指主链中含有酰亚胺环的一类聚合物的总称，主要分为热塑性聚酰亚胺、热固性聚酰亚胺、改性聚酰亚胺等

三大类。PI结构可设计性强，能做成薄膜，树脂，纤维等，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超级工程高分子材料之一，其性能

居于高分子材料金字塔的顶端。
图：高分子材料金字塔

图：聚酰亚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图：均苯/联苯型PI的合成反应

n 聚砜：超强耐热性特种工程塑料，膜的应用日益受到市场关注，国内高端产品仍需进口。

• 聚砜是分子主链上含有砜基和芳核的特种工程塑料，有普通双酚A型聚砜（即通常所说的PSU）、聚苯砜（PPSU或

PASF）和聚醚砜（PES）三种。目前聚砜主要用于电子电气、航天、医疗、卫生领域，其中膜的应用日益受到市场关注。

图：聚砜的应用领域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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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特种高分子材料：行业发展潜力巨大，国内企业持续
突围

n 聚苯硫醚：全球第一大特种工程塑料，下游应用领域广泛，国内大规模装置陆续投建。

• 聚苯硫醚的分子主链由苯环和硫原子交替排列，链规整性很强。PPS是继聚酰胺（PA）、聚甲醛（POM）、聚碳酸酯

（PC）、热塑性聚酯（PU）、聚苯醚（PPO）之后的第六大工程塑料，也是八大宇航材料之一。
图：PPS主要产品分类 图：PPS下游应用领域

n 聚苯醚：五大工程塑料之一，5G、AI等发展推升电子级PPO市场需求，国内对外依存度高。

• 聚苯醚主链上含有苯环和醚键，是世界五大通用工程塑料之一。PPO进行改性后，被赋予了更多新的性能，可运用到越

来越广泛的领域。
图：改性PPO的分类及用途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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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高频高速树脂：5G、AI及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高性能树脂增量空间充裕

n 移动通信技术不断更新迭代，AI推动高性能服务器需求，PCB行业对覆铜
板介电性要求不断提高，高频高速板成为目前主要发展趋势。环氧树脂的
分子构型和固化后含较多极性基团，对覆铜板的介电性能和信号损耗具有
不良影响，所以以环氧树脂为原材料的覆铜板慢慢无法满足高频高速应用
需求。马来酰亚胺树脂、官能化聚苯醚树脂等新型电子树脂凭借着规整分
子构型和固化后较少极性基团产生的优势，逐渐形成具备优异介电性能和
PCB加工可靠性的材料体系。高频覆铜板工作频率通常处于5GHz以上，
需要具备超低损耗特性，高速覆铜板则需要具备高信号传输、高特性阻抗
精度、低传送信号分散性、低损耗等性能指标，因此低介电常、低介电损
耗因是实现高频高速的关键。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树脂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2023-2030年）》，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国际数据公司，工信部申万宏源研究

图：覆铜板技术应用水平及电子树脂配方体系

图：中国5G基站累计数量（万个）

图：全球AI服务器市场规模预测趋

图：我国刚性覆铜板产值及全球占比情况



主要内容

1. 新材料战略价值凸显，自主可控加速国
产化替代进程

2. 技术路线已成熟，国产替代正当时

3. 产业升级新机遇，新兴成长快发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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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物制造产业顺应时代“绿色、低碳、可持续
”的发展要求

n 从认识生命到创造生命，合成生物学打开了生命科学的想象空间。21世纪初融合了生物学、工程学、物理学、

化学、计算机等学科的合成生物学应运而生，其本质是利用工程化设计理念，从基因层面对生物体进行有目标的

设计、改造乃至重新合成，通过构建基于人工基因线路的定制化细胞，实现目标化合物、药物或功能材料的大规

模生产及应用。工程化的核心是构建，“设计-合成-检测-学习“的循环和改进组成了生物制造的流程。合成生

物学推动传统科学从认识生命走向创造生命，是生命科学由解读生命到编写生命的跨越。

n 生物技术不断从医药、农业、食品向工业领域转移，生物制造逐成为生物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形式为：

1）生物基化工：高温、高压、高污染的化学工业过程，也正不断向条件温和、清洁环保的生物加工过程转移。

2）生物基材料：汽油、柴油、塑料、橡胶、纤维及许多大宗传统石油化工产品，正不断被来自可再生原料的工

业生物制造产品替代。

资料来源：《合成生物学：开启生命科学“会聚”研究新时代》，申万宏源研究

图：合成生物学研究代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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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生物基化工：有望优化现有高难度化工工艺

n 生物基化工生产工艺主要分为生物催化剂的筛选改造和生物发酵生产两个阶段。
• 生物催化剂的筛选和改造：生物催化剂是生物反应过程中起催化作用的游离细胞、游离酶、固定化细胞或固定化酶的总

称，寻找产生特种酶的细胞是关键。目前主要的菌种是从自然界获取，再进行一定程度的基因改造。

• 发酵生产：生物制造产业的发酵生产装置主要包括发酵罐和催化反应器，其中发酵罐主要进行细胞的培育繁殖，生产需

要生物体参与催化反应的产品；催化反应器则是连接原料、目标酶和产物的渠道，这类反应不需要生物体参与催化反应。

资料来源：《生物催化工艺学》，华恒生物招股书，《Trends in Biotechnology》，申万宏源研究

图：生物制造主要工艺路径 图：酶的人工智能设计示意图

图：利用细胞工厂合成化工产品

表26：生物法制造不同工艺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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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生物基材料：有望充分利用生物可再生能源

n 生物基材料，是利用谷物、豆科、秸秆、竹木粉等可再生生物质为原料通过生物体作为高效细胞微工厂制造的新
型材料和化学品，主要包括生物基化工原料、生物基塑料、生物基纤维、生物基橡胶等。因其原料为可再生生物
质而非化石原料，能够降低生产企业对油气资源的依赖性，同时生产过程中也降低了碳排放，有利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部分生物基材料具有可降解的特性，能够降低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理论上大多数现有的物质、材料都
可以被生物合成。

图：全球生物燃料产量（以千桶/天油当量计）

图：生物基材料品种及下游应用

资料来源：凯赛生物招股书，《合成生物能源的发展状况与趋势》，Wind，申万宏源研究

图：生物制造产业有望有效缓解能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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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物医药材料：生物药行业蓬勃发展，上游产业链迎
发展机遇

n 生物药性能优越，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国内增速远超全球。在各类药品中，
生物药的药理活性高、毒副作用小、营养价值高，随着提取分离技术的成
熟，生物药已成为制药行业近年发展最快的子行业之一。根据沙利文的统
计，2020年全球生物药的市场规模达到2979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突
破5000亿美元；2020年国内生物药的市场规模达到3457亿元，预计2025
年将突破8000亿元，增速超过全球水平。

n 色谱分离/层析是生物药制备关键步骤，层析介质则是层析技术的核心材
料。色谱层析技术是单克隆抗体、融合蛋白、疫苗等生物大分子药品的核
心生产环节和主要成本所在，层析介质（色谱填料）是用于色谱层析分离
纯化过程的核心材料，占生物药原材料成本的21%。层析的原理是利用混
合组分中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差异，与色谱填料作用力不同，使得各组
分物质在层析柱的迁移速度有差异，从而实现各组分的分离。

n 层析介质技术壁垒高，海外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产化替代空间大。

资料来源：市场研究Research and Markets，前瞻产业研究院，申万宏源研究

图：全球色谱介质市场规模（亿美元）

图：中国色谱介质市场规模（亿元）

图：生物药分离纯化流程示意图
图：2018年全球色谱填料行业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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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能源材料：国内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快速增长

n 国内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车趋势迅猛向上。2022年国内新能源汽
车产量为705.8万辆，同比增长99.1%，销量达688.7万辆，同比增长
95.6%。动力电池装机方面，2022年累计装机量达294.6Gwh，同比
增91%，2023年1-5月累计装机量达119.2Gwh，同比增长43.5%。

n 国内储能领域快速上涨，新型储能渗透率持续上升。国内储能锂电池
出货量持续上升，2022年国内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13.08GW规模，
同比增长128%，六年复合增速达82%，今年维持快速增长趋势。截至
2022年底，中国已投运的电力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达59.8GW，占
全球市场总规模的25%，年增长率38%。其中，抽水储能累计装机占
比下滑至77%，新型储能持续高速发展，占比超20%。

图：2017年至今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增速 图：2020年至今动力锂电池装机量
（单位：GWh）

资料来源：GGII，CNESA，中汽协，动力电池联盟，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申万宏源研究

图：国内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

图：国内电力储能结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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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锂电材料：下游需求旺盛带动上游材料景气

图：电池系统主要材料及相关企业

n 动力电池主要从电池模块和壳体模块两个方面带动材料景气。

n 电池模块：传统锂电池主要包括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其中每一组分均需大量的上游化工品，并
且随锂电技术变革不断衍生出新的产品需求；

n 壳体模块：在动力电池系统中，电池壳占系统总重量约 20-30%，在保证电池系统功能安全和车辆整体
安全的前提下，电池壳的轻量化已经成为电池系统主要改进目标之一，有望不断衍生出工程塑料需求。

图：电池壳轻量化同时带动工程塑料需求

资料来源：《Light Metal age》，申万宏源研究



www.swsresearch.com 29

3.3.1 复合铜箔：技术瓶颈陆续突破，复合铜箔百亿
蓝海市场即将开启

表：传统箔材与复合箔材的主要差异对比

n 产业化进程加速，复合铜箔百亿蓝海市场即将开启。集流体主要用来维持电极和外部电路之间的电力传
输，随着锂电技术的不断发展，集流体轻薄化以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是趋势，复合集流体以兼顾能量密
度、循环导命、安全性及电池成本的优势成为电池能量密度提高的最佳解决方案之一。复合铜箔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其以PP、PET、PI等高分子材料为基材，上下两面镀一定厚度的金属铜，结构类似于“三
明治”。随着复合铜箔技术逐渐成熟，产业化即将迎来曙光，据观研报告网预测，2023年国内复合铜箔
市场规模将达6.69亿元，到2029年将达564.55亿元，复合增速高达109%。

资料来源：新思界，《Nature Energy》，观研报告网，复材应用技术，申万宏源研究

图：复合铜箔结构示意图 图：我国复合铜箔市场规模预测（亿元）

图：镀铜工艺两步法与三步法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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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气凝胶：隔热王者，契合碳中和节能大趋势

表：气凝胶具有超高绝热性能
n 气凝胶是新一代高效节能隔热材料。气凝胶是一种新型的纳米级多孔材料，

由胶体粒子或高聚物分子相互聚集成连续的纳米多孔网状结构，并在空隙中

充满气态分散介质的一种固态材料。气凝胶拥有卓越的隔热性能，应用范围

广。2021年，全球约56%的气凝胶用于对隔热要求较高的石油化工领域，

18%用于工业隔热以及建筑保温、交通各占10%左右。

n 新能源车领域有望成为气凝胶增速最快的细分市场。对于汽车电池而言，防

火隔热材料可以延缓或者阻止热扩散以及火焰的蔓延，给乘客留足时间撤离

事故现场。目前常用的电池保温隔热材料包括阻燃硅胶泡棉、云母板、硅陶

瓷、气凝胶毡等。气凝胶绝热材料是导热系数最低的固体材料，隔热效果好，

不燃，相比传统保温材料，只需1/5-1/3的厚度即可达到相同的保温效果，

为动力电池节省更多空间，并且保温效果及温度更稳定，是用于动力电池热

防护、延缓或阻止电池起火爆炸方面性能较有前景的材料之一。

资料来源：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申万宏源研究

图：同样保温效果下所需材料厚度比较

图：同样保温效果下所需材料厚度比较 图：我国气凝胶行业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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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氢能：市场需求增加叠加政策端持续利好，行
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n 氢能产业链上游主要为氢气的制备，包括传统能源的
化石原料制氢法、化工原料制氢法等；中游则是储氢
缓解，包括液态、固态和有机液态等；下游应用则涉
及电力、供热和燃料，其中燃料又包含了加氢站、燃
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领域

n 政策端持续利好氢能产业，有望成为中国能源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到2050年氢能在中国能源体系
中的占比约为10%，氢气需求量接近6000万吨，年
经济产值超过10万亿元。

n 目前国内氢能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国内燃料电
池汽车产销量来看，2022年产量3677辆，同比增长
105.4%，销量为3397辆，同比增长112.8%。从加
氢站方面来看，2022年中国加氢站保有量突破300座，
累计建成数量约312座。

表：国内氢能及燃料电池整体目标 图：国内燃料电池汽车产销量 图：国内加氢站数量快速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协会，中国氢能联盟，GGII，申万宏源研究

图：氢能源产业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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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风能：下游清洁能源需求持续上升，风电有望成
为国内重要能源组成

n 清洁能源大势所趋，风电行业发展空间广阔。全球双
碳背景下，风电装机容量持续增长，市场空间进一步
扩大。2022年全球新增风电装机77.6GW，较去年
同期下降17%；2022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量达到
906GW，同比2021年增长9%。

n 陆上风电进入平价阶段，海上风电将接棒。随着国家
层面以及地方政府层面政策持续扶持，以及设备技术
逐步成熟，2021年国内海上风电新增装机5.16GW，
累计装机量达30.5GW，同比增加15.6%，延续快速
增长趋势。

图：2015-2022年全球风电累计及新增装机量

表：国内风电不同类别对比

资料来源：Wind，国家能源局，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商情报网，申万宏源研究

图：国内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及累计装机量快速提升
（单位：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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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光伏：国内光伏行业规模持续扩大

n 国内光伏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22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量86GW，
累计装机量达393GW，同比增加28%。工信部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全国多晶硅、硅片、
电池、组件产量分别达到82.7万吨、357GW、318GW、
288.7GW，同比增长均超过55%。行业总产值突破1.4万亿元。

n 随龙头企业扩产步伐加快，国内光伏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2020年国内光伏产业龙头企业持续增大资本开支，且增大了单个
扩产项目的规模。在技术、资金方面无优势的中小企业将逐渐退
出光伏市场，产业集中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图：光伏产业链 图：产业链环节的CR5变化（单位：%）

图：国内光伏产业规模持续增加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产业2020年回顾与2021年展望》，Wind，新材料在线，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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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氢风光相关材料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领域 制品 涉及化工品
2022年（单位：万吨）

国内产能 国内产量

光伏

硅料、硅片
三氯氢硅 68 40.4（2021年）
金属硅 631 327

基膜
PVDF 10 6

BOPET 505 319（2021年）

胶膜
EVA 215 168
POE 依赖进口

玻璃 纯碱 3193 2872
胶黏剂 有机硅 498 425

风电

风机叶片

环氧树脂 360 220
玻璃纤维 740 687

结构胶粘剂 　 30
PVC芯材 　 40万平(需求)
聚醚胺 15 11.5
碳纤维 6 4.4

整机业务 　 14851套
灌浆料 　 20

舱罩类 市场规模为83.2亿元 　

光缆 对位芳纶 0.85 0.30

绝缘材料 间位芳纶 1.40 1.00

氢能
制备氢 4000 3300

膜电极 质子交换膜 150万平 20万平
双极板 石墨 　 74

超级电容器储能 电极材料
电容炭 仅元力股份实现量产 0.1165（2021年）

PI 0.9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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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POE：材料性能优异，光伏成为POE下游最
大需求市场

n POE是乙烯和α-烯烃聚合而成的高分子材料，性能优异。POE分子链
中由于存在乙烯与α-烯烃共聚形成无定形区，使其在常温下呈现出橡
胶高弹性特点，加之POE分子量分布窄、支链短，使得POE具备高弹
性体、高强度、高伸长率等优异力学性能和良好低温性能。

n 2021年全球POE需求量约136万吨， 其中2021年国内POE消费量约
64万吨。随着全球光伏装机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POE胶膜渗透率的不
断提升，光伏已成为POE产品需求中增速最快的领域，2021年光伏占
国内POE需求比例达40%，首次超越汽车行业（占比约26%）成为国
内POE最大需求市场。

图：POE产业链

图：全球POE消费量（万吨）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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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COC/COP：国产化趋势渐显，未来需求增量
显著

n COC/COP 是由烯烃与环烯烃共聚或环烯烃单聚而成的无定
形热塑性工程塑料。具有高透明性、低双折射率、低吸湿性、
低收缩率、低介电常数以及良好的耐热性、耐化学性、耐光
性等一系列优异性能。目前国内 COC/COP 主要应用于光学、
包装和医疗等领域。

n 产品当前主要被少数日本企业垄断，国产化趋势渐显。2021
年全球COC/COP产能约 8.3 万吨/年，生产企业主要为日本
瑞翁、宝理塑料、合成橡胶和三井化学，其中日本瑞翁产能
达4.2万吨/年，占比高达 51%。根据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统计，
国内当前暂无产业化装置，2021年国内需求约2.1万吨均依
赖进口，根据阿科力、金发科技公告，下半年分别有望完成
1000、80吨级中试装置建设，国产化势在必行。

资料来源：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申万宏源研究

图：COC/COP产业链示意图

表：2021年全球COC/COP产能分布

图：国内下游需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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