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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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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材料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也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关键领域。新发展格局下，

推动新材料产业集群化发展已经成为提升新材料产业发展水平的关键。文章描述了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的空

间分布，分析了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特征与发展阶段，对比了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与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的差距，并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    新材料，集群化发展，产业链，自主创新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11208006

新材料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先导和基石，是先进制

造业发展的支撑和保障，对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制造

业优化升级、保障国家安全等具有重要作用。集群化

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推动关联企业或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乃至构筑国际竞

争优势的重要力量。发展培育新材料产业集群已经成

为各国推动新材料发展和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主要路

径。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借助跨国企业在

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集约化生产、全球化布局等方面

的优势，加速企业和机构集聚，形成了一批在产品、

技术、制造模式、要素和组织形态上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的新材料产业集群[1]。我国也高度重视新材料产业

及其集群的培育，出台了一揽子政策支持其发展。我

国新材料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空间布局日益优化，产

业集聚效应逐步凸显，产业集群渐成规模。为贯彻落

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培育先进制造

业集群”“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

态化发展”要求，新材料产业集群化发展必然成为研

究和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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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

1.1 产业集群逐渐形成
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普遍特征 [ 2 ]。

Porter[3]认为，产业集群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许

多彼此关联的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进而形成持

续性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一般具有 4 个特征：   

① 产业集群中集聚着大量的相关企业，以及中间组织

和支撑机构；② 集群内各企业和机构之间形成紧密的

有机经济联系；③ 这些企业和机构集中在特定的地域

范围内，一般多为市域内某个区、县，甚至乡、镇；

④ 通过有机联系、合作互动和社会化网络，形成了一

个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产业群落[4]。这 4 个特征也是界定

产业集群的重要依据。 

根据我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

体功能区战略，各地基于产业基础、科研条件、资源

禀赋、市场需求等比较优势，发展区域特色新材料产

业，推动新材料相关企业集聚化发展，涌现出一批各

具特色的新材料产业集群。总体来看，我国东、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新材料产业发展各有侧重，呈现“东

部沿海聚集，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特色发展”的空

间布局，区域特征明显。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地区形成了综合性新材料产业集群，中部和西

部地区形成了以材料深加工和资源利用为基础的特色

新材料产业基地，东北地区形成了服务于重大装备和

工程的特色新材料产业基地。

1.2 产业集群差异化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新材料产业起

步发展时间不尽相同，各地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重

点、特点、动因等也存在差异（表 1）。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依托区位、产

业、人才和技术优势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新材料产业

体系，承担着新材料的研发创新、高端制造等功

能，形成了一批综合性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其中，

京津冀地区，大型企业总部、国内顶尖高校和重点

科研院所集聚，科技创新能力全国领先；但受环

境承载力影响，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

料、生物医用材料、航空航天用材料、高性能膜

材料、前沿新材料等高精尖材料，形成了高端新材

料产业集群。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

配套完善，物流交通网络发达，是我国重要的新材

料研发、生产和消费市场，也是拥有新材料产业集

群最多的地区，在高性能金属材料、先进高分子材

料、高性能纤维等领域形成一批代表性产业集群。

珠三角地区，应用市场空间和潜力大，外向型出口

经济发达，新材料产业集中度高，在电子信息材

料、化工新材料、先进陶瓷材料等领域培育出具有

较强优势的产业集群[5]。

中部地区。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传

统材料工业基础扎实，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推

动传统材料优化升级，发展一批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高的精深加工产品。新材料产业基地初具规模，形

成了江西赣州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湖南株洲硬

质合金材料产业集群、河南郑州超硬材料产业集群

等。

西部地区。资源能源丰富，但高端人才吸引力不

足，技术创新迭代速度较慢。依靠资源转化优势和重

点企业，通过技术引进与合作等方式，在稀有金属材

料、新型轻合金、新能源材料等领域集聚形成了一批

特色新材料产业基地。

东北地区。钢铁、化工等大宗基础材料优势明

显，装备制造基础雄厚，但近年来经济活力下降，人

才外流现象严重。依托东北老工业基地奠定的技术积

累和产业工人优势，瞄准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产业

需求，东北地区在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先进高分子材

料和高性能复合材料等领域初步形成集聚发展态势，

涌现出吉林碳纤维产业集群、黑龙江石墨烯产业集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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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特征与发展阶段

2.1 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特征
（1）专业化特征——产业集群向特色化、专业

化方向发展。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基于专业化的分工，

是社会分工在地理空间的体现。同时，产业集群会产

生本地化效应，即产业集群会放大专业化生产的好

处。专业化特征，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微观层

面，可以通过集群产业规模占所在区域经济规模的比

重来衡量；宏观层面，可以通过集群产业规模占全国

乃至全球该产业规模的比重来衡量[6]。新材料产业集

群是由生产一类或几类新材料的企业集聚而成。集群

内企业专注于某一类或几类新材料研发设计、生产制

造、管理销售，企业之间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这种关系企业的集聚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创新

速度，实现外部经济，增强区域竞争力。我国的新材

料产业集群是各地根据自身优势，集聚起来的一批新

材料生产企业、专业供应商、相关企业、金融机构等

群体。例如：深圳拥有国内最大、产业链相对完整的

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集聚了动力电池正负极材

料、电解液和隔膜等领域的国内外代表性企业；集群

主导产业年产值超过千亿元，集群工业总产值占全国

相应产业比重超过 70%①。宁波在稀土磁性材料、化

工新材料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形成了具有国内影

表1    我国主要省份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特点
Table 1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y clusters in key provinces of China 

所在
省份

集群类型 发展特色 发展优势 “十四五”战略定位

广东
市场导向型+技术驱
动型

新型半导体材料、新能源材料、电子新材
料及电子化学品、生物医用材料等

工业体系完备，应用市场广
阔，区位优势明显，创新要
素快速集聚

基本建成世界级前沿新材料创新中
心、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研发和
制造高地

浙江
市场导向型+技术驱
动型

磁性材料、氟硅新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等

科创优势显著，制造业发
达，上下游产业链相对完整

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新材料科创高
地和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新材料产
业高地

江苏
市场导向型+技术驱
动型

先进电子材料、高品质特殊钢、化工新材
料、稀土功能材料，碳纤维、石墨烯等先
进碳材料

经济基础实力雄厚，完善的
配套体系，科研实力较强

打造综合实力国际先进的高端新材
料集群

江西
资源转化型+政府引
导型+市场导向型

金属新材料、化工新材料、先进无机非金
属材料等

矿产资源丰富，政府引导支
持

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材料产业
集聚区

湖南
资源转化型+政府引
导型+市场导向型

先进钢铁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
化工材料、先进储能材料、碳基材料、先
进陶瓷材料、新型建筑材料

制造业基础扎实，创新能力
较强，政府引导支持

形成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研发及
制造高地，建成国家级新材料产业
集群

云南
资源转化型+政府引
导型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钢铁材料、化工
新材料、光电子微电子材料、绿色能源材
料、液态金属、3D打印材料、石墨烯等

矿产资源丰富，绿色能源深
度利用，政府培育支持

形成现代化新材料产业集群

山西
资源转化型+政府引
导型

先进金属材料、碳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
料、半导体材料、纤维新材料、新型无机
非金属材料、前沿新材料

资源禀赋优势，政府培育支
持

成为国内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和
创新中心

资料来源：根据主要省份“十四五”规划整理
Data source: Based o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f key provinces of China 

① 前三甲！深圳市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在决赛中胜出 . (2021-04-01). https://www.sohu.com/a/458415339_1000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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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产业集群，稀土磁性材料产量占全国的 40%，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丙烯腈-丁二烯-苯

乙烯共聚物（ABS）、聚丙烯树脂等化工新材料产量

位居全国第一②。苏州围绕纳米技术应用产业，形成

了从设备、原材料、制备、工艺、集成到应用的全产

业链的纳米材料产业集群，纳米技术应用产业产值突

破 1 000 亿元，是全球八大纳米产业集聚区之一③。

（2）地理集聚特征——产业基地或园区成为集群

发展重要载体。产业集群是产业要素、组织、行为等

在地理空间上的相互邻近或对地理空间的集约使用。

集群一般具有地理空间上的高密度特征，在某一区域

范围内集聚的相互关联企业数量或产值必须达到一定

规模。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都是由新材料及其相关企

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高度集中形成的。部分集群依托

园区或产业基地发展起来，在政府引导下，新材料及

其上下游企业入园区或基地发展；部分集群最初依托

企业发展，形成一定规模后，吸引集聚更多新材料及

其相关企业，最终成为产业园区或基地。因此，产业

园区或基地是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载体。

例如：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国知名的稀

土新材料产业集群，是稀土新材料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赣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钨和稀

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为重点，形成了从冶炼加工、产

品应用到检验检测的产业体系，是国内最大的稀土、

钨产品加工基地，获批国家级稀土钨新型功能材料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批准设立的

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有 278 个（7 个高技术产业基

地、58 个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94 个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119 个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省

级新材料产业园区或基地数量更多（图 1）。

（3）组织结构特征——逐渐形成大中小企业集

聚共生型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本质上是从事区域专

业化生产的企业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的网络结构。

有的产业集群是由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供应商、

配套企业等形成的网络，有的产业集群是由众多中

小企业集聚形成的网络。不论哪种形式，集群内企

业的经济活动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完全融合在这种

网络中 [7]，集群内的企业或通过竞合，或通过协作

② 宁波市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规划（2021—2025）. [2021-07-27]. http://www.ningbo.gov.cn/art/2021/7/27/art_1229096009_3756210.html.
③ 苏州彰显科技担当：苏州市纳米新材料集群入选首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 (2021-03-31). http://www.js.xinhuanet.com/2021-03/31/

c_1127277466.htm.

图 1    我国重点省份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数量
Figure 1    Number of national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ial bases in key provinces 

数据来源：根据重点省份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整理
Data source: Based on national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ial bases in key provinc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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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等相互作用，不断强化内部网络结构，促使集

群优势得到全面发挥。正如 Porter[8]所说，“簇群是

组织价值链的备选方式。……一个由相互独立而又

非正式联盟的公司和机构组成的簇群，代表着一种

富有活力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具有效率、有效性

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我国颇具规模的新材料产

业集群基本都是龙头企业或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集

聚形成的网络结构。例如：铜陵先进结构材料产业

集群（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以跻身世界 500 强的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特种电磁线产量

国内第一、漆包线产量全球前列的铜陵精达特种电

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铜加工行业精细化管理标

杆海亮（安徽）铜业有限公司为核心，2020年集聚

了 63 家规上工业企业及一批中小企业，形成了“龙

头+骨干+中小”企业集群。集群内有从事电解铜、

铜箔、铜板带、覆铜板、印制电路板等各类铜产品

生产的企业，形成了品种齐全、配套完善的铜加工

产业链，从而成为我国竞争力较强的铜基新材料产

业集群，并进一步吸引、集聚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金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

烟台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由龙头企业万华化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化学”）、山东

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铝业”）

和  200 多家骨干企业组成，形成了“龙头+骨干+

关联”企业的产业集群格局。在龙头企业的带动

下，烟台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的吸引集聚能力不

断增强，2020 年实现产值 1 500 多亿元，带动就业

近 10 万人。

（4）产业融合特征——单一品种产业集群向多

类型产业集群转变。产业集群是关联产业因为知识、

投入产出、需求等方面联系而产生的地理上的集中

[2]。关联产业的地理集聚通过产业间外部性促进创

新，实现规模经济，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

济发展又会促进产业多样化发展，进一步巩固产业集

群优势。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逐渐加

速，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呈现出单一品种向多样化

集群发展的融合趋势，体现在 2 个方面：① 内部融

合。新材料种类繁多，不同材料生产制造环节存在一

定的耦合关系，因此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往往不是单

一品种的产业集群，而是多品种共存的产业集群。

例如：湛江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主要包括依托宝武湛江

钢铁项目形成的先进钢铁材料和依托巴斯夫（广东）

一体化基地项目形成的高端化工材料两大类材料产业

集群。烟台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由依托万华化学形

成的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和依托南山铝业形成的先进

有色金属材料产业集群构成。② 外部融合。新材料

作为生产性投入，是生产制造的源头，新材料产业集

群往往与其他制造业集群共生融合发展。例如，深圳

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依托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为

代表的整车制造及电机、电控、配套等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发展起来，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也可以看作

是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集群的一部分。广东是我国知

名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也是重要的电子材料集聚

区。

2.2 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阶段
产业集群是一个有机的产业网络结构，产业集群

的出现、扩张、发展，乃至衰落是一个动态演进过

程。新材料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具有产业集群生命周期

的普遍特征，也有一些自身特点，表现在：① 新材料

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新材料技术更新换代带动产

业升级，新材料产业集群会向更高阶段演进；② 依靠

资源发展起来的新材料产业集群，周期变化会受到资

源储量和开采量等约束，这也倒逼资源型新材料产业

集群通过技术创新增强集群发展动力，避免落入传统

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困境；③ 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发展

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政策引导和推动会

加速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周期演进。因此，将新材料产

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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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4 个阶段。

（1）形成期。围绕一个或几个主导新材料企业，

新材料企业和关联企业向主导企业靠近，形成空间集

聚。新材料企业具有一定的技术相关性，可以进行交

流协作，能够分享新材料相关知识与信息。新进入的

企业可以扩充产业集群知识和信息总量，产业集群正

外部性明显。总体来看，新材料企业间联系相对灵活

松散，还未形成有机协同网络。

（2）成长期。集群内新材料企业关联度逐渐加

强，上下游企业分工逐渐清晰，产业配套逐渐完善，

新材料产业集群生态逐步形成。集群内新材料企业间

知识和信息扩散、交流、学习、创新活动增多，技术

创新速度加快，技术引领型企业出现，逐渐成为龙头

企业。大量新材料及其相关企业被吸引进集群，产业

集群规模逐步扩大。该阶段是新材料产业集群创新活

动最活跃、技术创新外溢性最强、集聚资源能力最强

的时期。

（3）成熟期。集群内新材料企业之间、上下游企

业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各类配套设施完善，

新材料产业链基本完整，产业集群发展成为完善的有

机协同网络。集群内龙头企业国内外影响力增强，中

介机构等迅速发展。这个阶段集群内企业数量、集群

规模、资源拥有量等达到较高水平。成熟阶段后期，

新材料产业集群创新速度减慢，创新效率降低，产品

容易出现同质化。集群内部竞争加剧，“拥挤”效应

显现，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速度放慢，达到一种相对

平衡状态。

（4）升级期。产业集群内各新材料企业加大技术

创新投入，提升原有产品性能的同时，开发新工艺、

新技术、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推动新材料产业集群

进入新的发展周期。

新材料产业集群的演进是不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

和竞争优势来源的过程，明确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的

发展阶段，加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动力的培育，有

利于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总体来看，我国东部

沿海地区的部分新材料产业集群已经处于成熟期，大

部分新材料产业集群还处于成长期。

3 对标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差距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后，

不少学者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进行了研究。总结

起来，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必须具备深度融入并主

导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世界性”，行业、技术、产品

与组织的“先进性”，拥有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

“系统性”，兼具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的“集群性”

等特征[9]。对比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特征，我国新

材料产业集群建设还存在诸多差距。

（1）产业集群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不够。我国

新材料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生产制造的

产品逐渐嵌入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但是我国新材

料产业集群中深度融入并主导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数

量偏少，集群内以生产制造附加值不高的中低端产品

的新材料企业为主，缺少像美国杜邦、德国巴斯夫、

日本京瓷等具有全球竞争力、掌握产业主导权的领军

型新材料企业。集群在全球产业链垂直分工中的地位

偏弱，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和非核心地位，在

全球新材料产业价值分配中不具备话语权，国际市场

竞争力不强。此外，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经济影响的

地理范围有限，全球市场占有率不高，对全球经济影

响力和控制力偏弱。

（2）根植于产业集群的内生创新动力较弱。从全

球来看，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英国剑桥科技

园、新加坡裕廊石化产业集群等是较为典型的创新型

产业集群。这些集群的显著特征是区域内均拥有国际

一流的高校及科研机构，科研与产业良性融合发展。

反观我国，一流的材料科学创新要素集中于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与新材料产业集群在地理空间上结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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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紧密，带来创新与产业交互成本的增加，导致创新

链与产业链融合不足。部分新材料产业集群依托资源

和市场发展起来，缺少强大的科研机构和研发实力作

为支撑，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3）产业集群尚未形成上下游联动发展的产业生

态。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众多，分布广泛，发展水平

和质量存在较大差异。除东部沿海少数新材料产业集

群拥有较为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形成了产业链上

中下游高度协同、共生发展的生态环境外，大部分新

材料产业集群的产业链链条短，上下游衔接不紧密。

部分集群缺乏具有引领辐射作用的龙头企业，只是新

材料及其相关企业地理空间上的横向集聚。集群内企

业联系松散，信息沟通不畅，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协同

程度不高，上下游合作联系较少。部分集群龙头企业

带动性不强，产业链整合能力较弱，无法起到引领和

带动中小新材料企业发展的作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格局尚未形成。部分集群主导新材料产业和其他相

关产业关联度低，新材料产业链存在缺失环节，上游

资源供给不足，下游应用市场支撑不够，制约了新材

料产业集群的发展。

（4）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未完全释放。我国大

多数新材料产业集群还处于数量扩张阶段。随着产业

集群的发展，新材料及其关联企业的空间集中产生集

聚效应，提升企业效率，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群规模扩

张。与此同时，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也会产生拥挤效

应，带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涨，对新材料企

业生产活动形成挤出。此外，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还

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供贸易信贷等机制降低企业

投资或生产门槛，产生低门槛效应[10]，鼓励更多中小

企业加入。集群内新材料企业竞争加剧，催生低质低

价竞争，导致新材料产业集群价值链低端锁定，危害

新材料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拥挤效应和低门槛效应

的存在导致处于扩张阶段的新材料产业集群无法完全

享受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

4 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建议

（1）加强顶层规划设计，科学引导新材料产业集

群建设。科学做好新材料产业集群规划布局，推动新

材料产业集群建设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相协调，鼓励各地结合自身

实际，推进特色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发展。依托京津

冀地区、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选择发展

基础好、市场潜力大的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建设世界级

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强我国新材料产业全球竞争力。

依托现有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创新型产业集群”等支持计划，完善新材料产

业集群培育推进体系。考虑我国各地新材料产业集

群发展周期、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细化地区新材

料产业集群的阶段性目标，加强对集群培育的质量评

估与动态监管。发挥浙江、广东、江西等地区“链长

制”作用，统筹协调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工作。

（2）引进高端创新资源，着力提升集群自主创新

能级。大力推动国家级新材料科研机构与产业集群开

展深入合作，着力破解科技产业“两张皮”的顽疾，

以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深入实践助力新材料领域实

现科技自立自强。聚焦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创新需求

和未来发展方向，在集群内部联合建设一流的新材料

产业技术研发机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顶尖科

学家的创新能力与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在空间上无缝

衔接，支撑集群开展产业链原始创新、源头创新，打

通制约集群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环节，抢占新材料产

业未来发展制高点。

（3）强化集群内部互动，大力营造共生发展的产

业生态。加强产业集群促进机构建设，完善产业集群

公共服务体系，促进集群内要素和信息的交流共享，

建立集群成员横向和纵向密切合作的协同网络。强化

新材料产业与集群内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鼓励以下

游应用为牵引，打造更加具有全局性、更安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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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和供应链。做好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龙头企

业培育，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与龙头企业加强合作，

建立稳定的产供销协作配套关系，推动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加快

引进和培育科技含量高、配套能力强的关联性企业，

延伸完善新材料产业链条，壮大新材料产业集群规

模。

（4）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持续增强产业集群国际

竞争力。立足“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发挥我国经

济规模体量优势和市场优势，围绕新材料产业集群产

业链关键环节，集聚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技术、资本

等要素资源，提升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创新水平和

生产效率。支持新材料产业集群内的优势企业“走出

去”，鼓励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深度融入全

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增强新材料产业话语权。鼓

励集群内企业开展海外并购，获取国外优势技术、品

牌、市场渠道等战略性资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新材料企业。加强具有生态主导力、国际市场话语权

的新材料产业链领航企业培育，围绕领航企业开展产

业链上下游兼并重组、资本运作或战略合作，提升新

材料产业链国际竞争力。支持集群内企业通过战略合

作或重组形成一批国际一流新材料企业，增强企业盈

利能力，提升产业链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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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y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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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y is a basic and strategic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well as the key area of global competition 
in technology industry. Under the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propelling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y has become a 
key to raise the level of the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y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y 
cluster in China,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ial cluster, and compared the gap between the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y cluster in China and the world-clas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luster. In addition,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accelera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advanced material industry cluster in Chin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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