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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产业链，进军新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助力——

新材料产业向“新”而行
本报记者 赵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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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是最新科技成果的物质化基
础，是催生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
术、智能制造技术、新一代生物技术等战略
性新兴领域的先导，具有先进性、支撑性、多
样性、广泛性等特征，其研发水平及产业化
规模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
技进步和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

当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也正
处于战略转型期，面临着高质量发展、开
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环境承载能力等
任务，这为中国新材料大发展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也对中国新材料大发展提出
了更高要求。

然而，从实践看，中国新材料产业发
展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主要有：引领发
展能力不足，难以抢占战略制高点；支撑
保障能力较弱，现实短板问题突出，潜在
短板风险日益显现；产业升级换代压力巨

大，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资源保护和利
用能力不强，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中国新材料产
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根据工信
部数据，目前已公示的4762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中，从事与新材料相关业务的企
业接近1000家，以材料为特色的单项冠军企
业有14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成为新
材料创新的主要力量之一，既推动新材料产
品快速投入市场应用，又弥补了产业链供应
链关键环节的部分断点、堵点。

与传统企业相比，新材料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具有以下优势：更贴近应用场
景，市场反应更灵敏，更容易建构以需求
为导向的研发和生产管理机制；具有较强
的创新活力，对探索新模式、新业态有更
强烈的意愿；更适合组织多品种、小批量
实验和生产，产线和产品灵活调节能力
强，促使材料升级迭代加快；更能发挥精
耕细作的工匠精神，从而在国内细分行业
中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然而，由于新材料具有研发周期长、

技术密集度高、投入风险大等特点，当前
国内新材料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也面临着一
些问题。一是与大型企业相比，专精特新
企业在资本、人才等方面存在一定劣势；
二是承接国家重大任务的能力较为逊色，
很难在重大任务中发挥“挑大梁”的作
用，更多的是扮演“配角”；三是由于自身
体量不大，且多为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
较弱。

让“小巨人”们担当更重要的角色，需
要各方共同努力。比如，应健全完善政府

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和社会化公益服务
相结合的服务体系，形成有利于新材料专
精特新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在投融资、
上市、特殊行业准入等方面落实企业平等
化。此外，可以工业园区等为载体，引导
专精特新企业形成新材料产业集群，通过
产业集群改变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
发展合力。同时，鼓励专精特新企业与大
型龙头企业在产业链创新中形成融通发展
机制，构建各具特色又有综合竞争力的新
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格局。

（作者为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
委员会主任）

让“小巨人”助力新材料产业腾飞
干 勇

“小巨人”们艰难起步

走进千家万户的太阳能热水器，道路边随处可
见的太阳能路灯……光伏产品因其发电具有零污
染、零排放、寿命长等优点，愈来愈受到重视，也
愈来愈被人们熟知。

等静压石墨，正是光伏、半导体等产品生产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高端材料，是光伏产业链上的重要一
环。可以说，中国等静压石墨供给的多少、质量的好坏
直接决定着国内光伏产品产能大小及寿命长短。

那么中国等静压石墨的供给情况究竟如何呢？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采访了成都炭素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炭素”），这是一家专门生产
等静压石墨等先进碳材料的企业。走进成都炭素，
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机器，进行着压形、烧制、浸
渍，一切都有条不紊。

谈起企业成立之初，成都炭素总经理李虓感
慨：“当时，国内生产的等静压石墨质量参差不齐且
生产率低，与来自日本、德国的进口产品相比，在
质量和价格上都没有优势，不仅增加国产光伏产品
的生产成本，也让中国光伏产业面临‘卡脖子’的
风险。”

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的李虓，选择扎根西南，
放弃了一份在外人眼里体面稳定的工作，去成都炭
素成为一名基础研发人员。提起当年做的这个决
定，李虓笑着说：“我博士研究方向与此吻合，做一
名研发人员正好符合我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实业报
国’的心愿。”

但等静压石墨的研发谈何容易！等静压石墨生
产周期较长——大概在6个半月至7个月，生产过程
较复杂——有几十道工艺控制点，通过创新以提质
增量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投入。但初出茅庐的李虓并
不胆怯，和其他研发人员一道，“立志做一根‘杠
杆’，去撬动我国整个等静压石墨市场”，在大部分
人并不知晓的领域坐着“冷板凳”，进行着日复一日
的试验……

相似的故事，也在江苏扬农锦湖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扬农锦湖”）成立之初发生。

扬农锦湖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以环氧树脂为主
营业务。作为一种新材料，环氧树脂可以说是“十
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仅能作为黏接剂，应用在土
木建筑中，为建筑牢固性保驾护航，也因其特殊的
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成为用于风力发电的风车叶
片、高尔夫球杆等的原材料。国外生产厂家由于起
步早，形成先发的资金、技术优势，占据了国际市
场的绝大部分份额。

而成立于2008年的扬农锦湖，起步阶段还面临
着国内同行激烈的竞争。“当时国内相关企业大多
数唯产量为王，市场充斥着大量同质化产品。”扬
农锦湖技术总监杨颖向本报记者回忆道，“与其他
企业相比，我们没有技术优势，企业也长期处于亏
损状态。”

痛定思痛后，扬农锦湖成立了环氧树脂新材料
研发中心，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

站稳脚跟，形成优势

企业刚成立没几年，成都炭素就收到了研发成
功带来的回报。“那时，日本产的直径为500mm的等
静压石墨产品在国内要卖到25万元/吨。我们成功研
制出直径为600mm规格产品，直接把国外企业同规
格产品从25万元/吨降到15万元/吨，打破了国外产
品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李虓向本报记者讲述时，
难掩自豪。

不仅满足于做“追赶者”，更要做“领跑者”。

由于光伏产业发展日新月异，光伏产品性能的不断
提升对等静压石墨规格、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倒逼着等静压石墨生产企业不断研发创新。成
都碳素也面临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情形：
如果率先研发出大规格产品，毫无疑问会在等静压
石墨市场中成功实现“弯道超车”，反之则将被市场
无情淘汰。

成都炭素笑到了最后。李虓介绍，2011 年，成
都炭素生产出直径为930mm规格产品；2019年，生
产出直径为 1450mm 规格产品。如今，成都炭素生
产出的等静压石墨方形最大尺寸已达到 2100mm！
据了解，成都炭素自主研发生产的等静压石墨质量
好、规模大，不仅成为国内光伏企业的重要供货
商，产品还远销欧美。

在成都炭素业务蒸蒸日上的同时，扬农锦湖的创
新之树也结下了成熟的果实。

“副反应是环氧树脂生产中最大的敌人。”杨颖介
绍道，“环氧树脂的生产过程中有溶解、醚化、闭环
反应等多道工序，不可避免地发生副反应，副反应会
导致环氧树脂中的高分子含量增多，进而影响环氧树
脂的性能。如果在任何一道生产工序中没有控制好副
反应，其他工序中所作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而在闭环反应中，势必会产生高盐废水。高盐废
水中含有大量有机物，不仅会诱发副反应，若肆意排
放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何控制高盐废水中的
有机物？如何有效回收高盐废水以保护环境？这是摆
在所有中国环氧树脂从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相较于在传统的生产工艺蒸发法中小修小补，扬
农锦湖选择“不破不立”。“2012年开始，我们开发
出了一套全新的物理、化学组合工艺，可有效降解高
盐废水中的有机物，既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耗材、又提
高了产品性能，处理后的盐水还可以继续用于环氧树
脂的生产，成功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
合。”杨颖说。

技术创新，正是扬农锦湖形成优势、扭亏为盈的
“催化剂”，也是扬农锦湖雄心勃勃地向下一个目标进
军的底气所在。

坚持创新，拓展领域

在记者和李虓的交谈过程中，“自豪”成了高频
词汇。这不是没有理由：如今的成都炭素，早已深度
融入中国光伏产业链。“我们的产品在国内光伏产业
链中补上了一个关键短板，确保国内光伏产业在这一
环节不再受制于人。”李虓说。

“如今的中国光伏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生
产环节均已实现国产化，放眼全球，我国产业链的完
备程度、产品配套程度、成本竞争优势都是独一无二
的，我们从业者十分自豪。”李虓告诉记者。

化自豪为动力，成都炭素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
绩，在稳住光伏产业基本盘的情况下，着眼布局新领
域，瞄准了核电领域这座富矿。“目前中国第四代高
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在蓬勃发展，特殊型号的等静压石
墨由于隔热和屏蔽辐射性能良好，成为堆芯的绝佳原
材料之一，这一技术必须要牢牢掌握在中国企业手
中。”李虓介绍道，“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
挑战。”

扬农锦湖也在加大研发投入、引进科研人才，以
期在新的领域“厚积薄发”。杨颖介绍，目前扬农锦
湖正在研制特种环氧树脂及固化剂，开发在航空航
天、军工等高端应用领域特种复合材料、涂料及黏合
剂等方面的产品或应用。并加快企业在环境友好型涂
料、5G材料、黏合剂、3D基材、光刻胶等领域的应
用研究与产业化步伐。

此外，扬农锦湖在绿色生产上发力，减少生产过
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推动国内环氧树脂产业向高端
化、绿色化发展，是我们的目标。”杨颖表示。

新材料是指新出现的具有优异性能和特
殊功能的材料，或是产生新功能的传统材料。

提起新材料，部分读者可能会感到陌
生。事实上，新材料既是制造业取得关键突
破的基础，也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小到数
码产品性能的提升，大到空间站飞天、核电
站运转、航母下水，都离不开新材料的发明

和应用。
在新材料生产领域，有一批专精特新企

业。或许对老百姓来说，这些企业的名字不是
那么响亮，但在所从事的新材料领域，这些企
业耕耘多年，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也成为产业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将镜头
聚焦于这样一群“小巨人”们。

山西太钢集团研制的0.02毫米厚“手撕钢”。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观众在2021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及装备展览会上了解高温气冷堆模型。 唐 克摄（人民图片）

安徽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
超薄玻璃。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成都碳素生产的石墨产品。
成都碳素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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