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编制工作介绍

中汽数据  汽车材料研究室

2021年10月



2

01 《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编制背景

02 《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编制介绍

03 《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合作方式



《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编制背景1



n “十四五”期间，国家将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汽车工业作为新材料应用终端具有引导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1.1 发展新材料产业是时代趋势

• 推动高端稀土功能材料、高品质特殊钢材、高性能合金、高温合金、高纯稀有金属材料、
高性能陶瓷、电子玻璃等先进金属和无机非金属材料取得突破。

• 加强碳纤维、芳纶等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生物基和生物医用材料研发应用
• 加快茂金属聚乙烯等高性能树脂和集成电路用光刻胶等电子高纯材料关键技术突破

l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草案）》对新材料产业做出明确的指导

l 工信部、银保监会两部门持续开展“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
点”工作，推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编制工作，推动我
国新材料产业进步

l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
的关键领域，我们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l 国家发改委正在加快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制定

• 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抓紧编制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研究制定电力、钢铁、有
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建筑、交通等行业和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积极谋划绿色低
碳科技攻关、碳汇能力巩固提升等保障方案，进一步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
线图、施工图。

02

03

04

01



n 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支柱，在新三化背景下汽车属性需求呈现多元化，新材料技术亟需随之变革

1.2 多元化发展的汽车产业将带动新材料产业变革

高性能钢、高性能铝合金、高性
能镁合金、零碳金属等节能 低碳 环保

安全 智能 ......

汽车属性要求

l轻量化材料

l低碳材料

l回收利用材料

l再生材料

l低VOCs材料

l抗菌材料

l电池材料

l高性能材料

l智能表面材料

l芯片材料

汽车新材料发展变革
高性能塑料、生物材料、3D打印
材料、半导体材料、发光材料等

碳纤/玻纤/生物纤维复合材料等

金
属

非
金
属

复
合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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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供应商开发的产品和实际的工程应
用不匹配

同等类型产品供应企业数量有限，不
能确保供应稳定，也缺乏议价空间

高端材料的性能优良但是价格难以承
受，部分产品存在卡脖子问题，急需
国产化替代方案

整车厂对与材料企业中间还有数层供应
商，材料技术信息存在传输壁垒，不清
楚上游环节用材方式的问题突出

汽车产业
面临选材
用材问题

材料产业
面临开发
方向问题

材料企业对整车企业需求信息不明确，
开发出的新产品难以推向市场

材料企业产品性能均有优势但缺乏推广
渠道，整车企业对国产化材料信心不足

材料企业缺乏对整车材料开发全流程
的深入了解，难以开展产品突破

材料企业只在产品层面做文章，难以了解
行业大势，产品研发缺乏导向，后劲不足

开展《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编写工作，汇聚企业力量，明晰行业协同发力点，提升行业选材用材水平。

1.3 《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产业协同发力点仍需明晰
n 汽车材料的应用存在大量行业、产业层面问题，需要系统剖析，协同发力，共克难关



1.4 自上而下发起蓝皮书编写工作
n 由工信部原材料司指导、周廉院士顾问的中国汽车材料首本蓝皮书启动编制工作

高规格——邀请两院院士、资深材料专家为蓝皮书编制做技术指导

全覆盖——中国主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和材料企业专家深度参与蓝皮书内容撰写

中
国
汽
车
新
材
料
产

业
发
展
蓝
皮
书

p 在工信部原材料司、整车企业
代表、行业机构、出版社等各
方支持下开展下《中国汽车新
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编制工
作

p 深入解读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
现状，系统剖析金属、复合材
料等6大材料产业发展前景，
助力中国汽车材料产业转型升
级

周廉院士作序



《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编制介绍2



产业环境
01

材料消耗
02

材料技术
03

未来趋势
04

政策战略/卡脖子/供应链

乘用车/商用车材料消耗

材料技术应用及成效

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

2.1 主要撰写内容
n分析汽车材料产业现状，剖析行业问题，探讨行业发展方向

重点梳
理内容

Ø 对比国内外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差异；梳理与汽车材料相关的政策产业背景；核算中国汽车市场规模；深挖中
国汽车材料重难点及卡脖子产品/技术。

Ø 梳理乘用车/商用车的材料平均应用量，分析推算行业材料消耗总量；结合已知各材料碳排放因子，开展汽
车材料行业碳排放核算及预测。

Ø 聚焦材料技术与应用效果，通过整合各单位优秀案例，对中国汽车5大类重点材料的发展现状及重点发展方
向进行系统性梳理，提出远景规划，同时推出优秀案例供全行业参考。

Ø 梳理新三化及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带来的汽车材料应用新场景与新机遇。



2.2 编委会组织架构

高规格——邀请两院院士、资深材料专家为蓝皮书编制做技术指导

全覆盖——中国主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和材料企业专家深度参与蓝皮书内容撰写

Ø 负责车型应用材料现状及规划分
析

Ø 配合车企开展车型应用材料现
状及趋势分析

Ø 负责汽车前沿新材料发展趋势
分析

Ø 负责国家、产业等宏观层面现状及
趋势分析

指导委员会

编委会

汽车企业 材料企业 高校学者 行业机构

秘书处

钢铁/轻质合金
材料小组

塑料及橡胶小
组 复合材料小组 动力电池小组

产业/政策小组

中汽数据



2.3 编撰小组成员单位

金属材料小组 塑料及橡胶小组 复合材料小组 电池材料小组

...... ...... ......

24家头部企业，45位专家 20家头部企业，42位专家 13家头部企业，20位专家 院士秘书处团队



2.4 预期成果

Ø 汽车材料行业标准制定

•《道路车辆零部件和材料可再利用性
和可回收利用性通用判定指南》

•《碳纤维树脂复合材料动力电池包箱
体通用技术规范》

• 金属方向行业标准《XXX》
• 塑料方向行业标准《XXX》
•  .......

Ø 汽车材料行业高水平论文

• 《低成本汽车用钢的开发及
应用》

•《车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
发展分析》

• ......

Ø TOP用材车型/产品/企业设计方法研究

• TOP供应企业

• TOP材料产品

• TOP开发应用案例

• TOP用材车型

Ø 重难点技术清单梳理

n通过标准、方案、论文、技术清单等多种形式展现中国汽车新材料梳理工作成果

• 卡脖子技术清单

• 低碳材料产品清单

• 低气味产品技术开发清单

• 回收材料技术清单

• ......



2.5 宣传与推广——宣传方式

出版发行仪式 媒体宣讲材话大咖 TOP企业团队/产
品/应用案例宣传1 2 3 4

•联合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
专家咨询委员会，开展材
话大咖讲座活动

•以蓝皮书内容作为主要宣
讲对象，开展蓝皮书宣传
推广工作

•联合出版社、科技文献中
心、高校图书馆、网络平
台等共同发起出版发行仪
式

•面向主机厂及材料企业开
展书籍宣讲地推工作

•面向知名媒体开展宣讲活
动，通过媒体口径展现中
国汽车材料产业发展历程，
突出中国汽车材料工作的
伟大进步，彰显民族品牌
的强大内核。

•综合企业自荐与行业反馈，
对优秀的企业案例、产品
进行宣传推广

•基于编委会的优秀团队与
专家，组建汽车新材料产
业咨询委员会

n多角度、高频次发声，引领行业讨论热点



2.5 宣传与推广——优秀产品/案例宣传

科普软文

视频宣传

官方排名软文 官方技术软文

技术领先
验证报告

标杆展示验证报告

专场宣传会议



《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推进情况3



3.1 推进规划
n 依据重点工作的时间进度安排，推进《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发展蓝皮书》编制工作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2021年 2022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

组织撰写

编委会成立

内容讨论及撰写

内容评审及修改

终版评审

排版设计

内容发布 对外发布

7月成立《中国汽车新材料产业蓝皮书》编委会（持续推进）

2月底完成校核及评审

2022材料
论坛 半年出版

发行

11月底完成初稿修改

10月底-11月初完成初稿

3月底完成排版

编制大纲研讨



3.2 研讨会议

线下
会议

线上
会议

企业稿件解读

编制大纲研讨（后文）

钢铁/轻质合
金小组

（北汽牵头）

院士指导

塑料/橡胶小
组

（东风牵头）

复合材料小组
（长安牵头）

电池材料小组
（材料委牵头）



5大类重点材料

Ø 52条核心产业技术分析 Ø 29条核心产业技术分析 Ø 28条核心产业技术分析

3.4 编制大纲



5大类重点材料

Ø 26条核心产业技术分析 Ø 20条核心产业技术分析

3.4 编制大纲

编制工作持续开展中，欢迎行业专家积极参与到书籍编制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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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云洋
电话：18694274830
邮箱：yunyang@catarc.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