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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新材料发展呈现三级

梯队竞争格局，我国处于第二梯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

长、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

员会主任干勇在 5月 19日举行的 2025
年北京新材料大会上表示，随着产业

转型升级，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进入

关键窗口期，要加大研发投入，构建

“AI（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体系，

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科技创新模式

转变，迈入全球新材料第一梯队，建设

材料强国。

创新体系逐步完善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新材料产业

发展指南》，新材料主要包括先进基础

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新材料三大

类。先进基础材料包括高性能金属、

特种塑料与橡胶、陶瓷、玻璃等；关键

战略材料包括稀土功能材料、先进半

导体材料、新型能源材料及新型显示

材料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

要原材料；前沿新材料包括用于高端

医疗器械的纳米材料、石墨烯材料等。

“新材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

基础，是高新技术和高精尖产业发展

的先导。”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科技

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谢建新说。

我国高度重视新材料产业的发

展，先后出台《“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家新材料生产应

用示范平台建设方案》《“十四五”原材

料工业发展规划》《标准提升引领原材

料工业优化升级行动方案（2025-2027
年）》等，旨在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

发展。

同时，我国材料创新体系逐步完

善。截至目前，我国拥有国家级材料

科技创新平台近 200 个，其中建有 70
余个材料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在

建设材料国家实验室；各部委建设百

余个国家材料技术（工程）创新中心及

重大平台，推动我国新材料产业自主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我国自主开发的半导体照明材

料、光伏材料、非线性激光晶体、分离

膜材料、非晶合金等新材料技术已达

到或接近国际水平，部分处于国际领

先。”干勇表示，关键新材料的不断突

破，为我国航空航天、能源交通、工程

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治理等领域国

家重大工程的实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

物质基础和保障。比如高性能钢材

料、轻合金材料、工程塑料等产品结构

持续优化，有力支撑和促进高铁、载人

航天、海洋工程、能源装备等国家重大

工程建设及轨道交通、海洋工程装备

等产业“走出去”。

市场需求旺盛

随着新型工业化的加速推进，我

国新材料产业面临重大机遇，新材料

市场需求旺盛。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大背景下，新材料和新物质结

构不断涌现，新材料科技创新保持高

度活跃，材料科技创新呈现需求牵引

和交叉学科驱动的态势。”干勇说，传

统硅基半导体材料已难以满足未来社

会对智能化和高效能的需求，信息功

能材料的不断创新是先进计算、人工

智能、新一代通信及网络、物联网、柔

性显示、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新技术

发展的关键，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可推

动器件、系统、整机的功能和性能发生

质的飞跃和革命性变化。

干勇举例说，在运载工具领域，预

计到 2030 年，我国大客机将达到数千

架，航空发动机用量将达 3万台，修换

件会加大，对高温合金的需求量达到

7 万余吨；高速列车基础零部件用轴

承钢、齿轮钢、模具钢的年需求量分别

为 300万吨、200万吨和 50万吨。在能

源动力领域，预计到 2030 年，我国需

建设上千台 600℃、700℃超超临界火

电机组，需耐热钢和耐热合金数千万

吨；海洋资源勘探、开采、储运及基础

设施建设对钢及耐腐合金需求量达到

60 万吨。在生命健康领域，预计到

2035年，用于胃肠道疾病、皮肤疾病常

用药物的填料，矿物纳米材料的需求

量将达到 30万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材料

工业研究所张海亮表示，人形机器人

的发展，对轻量化材料、驱动材料和感

知材料等新材料的需求巨大。

在巨大的需求驱动下，我国新材

料产业加速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4 年 1-11 月，我国新

材料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0%以上，

连续 1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预计 2025
年新材料产业总产值将达到 10 万亿

元规模。

探索“AI+新材料”融合方式

“伴随着AI、机器学习等新技术的

发展，AI 正改变着新材料研发和制备

方式。”干勇表示。

“数字化和 AI 技术迅速发展成为

材料领域前沿、共性关键技术，为从根

本上解决新材料研发效率低、成本高

的瓶颈问题提供了崭新途径。”谢建新

介绍说，应用 AI 技术能够对海量数据

进行挖掘，从中提取、总结出材料“成

分—结构/组织—工艺—性能”内禀关

系或科学机理，实现新材料发现和材料

成分设计、工艺优化、性能/质量提升，加

速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和应用。

比如，小米汽车身上的“泰坦合

金”，实现从实验室到量产车的智能跃

迁；中国钢研 6 个月内设计开发出世

界上强度最高（800MPa 级别）的高性

能抗氢厚板材料；中石化以 AI 赋能的

分子筛催化绿色氧化工艺开发推动传

统研发模式的变革，助力新型催化工

艺自主化；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引入

AI 分子表示学习模型，设计出不含贵

重金属的新一代OLED发光材料……

如何进一步加快 AI 技术和新材

料的融合发展？干勇说，要加快建立

中国特色“AI+新材料”创新体系。

“‘AI+新材料’的基石在于高质量

数据集。”中国钢研数字化研发中心首

席科学家苏航表示，高质量材料数据

集的特征是同源性、分散性、规模性、

可信性、完备性，“为此，要通过高通量

计算、高通量实验、区块链数据发现等

手段，分别构建可信计算数据集、可信

实验数据集、可信应用数据集，才可能

形成大量细分领域的完备数据集，支

撑垂直领域新材料 AI 与多智能体群

建设，支持材料科学AI化发展。”

“数据、算法、算力是 AI 三大要

素，数据是AI的重要基础。”谢建新表

示，要构建关键材料全覆盖、研发—生

产—应用全融通的数据资源体系，让

数据资源丰富、可靠、好用；要创新材

料数据产权和共享机制，构筑高效可

持续流通交易生态，让数据畅通共享、

数据市场繁荣；要不断研发和供给材

料数据产品，推动新材料数字化智能

化发展，让数据创新价值、赋能发展，

推动“AI+新材料”创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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