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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的化学纤维新材料的发展水平整体

处在中低端行列，与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的纤
维新材料的研发水平还有较大差距，随着发达国家不断
投入人力和物力来占领纤维新材料的市场，已经达到了
垄断的地步，但我国在化学新材料的少数领域有了突破
性进展。中国自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当今
国家之间的贸易都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开展，近
年来一些占领先进科学技术高地的发达国家利用专利等
手段来限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贸易摩擦频频出
现，我国化学纤维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新技术需要迎头
赶上，逐渐突破技术壁垒，将核心的技术掌握在自己的
手里，在以后的国际贸易中有更多的话语权，突破发达
国家单边贸易制裁手段的限制，提高核心竞争力。化学
纤维新材料是国家战略性材料，是纺织行业的重要基石，
对纺织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工业的全方
位提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将促进可持续发展，是
全球竞相发展的重点 [1]。

本文从多个方面介绍了化学纤维新材料的发展趋
势、研究热点和需要重要突破的地方。近年来高校和企
业申请了许多关于化学纤维新材料的专利，本文将从专
利申请的化学纤维新材料的种类、申请数量、专利关注
点等化学纤维新材料专利进行分析。找出适合我国化学
纤维新材料企业的发展道路，提升我国纺织行业的竞争
力，加快落实“纺织兴国”战略，为我国的工业全方位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 [2]。

2 纤维材料技术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充分肯定先进化学、生物、纳

米等纤维材料的重要作用，制定了相应的国家战略和全
面的研究发展计划和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德国纺织战
略 Future TEX 对纺织行业的项目模块有着明确的划分，
对研究方向有着清晰的描述，对需要达到的目标有着明
确的规划 [3]。Future TEX 计划有三大目标，其中之一是
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行循环经济，所以重点研究可再生
纤维材料；另一项是以客户为中心的柔性价值链，简而
言之就是纤维产业制造以顾客为中心、以顾客的需求为
导向；最后一项目标是研发未来的新型纺织材料，以智

能纤维为主体，同时包括电子医疗设备中的纺织材料，
创新性复合材料等。Future TEX 还在探索数字化制造过
程和新的商业模式。法国也建设了类似于德国的技术创
新基地 Up-tex, 这个创新基地的主要作用也和德国的相
同——推进纤维产业的技术创新。法国是世界上著名的
时尚之都，服饰纺织行业是支柱产业，将其定位为“未
来产业”。Up-tex 是法国北方的纺织服饰竞争中心，主
要研究纤维产业的新技术，发展新机能，推进纤维产业
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重点落脚在智能纤维方面，智
能纤维是各个国家的研究热点。

Up-tex 的研究领域很广泛，多功能服饰、农业纤维
开发、生物基纤维等多个方面。新工业用途和消费者不
再青睐织造布和复合纤维材料 [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纺织用品的材料和相应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研究时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创新。高效医
护纳米先进材料、高性能可循环利用材料、安全防护纤
维材料符合现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是纤维新材料
发展的重要课题。欧盟推出了 Horiz-ion 2020 计划，这
个计划重新设计了整体研发框架，创造了良好的科研环
境，最大程度的帮助科研人员实现自己的科研构想，减
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程序，更利于科研人员有新的突破和
源源不断的创新。

日本致力于开发“超级纤维”相关的新产品，这些
新产品丰富了纤维产品的功能，使纤维产品可以运用到
更多的场合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能源产业用新型原料
和可循环利用的环保材料，微生物控制的医学用品，保
暖及其他性能的运动服等。其二是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
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健康意识的提高，对纺织产品的
功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三是对市场的快速反映，市场需
求反馈到企业，企业快速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四
是加强与东亚地区的合作。在这四个发展方向的引导下
日本建立了纤维材料整个产业链的研发机构，积极研发
纤维新材料和功能纤维、智能纤维等，将研发的产品快
速投放到市场，收集市场反馈，对研发的产品改良。纺
织企业和产品公司积极合作，使整个纤维材料产业链更
加高效的运行，使其在纤维产业的各个领域快速占领制
高点。日本的许多人造纤维企业，正在积极研发化学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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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材料，试图利用纺织技术中高聚合化学品进入化学
领域，赋予纤维材料更多的可能性和功能，保持日本在
纺织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先进纤维材料领域我国与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差
距，需要迎头赶上，尽早改善被国外纺织企业“卡脖子”
的局面，为此我国制定了相关的规划和战略期望在先
进纤维材料领域有重大的突破。《纺织工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指出，需要推进纺织智能制造，数字
化制造，加快绿色发展进程，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化纤工业
“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的发展原则遵循创新驱动，
升级发展。大力发展高性能纤维，推进化纤生产智能化；
控制总量，平衡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聚集；
绿色制造，持续发展，大力发展生物基化学纤维，积极
推广绿色纤维产品；开放合作，共同发展，推进化纤工
业国际化。

3 化学纤维专利分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国内化学纤

维相关专利很少，基本都是国外的企业或者科研机构申
请的。美国杜邦公司、日本帝人公司等包含化学纤维新
材料相关业务的公司，在国际上布局专利体系，将自己
的研发成果用专利的方式保护起来。与此同时，在中国
也布局了专利体系，专利体系包括生物基纤维、高性能
与产业型纤维、智能纤维等多个方面，这一做法，非常
不利于中国本土化学纤维新材料相关企业的发展，甚至
成为纤维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头号难题，被国外纤维相关
企业遏制了发展步伐，影响了我国“纺织强国”战略的
推进。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有限，对专利的认
识不够深刻，也没有相关的专利代理公司。在化学纤维
新材料领域专利信息的深度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并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的
化学纤维新材料产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专利意
识的淡泊可能面对很大的困境，关键技术和设备不能自
主研发，需要进口，外国公司也已经对相关专利进行了
全面的布局，留给我国企业的发展空间很小，阻碍了我
国化学纤维新材料领域的发展与突破，我国的相关企业
申请的化学纤维新材料方面的专利数量很少，在国外申
请的专利更是少之又少。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二十一世纪我国逐
渐成为制造业大国，化学纤维的制造重心也逐渐有发达
国家转入我国。我国化学纤维专利申请量呈现出逐年增
加的趋势，纤维产业在我国快速发展，2010 年中国的专
利申请量第一次超过了国外。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化
学纤维等相关专利的申请量中，高校的专利申请量占了
大部分，高校是化学纤维新材料创新的主要贡献者。在
化学纤维专利申请量中东华大学处在领先地位，东华大
学之前的校名为中国纺织大学，纺织类专业是学校的特
色专业。东华大学化学纤维专利申请量是第二名天津工
业大学的五倍左右。拥有纤维业务的企业也申请了一部

分化学纤维方面的专利，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化学纤维专利申请量是中国企业中最多的，其次是江苏
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应加强校企合作，尽快把高校
的专利转化为产品，丰富化学纤维产品的功能。美国的
杜邦公司、日本的东丽公司也申请了较多化学纤维方面
的专利，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取得在化学纤维方面的新
突破和创新。下表是，中国化学纤维专利申请量的前十
名：

序号 申请人 申请量 /件

1 东华大学 1062

2 天津工业大学 213

3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95

4 青岛大学 185

5 纳幕尔杜邦公司 179

6 北京化工大学 168

7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66

8 江南大学 151

9 浙江理工大学 148

10 东丽纤维研究所（中国）有限公司 147

进一步分析中国化学纤维专利申请都集中在高性能
纤维，来满足人们对纤维丰富功能的追求；可持续发展
的观念深入人心，循环再利用纤维的专利申请量也越来
越多；工业生产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智能纤维的专利
申请量也有所增加。

4 总结
我国的化学纤维新材料在过去的二十年高速发展，

在聚酯纤维等领域专利申请量已经处于领先位置，在其
他品种纤维的专利申请量也逐步增加，功能纤维是我国
专利申请的热点。化学纤维新材料也朝着高性能、可持
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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