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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日益严峻，各国纷纷提出了

应对挑战的目标和措施。2020 年 9 月，中国提出了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展示了中国为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新努力和新贡献。实现双碳目

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大机遇。

化工新材料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也是

制造强国及国防工业发展的关键保障，对碳达峰背景

下的化工新材料发展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高

度重视化工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新

材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相关部门连续发布了一系列

产业政策，聚集多种要素资源，大力推动我国新材料

产业快速发展。但是，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

国化工新材料产业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也面临不

少困难和挑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强、

应用推广不广泛、标准体系不完善等。

1 我国化工新材料发展现状及问题

1.1 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化工新材料是指具有优异性能或特殊功能的新型

化工材料，是化学工业中较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领

域，代表着未来化学工业的发展方向，为新材料产业

未来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从化工新材料总体产量来看，2016-2022 年，中

国化工新材料产量规模逐年增长，据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联合会化工新材料专委会数据，2022 年，我国化

工新材料产能超过 4500 万吨，产量超过 3100 万吨。

从化工新材料消费量来看，2016-2021 年中国化

工新材料消费量逐年上升，增幅呈现波动变化趋势，

2021 年，中国化工新材料消费量较上年增长约 10%。

从化工新材料产品整体自给率来看，2016-2022 年，

中国化工新材料自给率不断提升。

1.2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

足。一是上游原料依赖进口，价格和供应不稳定，增

加了生产和应用的风险。二是测试评价体系不健全，

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不统一，缺乏权威的检测机构，

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信誉。三是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

调，导致了发展不平衡，重点领域和关键产品滞后，

重复建设和低端产品过剩，前沿技术和新兴领域空白。

四是产业环境不佳，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存在污染和排

放问题，环境保护不够，社会认知不够，法律法规不够，

影响了发展可持续性。

2 碳达峰背景下我国化工新材料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2.1 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在碳达峰背景下，我国化工新材料的发展对于促

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节约和替代传统的化工

原料，降低对资源的依赖和消耗；二是降低碳排放强

度，通过减少化工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实现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三是适应碳达峰要求，通过提高

化工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降低化工产品的生命周期成

本和环境影响，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提供有力的支

撑。

2.2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在碳达峰背景下，我国化工新材料的发展对于提

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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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和对策，旨在为化工新材料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本文认为，化工新材料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

重要支撑，也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国民经济质量效益的关键因素。本文指出，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面临着

上游原料短缺、测试评价体系不完善、缺乏统筹规划等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指导、强化技术创新支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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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开发和应用化工新材料，推

动化工行业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增强化工行业的

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的掌握和保障；二是增加高端产

品数量，通过开发和应用化工新材料，提升化工行业

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增加高端产品的数量和比重，

提高化工行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

2.3 提高国民经济质量效益

① GDP 增长。化工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可以有

效地促进化工行业的经济增长，拉动国民经济的总量

增长，提高国民经济的 GDP 水平。根据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的数据，预计到 2025 年，我国化工

新材料产业的销售收入将由 2020 年的 3.5 万亿元增长

到 5.5 万亿元，占化工行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将由 2020

年的 27.5% 增长到 35%，对化工行业的经济增长贡

献率将由 2020 年 35.9% 增长到 50%；②就业机会增

加。化工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可以有效地促进化工

行业的就业增长，增加国民经济的就业机会，提高国

民经济的就业水平。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的数据，2020 年，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实现了从业人

员约 600 万人，同比增长 4.2%，占化工行业从业人

员的比重达到 16.7%，对化工行业的就业增长贡献率

达到 23.5%。预计到 2025 年，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的

从业人员将达到 900 万人，占化工行业从业人员的比

重将达到 25%，对化工行业的就业增长贡献率将达到

35%；③环境质量提高。化工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

可以有效地改善化工行业的环境影响，减少化工行业

的污染和排放，提高国民经济的环境质量。

3 碳达峰背景下化工新材料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3.1 加强顶层设计指导

①完善规划布局，明确发展方向、重点。根据国

家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化工新材料的发展规

划，明确化工新材料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关键技术、

主要产品等，形成化工新材料的发展蓝图，为化工新

材料的发展提供指导和保障。要结合我国的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国际竞争等，优化化工新材料

的产业布局，促进化工新材料的区域协调发展，形成

化工新材料的发展格局，为化工新材料的发展提供支

撑和动力；②建立协调机制，加强部门沟通、协作。

建立化工新材料的发展协调机制，加强相关部门和地

方政府的沟通、协作，形成化工新材料的发展合力，

为化工新材料的发展提供协调和服务。加强与国际组

织和国外机构的交流、合作，推动化工新材料的国际

合作和交流，为化工新材料的发展提供平台和机遇。

3.2 强化技术创新支撑

①加大研发投入，集中攻关核心技术。加大化工

新材料的研发投入，提高化工新材料的研发经费占比，

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化主体参与化工新

材料的研发，形成化工新材料的研发体系，为化工新

材料的发展提供资金和人才保障。集中力量攻关化工

新材料的核心技术，突破化工新材料的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领域技术、制约发展的瓶颈技术等，提高化工新

材料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化工新材料的发展提

供技术和质量保障；②加强成果转化，提高应用推广

效率。加强化工新材料的成果转化，建立化工新材料

的成果转化机制，搭建化工新材料的成果转化平台，

推动化工新材料的成果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工厂到市

场的快速转化，提高化工新材料的产业化水平和市场

化程度，为化工新材料的发展提供应用和市场保障。

加强化工新材料的应用推广，建立化工新材料的应用

推广机制，搭建化工新材料的应用推广平台，推动化

工新材料的应用在高端装备、新能源、节能环保、医

疗健康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提高化工新材料的应用效

益和社会效益。

3.3 健全政策支持体系

①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成本。完善化工新材料的

税收优惠政策，对化工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应用等

环节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或退税，降低化工新材料的

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应用成本等，提高化工新材料

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为化工新材料的发展提供

成本和利润保障；②项目扶持，提升企业实力。完善

化工新材料的项目扶持政策，对化工新材料的重大项

目、示范项目、创新项目等给予适当的资金补贴或贴

息，提升化工新材料的项目实施能力和水平，促进化

工新材料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为化工新

材料的发展提供规模和效率保障；③金融服务，增强

企业信心。完善化工新材料的金融服务政策，对化工

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应用等环节给予适当的信贷支

持或担保支持，提高化工新材料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效

率，解决化工新材料的资金短缺问题，增强化工新材

料的发展信心和动力。

3.4 构建开放共享创新生态

为了促进化工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我们需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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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深度协作、成果转化应用和人才交流培养三大

机制，实现化工新材料的知识、技术、资源、市场、

人才和能力的共享，提高化工新材料的创新效率、质

量、应用效益和人才水平，为化工新材料的发展提供

保障。加快化工新材料的研发和应用，满足国家战略

和市场需求，提升化工新材料产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

性。

4 典型案例分析

4.1 欧盟的绿色化学计划

欧盟是全球化工新材料的重要生产和消费地区，

也是全球碳中和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为了应对气候变

化的挑战，欧盟提出了《欧洲绿色协议》和《欧洲气

候法》，旨在到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和绿色循环经济。

在此背景下，欧盟制定了《绿色化学计划》，作为化

工新材料行业实现碳中和的行动指南。

①提高资源效率和循环利用率。欧盟将推动化工

新材料的设计、生产、使用和回收过程的绿色化，提

高资源效率和循环利用率，减少废弃物和排放。欧盟

将制定化工新材料的循环性评估标准和指标，鼓励使

用可再生和可降解的原料和产品，促进废弃物的分类

收集和回收利用，建立化工新材料的循环经济体系；

②降低碳足迹和能耗。欧盟将推动化工新材料的能源

转型和技术创新，降低碳足迹和能耗，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欧盟将制定化工新材料的碳排放限额和交易

制度，鼓励使用清洁和可再生的能源，促进碳捕集、

利用和封存技术的应用，建立化工新材料的低碳经济

体系；③提升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欧盟将推动化工新

材料的安全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安全性和可持续

性，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欧盟将制定化工新材

料的安全评估和监管标准，鼓励替换和减少有害和危

险的物质和产品，促进绿色和安全的替代技术的开发

和应用，建立化工新材料的安全和可持续体系。

《绿色化学计划》要求欧盟化工新材料行业进行

深度的结构调整和技术转型，承担较大的成本和风险，

克服较多的困难和阻力，实现绿色转型和升级。

4.2 中石化的绿色低碳转型

中石化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化工企业之一，也是

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之一，其产品涵盖石油、

天然气、炼油、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中石化积极响应国家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了绿

色低碳转型的战略和措施，力争在 2025 年前实现碳

达峰，在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①调整能源结构和产品结构。中石化将通过调整

能源结构和产品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

例如，中石化将推广使用清洁和可再生的能源，如天

然气、生物质、太阳能、风能等，替代煤炭等高碳能源，

降低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中石化将推广生产和销

售清洁和低碳的产品，如天然气、乙烯、聚乙烯等，

替代重油、柴油等高碳产品，降低产品生产和使用的

碳排放强度；②提高能源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中石化

将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资源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的

能耗和碳排放。例如，中石化将推广应用节能减排技

术，如余热回收、热电联产、能量管理等，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中石化将推广应

用循环利用技术，如催化剂再生、废水回用、废气回

收等，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③

增加碳汇和碳捕集。中石化将通过增加碳汇和碳捕集，

抵消部分碳排放，提高碳中和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例如，中石化将推广应用碳汇林建设技术，利用林业

碳汇项目，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经营等方式，增加森

林的碳汇能力，抵消部分碳排放。

中石化将借助绿色低碳转型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

入，加快研发和推广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提高产品

的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满足消费者和社会的绿色需

求和期待，成为全球绿色低碳的领导者和示范者。

5 结语

本文以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和要求为出发点，分

析了化工新材料的概念、特征、分类和发展趋势，探

讨了化工新材料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以及化工新材料

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最后以欧盟的绿色化学计划、中

国建材集团的碳减排技术路径和中石化的绿色低碳转

型为典型案例，分析了化工新材料在碳达峰碳中和过

程中的应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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