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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新材

料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

（2009－2011年）的通知 

 
(锡政发〔2009〕134号) 

  各市（县）和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

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无锡市新材料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

计划（2009－2011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七月十三日  

  无锡市新材料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

（2009－2011年） 

  新材料产业是最为活跃的产业领域之一，

也是产业关联度高、经济带动力强、发展速度

快、综合效益好的新兴产业之一，也是我市具

有较强优势和发展潜力的重点产业。按照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应



对金融危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工作

部署，根据国家和省相继出台的产业振兴规划

和《江苏省前沿领域新材料产业规划纲要》，

特制定《无锡市新材料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

划（2009－2011年）》。  

  一、发展现状 

   “十一五”以来，我市紧紧抓住国际新材

料产业转移的有利机遇，依托国家火炬计划新

材料特色产业基地，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逐

步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并

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产业规模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

化。2008年，全市新材料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678.37亿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比重

超过40%，比2005年增长了86.01%，“十一五”

以来年均增长28.67%；实现工业增加值336.54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2005年的12.34%上升为14.98%，新材料产业在

在四大高新技术领域中的比重位列第一。新材

料产业结构在发展中不断优化，高性能新型金

属材料发展迅猛，初具规模，并形成了明显的

特色和优势；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复

合材料、化工新材料等新材料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纳米材料、磁性材料、稀土材料、陶瓷材

料、半导体照明材料等新材料从无到有，逐步

形成产业。 

  （二）特色基地建设加速推进，产业集聚

度不断提高。在发展新材料产业中，紧紧抓住

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化这条主线，

加强特色产业化基地建设。全市先后建立了

“国家863计划江阴沿江新材料产业带”、“国

家863计划锡山新材料成果产业化基地”、“国



家火炬计划宜兴非金属材料产业基地”和“国

家火炬计划惠山特种冶金新材料产业基地”等

特色产业基地。近年来，随着新材料产业的发

展，一批新材料产业集群基本形成，如江阴新

材料基地形成了光电子材料、特种金属材料、

有机高分子复合材料、精细化工材料等新材料

产业群。随着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对其它领域

和产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正在显现。 

  （三）企业逐步成长壮大，市场竞争力日

益增强。我市新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培育

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竞争能力

的骨干企业。目前已有规模以上新材料企业570

多家，其中拥有产值过亿元企业145家，上市企

业21家。在特种金属材料、光通信材料等重点

前沿新材料领域，形成了一批产品具有特色、

知名度高、竞争力强、行业影响力大的新材料

企业，江阴兴澄特钢是全国特钢行业龙头，江

阴法尔胜是国内最大的高性能金属制品和光纤

预制棒生产企业，江苏三木集团是全国最大的

涂料用树脂生产企业。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创

新能力强、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也正在茁壮成

长。如天鸟高新公司的碳纤维复合增强材料、

精密钢管公司的核电设备用U形管、新兴锆业的

高性能储氢材料等产品技术日渐成熟，市场竞

争力日益增强。 

  （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逐步形

成，技术创新成效明显。以大学、科研机构、

企业研发机构为依托的创新平台基本形成，企

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日趋突出，技术创新能力不

断提高。目前，我市新材料领域有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3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家，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20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7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0家，市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33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8家。2008



年，新材料重点企业共计投入研发经费56.48亿

元，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2.8%，承担省级以上

各类科技项目142项，拥有授权专利938件。依

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近年来我市一些核心

关键材料取得了技术突破，培育了一批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在国内行业都处于领先水平的高

新技术产品。 

  虽然我市新材料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仍

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制约瓶颈。一是前沿领域

新材料占我市新材料产业的比重偏低，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规模不大。二是新材料

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产品结构趋同，产业链

需进一步延长和完善。三是产品附加值不高。

高性能、高附加值、高竞争力的产品品种相对

偏少，总体技术水平还不高。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保增长、扩内

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

机，把握机遇，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充分发

挥我市新材料产业的优势，加强对新材料产业

发展的宏观引导，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

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前沿技

术新材料产业，加快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

自主品牌的产品群，加强政策配套支持，推动

产业结构优化，加快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

攀升，不断扩大新材料产业优势，努力实现产

业布局更优，集聚程度更高，企业竞争优势更

强，使无锡成为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新材料产

业基地。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着眼长远发展。既要立足于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解决当前新材料产业发展的突出

问题，保重点骨干企业，促进企业平稳发展；

又要着眼于产业的长远发展，瞄准国际先进水

平，攻克制约新材料产业调整和提升的共性关

键技术，促进产业不断优化，提升竞争力。 

  2．坚持科技创新战略。大力推进技术创

新，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

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完善自主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运行机制。通过技

术和智力引进大力培养新材料领域领军型人

才，加快创新创业，全面提高新材料产业装备

水平，优化工艺结构和产品结构，以强大的创

新推动力促进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3．坚持构筑区域产业优势。以区域创新优

势带动区域竞争优势，突出新材料产业发展重

点，优化区域布局，大力培育高、精、专、技

术水平领先的新材料优势产品群，加快发展产

业处于高端领域、综合竞争力强、市场潜力

大、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产业群，加快向产业链

和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4．坚持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加强政策引导

与行业指导，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大力发展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高端型的技术与

产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 

  （三）主要目标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全市新材料

产业实现产值1900亿元；2010年，实现产值

2300亿元；2011年，实现产值2800亿元以上。 



  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以技术创新为先导，

瞄准国际一流先进技术水平，强化共性技术难

题攻关，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材料产

业集群，继续保持在全国新材料产业的优势地

位，把无锡建成具有较高技术水平、较强创新

能力、较大产业优势的新材料技术中心与生产

基地。 

  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重点发展电子信

息、高性能金属、无机非金属、功能性高分

子、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六大领域的新材

料，做大做强江阴国家沿江新材料产业基地、

宜兴非金属材料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锡山

新材料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惠山特种冶金

新材料产业基地等四大新材料产业基地。 

  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培育具有较强竞争

能力的龙头企业30家，其中销售规模超50亿的

10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00家。 

  创新能力继续增强。新增各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50个，攻克100项新材料领域的关键技术

难题，开发高新技术产品500种，申请专利5000

件，其中发明专利1000件以上。 

  三、主要任务 

  （一）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继

续保持我市在全国新材料产业的优势地位，实

现结构再优化、布局合理化、生产集约化。以

江阴、宜兴、锡山、惠山四个国家级新材料基

地和无锡高新区为载体，重点发展电子信息、

高性能金属、无机非金属、功能性高分子、化

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六大领域的新材料，大

力发展节能环保、循环高效、资源可再生利用

的新型材料，着力推广纳米技术在新材料中的



应用，推进新材料的轻量化、功能化、复合化

和产业化，实现产品结构向特种材料、新型材

料方向调整，把我市建设成高性能特种钢基

地、多功能金属制品基地、稀土材料深加工产

品基地、精细化工产品生产基地、亚洲包装材

料制造中心、亚洲磷化工产品生产基地、光纤

预制棒及延伸产品国际基地和太阳能电池生产

基地，使我市成为国家重要的新材料研发与生

产基地，实现新材料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二）做强重点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

在新材料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把做大与做

强结合起来，以技术创新为引擎，通过引进人

才、成果转化、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等方

式，引导企业向科技型企业转变，使之成为推

动新材料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和产业集聚的主

导力量。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对新材料行业发

展、产业集聚、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加快培

育和发展主业突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知

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围

绕“专、精、特、新”，积极扶持一批掌握核

心技术、创新能力强、成长性高的新兴科技型

中小企业，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茁壮成长，提

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大企业、大项目的配套能

力，延长产业链，夯实产业基础。加强政府引

导，以大企业集团为龙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

核心企业构建新材料产业联盟，加强新材料产

品的研发和应用。 

  （三）推进基地建设，强化产业集聚。以

江阴、宜兴、锡山、惠山四大特色新材料基地

为主要载体，加强规划引导，大力整合资源，

使之成为我市产业发展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增长

极。 

  1．江阴新材料产业基地。加快江阴国家沿



江新材料产业带建设，重点开发一批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做大做强以光纤预

制棒为核心的光通信材料产业，加快发展高性

能特种钢为主的金属材料、磷化工产品、新型

功能复合材料等国内外领先的产品集群，加速

形成药品、食品、烟用膜、可降解膜等三层共

挤、热收缩包装等全国最大的软塑包装新材料

基地。 

  2．宜兴非金属材料产业基地。加快国家火

炬计划宜兴非金属材料特色产业基地建设，重

点做大做强三大产业链：一是以稀土、纳米陶

瓷耐火制品为主体的无机非金属材料产业，建

设好陶瓷产业园。二是以高档合成树脂及新型

环保型涂料、油田化学品及高效助剂为主体的

精细化工材料产业，建设好新型树脂产业园。

三是以用于生物污水处理技术相关的新材料及

其成套设备为主体的产业。同时培育与发展环

保型生物材料、电缆用复合材料和超导材料产

业。 

  3．锡山新材料产业基地。加快国家火炬计

划锡山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建设，重点发展电

子信息、合金材料、磁性材料等新材料产业，

形成新型电子信息材料和新型化工材料等特色

明显的产业优势。 

  4．惠山特种冶金新材料产业基地。加快国

家火炬计划惠山特种冶金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

建设，形成以特种冶金新材料、汽车用冶金新

材料、冶金行业用新材料、电力电信用冶金新

材料、机械制造用冶金新材料五大领域为主体

的支柱产业，打造特色冶金材料的产业链。同

时开展科技创新创业，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产

业。 



  （四）淘汰落后产能，严格行业准入。结

合我市“五小”及“三高两低”企业整治，进

一步加大对材料行业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工

艺和设备等落后产能淘汰力度。一要严格执行

行业准入标准和备案制，把好项目审批、环

评、土地、信贷关口，加强清洁生产审核、实

施差别电价等手段，实行有保有压，制止盲目

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要推进企业技术改

造，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改造提升传统

材料产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加快发展战略

产业急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前沿领域

新材料，促进节能减排，走内涵发展道路。 

  （五）突出重点领域，实施重点项目，扩

大产业规模。 

  1．电子信息新材料。 

  （1）光电子通信材料。突破大尺寸光纤预

制棒和特种光纤生产的关键技术，重点开发大

尺寸光纤预制棒、光器件、偏振光纤、全介质

自承式光缆及带状光缆等高新技术项目。 

  （2）电子专用材料。突破电子封装关键技

术，重点开发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用超净高纯电

子试剂等高新技术项目。 

  （3）磁性材料。突破软磁铁氧体磁性材料

超低损耗配方和添加剂技术设计、快冷厚带－

氢破碎技术等关键技术，重点开发平板显示

CCFL用高性能软磁铁氧体、风力发电用高稳定

性钕铁硼磁体的研制等高新技术项目。 

  （4）硅材料及光伏电池材料。突破8英寸

以上的硅单晶及抛光片生产工艺、高纯度多晶

硅提纯工艺技术等关键技术，重点推动8英寸以



上硅单晶拉制、切片，开发光伏电池组件及系

统供电等高新技术项目。 

  2．高性能金属材料。 

  （1）复合金属材料。突破复合芯制造技

术、复合锭层流挤压法技术、铜合金盘管的短

流程高效制备加工新技术、弥散强化钯金合金

氧化技术等关键技术，重点开发复合材料芯软

铝导线研究与产业化、高性能无缝铝合金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