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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 聚 焦

王占国：17个新材料领域应成为高技术产业发展重点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王占国近日表示，新材料是国民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的物质基

础与先导，虽然在短时间内大多数新材料领域尚难产业化，但应当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角度出发，

选择硅基微纳电子材料等17个新材料领域作为今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 

    王占国说，目前新材料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是：新材料产品向着智能化、多功能化、复合化、低成本化、环保、

长寿命方向发展。这将加快信息产业和生物技术的革命性进展，也能够给制造业、服务业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重要影

响。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对新材料产业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材料产业成为技术、知识和

资金高度密集型产业，也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产业。同时，新材料与信息、能源、医疗卫生、交通、建筑和制造等产

业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其发展的驱动力也由军事需求转向经济需求。新材料产业的超前发展，需要对学科交叉等问题

有深刻的认识。 

    据王占国介绍，目前新材料的国际市场需求十分旺盛，全球生物医用材料的产值超过了800亿美元，预计2010年它的

市场销售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世界纳米材料的年产值为500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成为仅次于芯片制造的世界第二大产

业，年产值将达14400亿美元。 

    王占国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在新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体系尚未形成，跟踪仿制多、自主创新能力弱、材料技术集成能

力差、加工技术及装备制造水平低，是我国新材料产业最薄弱的环节。低下的资源及能源利用效率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已成为制约我国材料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而缺乏高附加值产品，更成为新材料产业发展的瓶颈。此外，基础研究缺

乏深度和广度、急于求成、部门间互相封闭等体制原因，也是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心病”。 

    为此，王占国建议，应选择硅基微纳电子材料、光电子材料与器件、半导体固体照明工程材料与器件以及纳米材料

与技术、超导材料等17个新材料领域作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重点。 

    最后，王占国指出，我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思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目标，通过发展新材料带动制造业和相关产

业的发展，同时提高新材料产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形成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材

料工业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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