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四川大学新闻中心主办 -- 投稿信箱 news@scu.edu.cn   设为首页 │ 加为收藏 │ 联系我们 

新闻首页 | 川大新闻 | 学术动态 | 专 题 | 视频新闻 | 媒体看川大 | 人物聚焦 | 菁菁校园 | 政治学习 

 当前位置： 首页 >> 川大新闻

新材料产业：现状、发展、未来——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上专访国家新材料产

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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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在成都举办，是该项盛事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标志着我国的生物材料研发水平已经达到国际认

可的水平，这是国内广大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面对这样的成绩，许多人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清

醒地认识到还应继续努力的方向。李克健教授正是其中一员。 

  李克健教授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常务副

主任。现任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新材料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新材料产业》杂志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对我国新材料产业、尤其是碳纤维产业的整体状况研究是业界权威。面对记者，李教授便从自己的专业和

碳纤维研发出发，剖析了我国新材料产业的现状与未来。 

 

  现状：碳纤维等新材料产业进展巨大 

  2000年，中国著名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先生找到李克健教授，提出如何发展我国的碳纤维产业这一问题，李教授深为

师老这颗拳拳爱国心所感动。因为碳纤维这种新材料紧系国防建设，缺乏碳纤维，我国的国防装备要受极大限制。师昌绪先生提

出要发展我国自主研发的碳纤维，是急国家之急，想国家之想。李克健说，从2000年以后，直到现在，我国碳纤维产业可以说已

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我国国防用的碳纤维大体上已不受制于外国。 

  对于成就的取得，李教授认为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他介绍到，有个说法叫“投资临界点”，即如果资金



投入达不到“临界点”所需，基本上是白白浪费。而过去国家财力不足，研发单位买不起精良的设备，因陋就简，精度难以保

证，不可能生产出优质的碳纤维。另外，在投资少的同时，过去研发及生产单位还高度分散，更是无米之炊，鲜有成就。2000年

后，国家加大投入，并且采取多项措施使投资相对集中，重点扶持了一些大型企业，攻克了技术难点，才使得碳纤维研发取得了

今天的成绩。 

 

  发展：挑战不容忽视，大会带来机遇 

  谈及成绩，李教授欣慰中也透着谦虚。他坦言，虽然我国碳纤维产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碳纤维品种很多，我国目前只是

做出了几个最基本同时也是用量最大的品种，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品种仍还在努力阶段，并且现有的产品在质量和成本上与国外

也有差距。 

  李克健教授预测未来十年是中国碳纤维材料高度发展的十年，但也指出，现在的投资具有盲目性，国营、民营都在做，导致

了严重的低水平重复。甚至有的打着“新材料产业”的旗号，将碳纤维的生产当作一项政绩工程，只考虑招商引资，根本不顾新

材料产业整体发展的大局。这其实造成很大的资金浪费，“那都是老百姓的钱”，李教授严肃地说。 

  谈及发展机遇，李克健将话题转向了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他认为，这样的大会对我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正是非常好的

机遇。李教授首先盛赞了大会在硬件条件和组织接待上的优异表现，更认为本次大会的专家学者参会数量和层次完全达到甚至超

过了往届大会的水平，起到了宣传中国、宣传四川、宣传成都、也展示承办高校四川大学良好形象的预期效果。 

  作为致力于推进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专家，李克健非常看重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的转化。他认为国内新材料产业目前还

比较薄弱，多数上市公司、大企业还不是以研发和生产生物材料为主体，我国的潜在市场巨大，但现实市场却尚存不足。因此第

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吸引到近百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到会，专家学者们在大会上交流新发现新成果，商家也可以同时探索应用领

域，我们国内企业能借此学到不少国际大企业的经验，这无疑为促进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未来：不断致力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谈到新材料产业的未来，李克健教授回到了学科基础上。他以生物材料为例，认为这门学科实际是不同专业和学科的结合

体，是多方面学科领域的交叉汇总，需要多方面人才的参与。“但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李教授语重心长地说：“怎么组

织一个跨学科的团队来开展共同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还是以材料、生物、化学等学科的

学者为主，和应用直接相关的医学学者的参与度还有欠缺，李教授认为这是应该努力的方向。 

  未来新材料的发展，将不再是一个学科的单打独斗，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将有越来越多的学科参与。采访最后，李克健教

授为新材料未来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那即是“一定要致力于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大 中 小】【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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