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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得新材料指数与沪深300走势

系统布局高端高新产业，新材料产业发展空间广阔 

——雄安新区专题研究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 

投资要点 

➢ 进军新材料高端市场，致力于打破国外垄断 

中国新材料产业正处于由中低端产品自给自足向中高端产品自主研发、进口

替代的过渡阶段，与美、日等优势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半导体领域高端新材

料对外依存度超过90%，高端磁性材料对外依存度约20%，高端生物医用材

料对外依存度约为70%，国产替代空间广阔。雄安新区积极布局新材料产业，

有望加速高端新材料的国产化进程，促进雄安新区经济发展。 

➢ 新材料产业链复杂多元，雄安新区具备发展优势 

新材料行业上游为基础材料，中游为新材料生产制造环节，成品可分为先进

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下游电子信息、新能

源、医疗器械、航空航天等领域，产业链结构复杂，下游分布广泛。生物制

药、航空航天、新能源等产业也在雄安新区密集布局，靠近消费市场，利于新

材料产业在雄安新区的未来发展。 

➢ 雄安积极布局高端生物医用材料产业，国产化进程有望提速 

中国高端生物医用材料自给率不足30%，约70%-80%高端生物医用材料需要

从国外进口。相关生物医用材料生产企业受国产原材料纯度与质量、国产设

备性能、模具精度和缺乏精密工艺等因素影响，使中国高端生物医用材料面

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国产替代空间广阔。雄安新区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生

物医用材料产业发展，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投建创新平台和生物医药产

业园区，未来有望打破国外垄断，加速高端生物医用材料国产化进程。 

➢ 投资建议 

雄安新区旨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望加速人才、资金、技术、优秀企业等

资源向雄安新区集聚，助力雄安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发展。新材料产业作为雄

安新区高端高新产业整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将获得产业发展政策重点扶持。

京、津、冀地区现有产业基础完善，半导体、卫星互联网、生命科学等高端高

新产业在雄安新区系统布局，预期能够与雄安新区新材料产业链实现深度协

同，因此我们持续看好雄安新区新材料产业的投资机会。 

➢ 风险提示 

建议关注市场需求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及替代技术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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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高起点布局高端高新产业 

1、雄安新区产业规划明晰、新材料产业将得到重点发展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指出雄安新区将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

过承接符合新区定位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高起点布局高

端高新产业，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

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是雄安新区产业布局中的重要一环，

未来将系统性发展新材料产业，涉及新型能源材料、高技术信息材料、生物医学材料、生物

基材料等众多细分领域，雄安新区未来有望形成先进完善的新材料产业链条和新材料研发创

新高地。 

图 1：雄安新区产业规划 

 

资料来源：中国雄安官网，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2、新材料产业链结构复杂，雄安新区区位优势明显 

新材料行业上游为基础材料，主要包括钢铁材料、有色金属材料、化工材料、建筑材料、纺 

织材料等，中游为新材料生产制造环节，成品可分为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和前沿新 

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下游电子信息、新能源、医疗器械、纺织机械、航空航天等领域，产

业链结构复杂，下游分布广泛。此外，生物制药、航空航天、新能源等产业在雄安新区密集

布局，靠近下游消费市场，预期能够与雄安新区新材料产业实现良好的产业协同，利于新材

料产业在雄安新区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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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新材料产业链 

 

资料来源：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随着下游电子、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新材料产业市场迅速扩容，2023 年 

市场规模将达 3.7 万亿美元。中国新材料产业市场规模同样增长迅速，由 2017 年的 3.2 万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7.9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6.3%。 

图 3：中国新材料市场规模（万亿元）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中国新材料产业正处于由中低端产品自给自足向中高端产品自主研发、进口替代的过渡阶

段，与美、日等优势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半导体领域高端新材料对外依存度超过 90%，

高端磁性材料对外依存度约 20%，高端生物医用材料对外依存度约为 70%，国产替代空间

广阔。雄安新区积极布局新材料产业，有望打破国外垄断实现高端新材料产业自主可控，为

雄安创造巨大经济增量，促进雄安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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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23 年中国不同领域新材料对外依存度（%）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二、雄安有望实现高效产业协同，新材料产业大有可为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指出雄安将聚焦人工智能、宽带通信、新型显示、高端医疗、高

效储能等产业发展对新材料的重大需求，在新型能源材料、高技术信息材料、生物医学材料、

生物基材料等领域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突破产业化制备瓶颈，培育新区产业发展新

增长点。系统布局下，雄安新区新材料产业有望与雄安新区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及河北地区已经形成良好基础的钢铁、煤炭、化工、光伏等产业协调

共振，实现高效的产业协同效应。 

1、新能源产业高速发展，稀土永磁材料需求旺盛 

据 CPIA 数据显示，2019 年至 2023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不断扩大，从 2019 年的

116.0GW 一直增长至 2023 年 380.4GW，四年复合增速高达 34.6%，光伏市场保持较快

速度发展，市场加速扩容。光伏逆变器用以将太阳能电池板在日光下产生直流电转换为交流

电，是并网前的重要步骤，而磁性材料是光伏逆变器中电感原件的重要原材料。随着光伏市

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光伏逆变器作为光伏发电系统中的核心装置，其需求量将大幅提升，进

而推动磁性材料需求增长。风力发电领域是永磁材料消费量较大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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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GW） 

 

资料来源：GWEC，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2019 年至 2023 年全球风电装机规模总体呈现增长态势，至 2023 年达到 116.6GW，未来

装机规模将持续增加，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预测，2024 年全球新增风电装机规模

预计达到 152.2GW， 2025 年预计将达到 182.0GW。雄安新区十分重视新能源产业的发

展，中能建雄安项目便以新能源为主导产业，重点聚焦清洁能源发电、氢能和储能、智慧能

源、绿色建筑四大产业方向，以新材料、节能环保为辅助产业，发展“供储管用”一体的新

能源产业生态集群，为新区打造国家级新能源产业创新研发标杆园区、国家级“碳中和”技

术解决方案示范新城，雄安新区新能源产业链的逐步完善有望推动磁性材料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助力雄安新区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 

图 6：全球风电新增装机规模（GW） 

 

资料来源：GWEC，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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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发展刺激磁性材料市场需求高增，高性能钕铁硼是制造新能源汽车永磁电机的核

心材料，永磁同步电机目前为覆盖我国大部分新能源汽车的驱动电机，新能源汽车行业是磁

性材料的重要下游市场。2019-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由 133万辆稳步增长至 2023

年的 944 万辆，四年复合增速高达 63%。2024 年 5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为

47%，在节能减排背景下，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雄安新区积极布局

新能源产业链，包括动力电池、电机电控、汽车零部件到整车制造以及汽车金融、汽车售后

服务等配套领域。此外，雄安新区积极推动新能源重卡的普及，布局智能网联汽车与新能源

公交系统，利好新能源汽车、重卡等在雄安新区的市场渗透率进一步提高，当地市场反哺雄

安产业链，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 

图 7：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GWEC，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2、大力发展半导体新材料产业，未来有望打破国外垄断 

雄安新区高度重视半导体新材料产业的发展，雄安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正式启动运

行，将重点发展半导体新材料产业。芯片研发与生产的产业化进程同步跟进，首条信创产品

数字化产线已经投产，并设立了未来芯片创新研究院，雄安新区在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和产业

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多项出台政策利于雄安新区半导体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未来雄安

新区半导体新材料产业有望步入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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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雄安新区支持高端高新产业发展政策 

相关政策 主要内容 

《河北雄安新区支持企业创新

发展若干措施》 

给予新区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支持新区企业开展首台

（套）重大技术设备的推广和使用；鼓励支持科技企业孵

化器及众创空间建设发展等。 

《加快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合集群发展行动方案（2023-

2027 年）》 

重点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大数据、高端装备

制造、新型功能材料等优势产业，加快优化新兴产业重大

生产力布局。 

《关于支持第三代半导体等 5

个细分行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鼓励建立京津冀产业链合作激励机制,支持省内第三代半导

体企业积极对接京津,开展产业链合作,打造集设计、制

造、封装测试、材料和装备于一体的京津冀集成电路产业

集群。 

资料来源：中国雄安官网，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半导体材料细分领域众多，体系大而庞杂，包含硅材料、工艺化学品、光掩模、光刻胶配套

试剂、电子气体、溅射靶材等众多产品，其中硅材料、工艺化学品、光掩膜是晶圆制造材料

前三大品类，市场份额分别约占 33%、14%和 12.9%。其中 CMP 抛光材料、光刻胶和电

子气体等是国产薄弱环节，具有对应不同工艺的多个细分品类，造成国产突破难度大，需要

长时间的积累和逐一攻克。整体来看晶圆制造材料市场中美日企业占垄断地位，国产份额仍

处于较低水平，且材料细分品类较多、突破难度较大。未来的材料国产突破会是一场长时间

的攻坚战，需要晶圆厂与上游材料厂商的密切合作与反馈试错。雄安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区构

建“一核两翼三支撑”的空间格局，并设立有新材料园，以增材制造、储能材料、半导体材

料为主发展新材料产业，有望助力半导体材料自主可控。 

图 8：晶圆制造材料 

 

资料来源：SEMI，中微公司，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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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SEMI 公布数据，2023 年受需求疲软和芯片库存过剩影响，晶圆厂和封测厂产能利用

率有所下降，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有所下滑，其中晶圆制造材料和封装材料市场分别为 415

亿美元和 252 亿美元，分别同比下滑 7.0%和 10.1%。消费电子行业有望迎来周期性反弹，

半导体材料或迎来边际改善机会，同时考虑 AI 产业化进程提速，或催生大量半导体材料的

增量需求。雄安新区高起点布局半导体新材料产业，有望深度获益于消费电子行业周期性回

暖下半导体材料市场需求复苏和 AI 产业化进程提速带来的半导体材料市场扩容机会。 

图 9：晶圆制造材料和封装材料市场规模（亿美元） 

 

资料来源：SEMI，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3、系统布局生物医用材料，市场需求旺盛前景可期 

雄安新区高度重视生物医用材料的布局和发展，雄安新区印发《关于支持现代生命科学和生

物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其中涉及支持生物医药企业疏解落地、鼓励生物医

药领域开放合作、鼓励研发创新投入、加快产业生态布局等诸多方面。预期将有力推动雄安

新区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创

新中心和产业高地。 

表 2：《关于支持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部分内容 

政策目标 政策内容 

支持生物医药企业疏解落地 

支持生物医药类大型央企在雄安新区布局总部及二、三级子

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向雄安新区

疏解或设立新型研发机构。 

鼓励生物医药领域开放合作 

支持雄安新区注册的指定医疗机构依法依规使用未获我国批

准注册、国内已上市品种无法替代的药品（不包括疫苗）或

已在境外批准上市，且在我国尚无同品种产品获准注册的医

疗器械，发展高端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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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研发创新投入 

支持在新区注册并实质运营的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等

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对承担国家、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且符

合雄安新区发展方向的，给予最高 1:1 的资金配套，每个项

目年度支持金额最高为 2000 万元。 

加快产业生态布局 

支持国际化团队、持有全球专利、预期有重大突破并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企业或项目在雄安新区落

地。 

资料来源：中国雄安官网，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生物医用材料是用来对生物体进行诊断、治疗、修复或替换其病损组织、器官或增进其功能

的材料，具备重要临床价值，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涉及材料学、医学、生物学等多个交叉学

科。按性质大致可以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按用途大致

可以分为硬组织材料、软组织材料、血液代用材料以及分离过滤和透析膜材料。 

图 10：生物医学材料分类 

 

资料来源：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生物医用材料产业链可以分为上游、中游以及下游三个部分，上游为原材料供应商，产品包

括金属基材料，如钛合金、不锈钢、其他合金等；陶瓷材料，如氧化锆、碳素材料、羟基磷

灰石等；高分子聚合物，如聚乳酸、聚氨酯、聚酯纤维等；天然活性组织，如动物膜、壳聚

糖、凝胶等；组织工程，如人工皮肤、人工血管、人工骨和人造器官等，其种类繁杂，上游

涉及行业众多。中游为医用材料制造领域，其产品用于包含药物释控系统、心脑血管系统、

矫形与整形外科、五官医疗器械、牙科医药器械、一次性灭菌等不同场景。下游为医院、门

诊、药店、医疗器械代理商等，并最终流向患者。雄安新区毗邻京、津，位于河北腹地，一

方面可以不断疏解北京优秀人才、生物医药相关企业及研发中心和大型医院入驻雄安，又可

与河北完善的产业基础充分协同，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布局，助力雄安新区生物医用材料

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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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生物医学材料产业链 

 

资料来源：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中国生物医用材料相关企业主要集聚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临床资源丰富、人才密集、

经济发达的地区，产业布局呈现集群化和区域化态势，产业分工精细化趋势明显。珠三角地

区以高端综合性医用材料为主，长三角地区以出口导向型的骨科、牙科生物医用材料为主，

环渤海则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心血管和骨科器材产业集群。雄安新区靠近北京，随着未来

北京生物医用材料核心企业逐渐完成向雄安地区的疏解，雄安新区有望迅速培育出产业链链

主企业，占据产业链主导地位，并与环渤海现有产业基础深度协同，助力雄安新区生物医用

材料高质量发展。 

图 12：生物医学材料产业布局 

 

资料来源：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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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用材料行业起步较晚，但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由 2019 年的 1,983 亿元一路增长

至 2023 年的 6,640 亿元，年复合增速高达 35%，中国生物医用材料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雄安新区高起点布局生物医用材料产业，有望抓住市场爆发机遇，推动雄安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 

图 13：2019-2023 中国医用材料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中国生物医用材料市场持续扩容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其中人口老龄化是重要因素之一。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 年来，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占比持续提升，2011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约为 1.85 亿人，全中国人口总数约 14%，至 2023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

人口数量超 2.97 亿人，占比增至 21.1%。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身体组织和器官病变

概率增加，心血管病发病概率提高，治疗需求高增使生物医用材料市场显著催化，预期未来

生物医用材料市场将维持较高景气度。 

图 14：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万人）及比例（%） 

 

资料来源：Wind，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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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人均 GDP 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十年来持续增

加，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43,497 元/年，至 2023 年达到 89,358 元/年，年复合增速

高达 7.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3 年的 18,311 元/年一路增长至 2023 年的 39,218

元/年，年复合增速高达 7.9%。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稳定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消

费升级的总体趋势保持不变，利好医疗保健市场结构升级和市场规模扩容，雄安新区承担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任务，预期接受疏解人群消费能力较强，预期雄安新区高端生物医

用材料的市场规模较大。 

图 15：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年） 图 16：中国人均 GDP（元/年） 

  

资料来源：Wind，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中国生物医用材料目前自给率依然较低，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中国高端生物医

用材料自给率不足 30%，约 70%-80%高端生物医用材料需要从国外进口，虽然中国医疗

器械生产企业数量众多，约 3 万余家，但生物医用材料企业数量较少，且相关生物医用材料

生产企业受国产原材料纯度与质量、国产设备性能、模具精度和缺乏精密工艺等因素的影响，

使中国高端生物医用材料面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国产替代空间广阔。雄安新区出台一系列

政策支持生物医用材料产业发展，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投建创新平台和生物医药产业园

区，未来有望打破国外垄断，加速高端生物医用材料的国产化进程。 

图 17：生物医用材料国产化进程制约因素 

 

资料来源：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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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建议 

雄安新区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伴随一流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的逐渐落地，有望加速

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向雄安新区集聚，助力雄安新区打造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材料产业作为雄安新区高端高新产业整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能够获得产业发展政

策的重点扶持，利于北京优秀新材料企业向雄安新区的疏解和相关企业在雄安新区的持续发

展，将为雄安新区输送和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京、津、冀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完善，半

导体、卫星互联网、生命科学等高端高新产业在雄安新区系统布局，预期能够与雄安新区新

材料产业链实现深度协同，因此我们持续看好雄安新区新材料产业的投资机会。 

四、风险提示 

市场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 

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替代技术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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