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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 年高性能纤维现状 

2015 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回顾去年发展，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

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一系列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我

国高性能纤维各分行业已初步显现分化趋势，有的行业逆势而上，有的行业依

旧困难。总体来说，国内需求基本稳定，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关键技术有所突

破，经济效益依然低迷。 

（一）现状 

国内高性能纤维行业关注度依然较高，潜在投资意向多，但更加理性，新

上项目会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多次论证，项目多以复合材料及下游制品为

主，行业总体产能增速放缓。细分行业产销量出现分化，碳纤维、对位芳纶等

产量有所下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聚苯硫醚纤维、连续玄武岩纤维等产

量有较大提高。 

1．产品结构逐渐完善 

受下游市场多样化需求和行业自身发展影响，国内高性能纤维产品结构有

较大改善，产品系列化、差别化水平大幅提高，如 PAN 基碳纤维已形成 T300、

T700、T800、M30 等系列产品的有效供给，产品性能可满足不同应用领域的

使用要求。聚酰亚胺有色纤维的突破，扩大了在服用领域应用。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纤维已在防弹、手套和绳缆三大应用领域形成多种不同规格的纤维产品。 

2．行业整体高端化初显 

高性能纤维的产品和技术已逐步向高端化发展。PAN 基碳纤维中 T700 级

产品已占到半数左右，同时在生产技术方面，国内已有三家企业掌握干喷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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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 T700 级碳纤维关键技术。在此基础上成功突破干喷湿法纺 T800 级碳纤维关

键技术，目前已实现小批量生产。M40J、M55J 高强高模碳纤维国产化制备技

术的突破，为产业化奠定了基础。在应用技术方面，国内首辆碳纤维新能源汽

车在江苏盐城下线，标志着碳纤维轻量化材料制造技术成功突破。此外，国产

碳纤维也成功在神舟飞船太阳翼和抽油杆等领域取得了新进展。 

间位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连续玄武岩纤维等产品在市场需求影

响下，产品和生产技术也逐渐向高端化发展，产品出口贸易实现小幅增长。 

3．分行业市场情况喜忧参半 

（1）PAN 基碳纤维 

应用在建筑补强领域的碳纤维布呈现需求、价格双降趋势，分析原因在于

前几年建筑工程较为集中，阶段性高峰已过去，同时产品层次也有较大提高，

碳纤维复合板材用量逐渐增加；碳纤维预浸料需求小幅增加，体育休闲用量保

持稳定，但在模压成型产品方面应用增加，需求呈上升趋势。 

（2）间位芳纶 

2015 年我国经济不景气导致国内下游市场对间位芳纶需求有所萎缩，特

别是在过滤材料领域。目前国内间位芳纶市场供大于求，产品价格略有下降，

应用仍以过滤材料和防护材料为主，其中过滤材料占比约为 80%，防护材料占

比 20%，防护材料以消防、武警和特警用服装材料为主，其他工业用领域尚未

打开。 

（3）对位芳纶 

与 2014 年相比，国内对位芳纶行业产能新增加 1000 吨。产品结构上，主

要集中在 K29 和 K129 两个系列，但产品规格有所增加。产品性能上，纤维在

强度、色泽、均一性、稳定性、耐温性等方面有较大提高，逐渐得到下游用户

的认可。应用领域上，仍主要集中在防弹材料和光缆材料。总体来说，国内对

位芳纶还处于发展前期阶段，企业投入大，成本高，关键技术尚未完全突破，

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4）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2015 年，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迎来发展较好的一年，下游市场自 9 月

份起需求增加较快，各应用领域市场都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绳网领域：国内

军工领域舰船应用绳缆有所增加，民用绳缆方面电力牵引绳增长较快，渔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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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缆受周期影响，订单有一定幅度减少，其他如威亚绳、绞盘绳、伞绳、运动

绳索市场都有不同程度增长。手套领域：整体市场需求增加较快，但相比往年

市场结构变化较大，订单主要来自国外，特别是欧美市场用量激增。防弹领域：

国内外订单增幅都比较大，市场对纤维质量要求较高，多是国内龙头企业参与。 

（5）聚苯硫醚纤维 

受下游需求增加影响，2015 年国内聚苯硫醚纤维产量大幅增加，约 5000

吨左右，产品多集中在 1.2~2D，逐步向细旦化方向发展，主要应用依然在滤

料行业，价格较为稳定。 

（6）连续玄武岩纤维 

据调查统计，2015 年我国连续玄武岩纤维产量可达 8000 吨左右，纤维产

品主要为短切纱、无捻粗纱和有捻纱，制品主要是复合筋和纤维布。在中国化

学纤维工业协会玄武岩纤维分会指导下，主要成员统一市场推广战略，根据市

场需求推出产品多样化和分级化销售策略，效果明显。 

4．进口情况 

根据海关数据（表 1），2015 年主要高性能纤维进口 28603.8 吨，同比增

长 4.1%，进口金额 63345.2 万美元，同比增长 2.2%。进口产品范围包含碳纤

维、芳纶、聚苯硫醚、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和连续玄武岩纤维。 

表 1  2015 年主要高性能纤维进口情况 

名   称 
金  额 

（万美元） 

金额同比 

（%） 

数  量 

（吨） 

数量同比 

（%） 

碳纤维及制品 41229.2 9.0 14290.1 21.9 

芳纶纤维 16560.3 -0.1 9198.5 5.1 

聚苯硫醚纤维 5439.7 -27.9 4613.8 -33.3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88.4 48.3 192.7 140.9 

连续玄武岩纤维 27.6 — 308.7 — 

合计 63345.2 2.2 28603.8 4.1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1）碳纤维及制品 

2015 年碳纤维及制品进口量为 14290.1 吨，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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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其中进料加工占 97.3%；一般贸易占 43.2%。日本仍是最大的进口国，

进口量为 5462.8 吨，同比下降 4.9%，占进口总量的 38.2%，优势地位进一步

弱化。中国台湾超过韩国重新回到第二位，进口量为 3157.9 吨，占进口总量

的 22.1%，韩国进口量为 1946.6 吨,占进口总量的 13.6%。其后依次为美国、匈

牙利、土耳其等（图 1）。 

 

图 1  2010~2015 年碳纤维及制品分国别和地区进口量变化图 

就具体产品看（图 2），碳纤维进口量 1765.9 吨，碳布 1981.1 吨，碳纤维

预浸料 1570.2 吨，其他碳纤维制品 8972.9 吨，同比分别增长 6.5%、22.3%、

8.7%和 28.1%。就价格看（图 3），自 2010 年起，进口碳纤维价格总体呈下降

趋势，碳布也逐渐下降，而碳纤维预浸料价格则较为稳定。 

 

图 2  2010~2015 年碳纤维及制品分品种进口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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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2015 年碳纤维及制品进口价格变化图 

（2）芳纶纤维 

2015 年芳纶纤维共计进口 9198.5 吨，同比增长 5.1%，进口品种仍以对位

芳纶为主，可占到进口总量的 86%左右。从国别上看（图 4），荷兰、美国和

韩国分列前三位，分别占进口总量的 29.2%、21.9%和 14.4%。 

 

图 4  2012~2015 年我国芳纶分国别进口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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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2~2015 年我国芳纶分品种进口量变化 

从数据上看，国内对位芳纶需求依然旺盛，但对位芳纶行业还处于发展初

期阶段，关键技术尚未能突破，产品不能完全满足下游应用需求，仍以进口产

品为主。从进口金额来看，2015 年芳纶进口金额为 16560.3 万美元，同比下降

为 0.1%，由此可知国外芳纶价格，特别是对位芳纶价格有一定幅度下降（图 5）。 

（3）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2015 年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进口量为 192.7 吨，同比增加 140.9%，主

要原因是国内需求增加，进口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主要应用在绳缆领域（图

6）。 

 

图 6  2012~2015 年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按国别进口量（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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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聚苯硫醚纤维 

2015 年聚苯硫醚进口量为 4613.8 吨，同比下降 33.3%，是高性能纤维中

进口降幅最大的品种，而 2014 年其为进口增幅最大品种，形成巨大反差。主

要进口国仍为日本，占进口总量的 88.3%，进口量为 4074.7 吨，同比下降 30.6%。

主要原因是苏州金泉、江苏瑞泰和四川安费尔等公司产量提高和市场对国产纤

维逐步认可，导致进口下降（图 7）。 

 

图 7  2012~2014 年聚苯硫醚纤维按国别进口量（单位：吨） 

（二）问题 

1．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 

我国高性能纤维行业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仍然依赖

进口，如 T800 级以上碳纤维、高强高模碳纤维、高模量对位芳纶等。原因在

于全行业在工艺技术、产品品种、应用领域和营销渠道等方面有较大趋同性，

市场竞争存在同质化现象，这就导致在低端应用领域有限的市场空间面前，各

企业多以低价竞争，利润微薄。反观航天航空、国防军工、电子通信、交通运

输等领域对高端产品需求旺盛，且产品价格高、利润空间大，但这些市场均被

国外企业所占据。 

2．关键技术尚未完全突破 

总体看，我国高性能纤维行业关键技术尚未完全突破，产品成本和技术性

能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一是理论基础和产业化基础相对薄弱。碳纤维制

备、芳纶纤维制备和复合材料高效制备与广泛应用等领域中的一系列关键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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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还没有完全突破。二是生产高性能纤维的关键装备大多需要进口，如

高温碳化炉、高精度喷丝板、计量泵等。 

二、2016 年高性能纤维发展前景及建议 

“十三五”期间，高性能纤维行业要突破关键技术短板,优化产品结构，

提高高端产品的有效供给，实现行业升级。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对高性能纤维行业来说是较好的过渡期和谋划期。 

产业政策方面，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依然强调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发挥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促进新材料产业发展壮大，将进

一步推进高性能纤维发展。此外，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

台，将为高性能纤维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中国制造 2025”也将新材料列

入重点发展领域，作为新材料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必将会

得到重点支持。 

技术创新方面，高性能纤维行业上下游产业链须同步发展，仅做某个环节

难以实现突破和放量。国外成功经验表明，全产业链布局或形成产业集群可促

进技术进步和提高整体竞争力。应在树脂、浸润剂、模具开发设计能力等方面

加大研发力度，全面提高复合材料制造水平。要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

遇，加快“两化融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注重发展定制生产，

满足下游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此外，在稳定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切实提

高售后服务，面对产品的同质化和市场竞争的愈发激烈，将售后服务作为开拓

市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增强服务水平，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产业发展方面，目前行业出现分化是大势所趋，只有在分化中调整，才能

实现优胜劣汰，提高产业集中度。此外，高性能纤维行业产品结构高端化趋势

将更加明显。低端产品在应用领域和价格方面发展空间有限，面对愈发激烈的

国际市场竞争，当前的困境很难改变，迈向高端是扭转当前困境，改善企业经

济效益的必由之路，高端化需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优化产品结构，进而实现

产业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