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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发布《深圳市培育发展新材
料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的通知
信息提供日期 : 2022-06-06 11:30  信息来源：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聚焦新材料产业发展重点，加速新材料与新技术交叉融合创新，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打造新材料技术创新和应用示范

高地。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

展未来产业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情况

　　新材料是指新出现的具有优异性能或特殊功能的材料，或是传统材料改进后性能明显提高或产生新功能的材料。我市重点发展的新材料产业主要包括新能

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生物医用材料、先进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绿色建筑材料、前沿新材料等7大领域。

　　（一）发展现状。近年来，我市新材料产业快速增长，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应用水平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竞争

力的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初创企业，形成了以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为代表的产业集聚效应，2021年我市新材料产业增加值达到324亿元。

　　（二）发展机遇。一是新材料是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颠覆性的材料,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二是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先行建设高

质、高效、绿色、自主的新材料产业体系。三是我市在新材料基础研究设施、创新平台及产业支撑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为我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

遇。

　　（三）存在问题。一是产业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引领发展能力不足，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能力薄弱。二是新型的应用

技术对材料提出了更高性能、更高纯度、零缺陷等要求，材料迭代速度加快，核心关键技术储备不足，重大领域所用新材料和核心原辅料受制于人。三是新材

料领域高端生产装备及高精尖检测设备依赖进口，导致成本高企。四是新材料进入应用供应链难，验证时间长，产业化能力提升较慢。

　　二、工作目标

　　（一）产业规模跃升。到2025年，我市新材料产业增加值达到550亿元，培育出新能源材料、先进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等百亿级材料集群，电子信息

材料、前沿新材料、绿色建筑材料产业规模稳步扩大。

　　（二）创新能力提升。到2025年，我市新材料产业创新体系完善，建成一批大科学装置、省级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高水平创新载体，力争建成

1-2个省级及以上创新中心、1-2个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和市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三）核心技术突破。到2025年，在关键重点技术上实现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领先的原创核心技术，布局一批关键

核心领域高价值专利，产出一批产业带动性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点产品。

　　（四）技术转化加速。到2025年，聚焦我市新材料创新技术转化的关键薄弱环节，革新材料设计、研发、验证、应用的模式，打造完善的新材料企业

“研发－孵化－加速－产业化”体系，孵化成功一批原创性项目，成为全球知名的新材料创新技术快速转化示范区。

　　三、重点任务

　　（一）完善自主创新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

推动材料科学和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创新组织管理模式，组建从研发、产业化到应用的全链条、跨领域、跨地域的利益共同体，以重大需求为牵引，补齐新

材料创新链条中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慢、成功率低的短板，引领创新发展。（市科技创新委、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结合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领域的重大需求，聚焦产业发展瓶颈，攻克一批新

材料关键核心技术。组织新材料生产单位、装备研制单位、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联合攻关，加快专业核心装备和关键原辅料的研发和应用示范，在新材料研

发、生产、测试所需的核心设备、仪器、控制系统等实现自主突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产业培育力量。加快制定扶持措施，对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示范推广、标准检测认证等产业全周期予以支持，形成持续的配套政策合

力。支持重点企业面向国内外市场需求，巩固和强化竞争优势，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和国内领先的新材料企业。引导政府、投融资机构、企业共同设立专项基

金，撬动社会资本深度参与技术创新与产业化，促进企业由中低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制造转型升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财政

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深圳银保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推动产业生态发展。聚焦重点公共服务需求，打通由材料到器件的产业链上下游，降低产品成本，促进市场机制形成和产业链条成熟。鼓励发展新

材料绿色产业园区，统筹我市新材料产业区域布局，发挥各自资源特点，打造一批集新材料产业空间特色布局、创新技术等要素为一体的创新载体与企业集聚

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重点工程

　　（一）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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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支持IPv6　　1.夯实新材料领域基础理论研究能力。促进原始创新，依托光明科学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深高校等重大创新载体和研究机构，建设和提升炭

功能材料、先进电子封装材料、柔性印刷电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及植入器械领域的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省、市级核心技术研究

平台。（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工业和信息化局、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加速材料科学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充分发挥材料基因工程从材料发现、开发、生产、应用等阶段的全过程加速作用，依托深圳市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

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实验室，推进材料基因工程发展向新材料产业链中下游延伸。支持重要材料计算模拟仿真软件国产替代、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材料自

主研究系统，打通从材料设计筛选到应用服役全过程的数字化，建成国际领先的材料科学和信息技术加速融合示范区。（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工业和

信息化局、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关键核心材料突破工程。

　　加强新材料应用研究，面向国家和行业重大需求，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重点新材料研制、生产和应用单位联合攻

关，在以下七大领域实现突破。电子信息材料领域，重点突破宽禁带半导体材料、新型电子元器件材料、衬底材料、封装材料中短板材料、光刻胶及配套材

料、湿电子化学品。新能源材料领域，重点突破高转化率太阳能电池材料、高容量高性能高安全性的锂离子电池材料、高性能的氢燃料电池材料。生物医用材

料领域，重点突破植介入治疗器械及关键原材料、组织工程材料、组织修复材料。先进金属材料领域，重点突破高端装备配套结构性金属材料、轻质合金材

料、高温合金材料。绿色建筑材料领域，重点突破多功能玻璃、保温防水材料、室内健康功能材料。高分子材料领域，重点突破高性能膜材料、高分子复合材

料、高端工程塑料。前沿新材料领域，重点突破二维材料、3D打印材料、超材料、相变材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按职责分工负

责）

　　（三）应用示范推广工程。

　　1.建设特色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联合关键新材料生产企业和应用企业，吸收产业链上下游机构，衔接已有科技创新基地，搭建芯片制造和封装材

料、柔性显示材料、高端医疗器械材料、5G高端通讯器件材料、新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等关键领域的生产应用示范平台，打破技术与行业壁垒，实现新

材料与终端产品协同联动发展。（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2.加快重点新材料产品初期市场培育。拓展新材料应用推广渠道，鼓励新材料用户和生产企业联合，由用户反馈问题，生产企业持续改善，联合开发、快

速迭代验证，实现新材料与终端产品同步设计、系统验证。制定并发布《深圳市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对新材料生产企业的新产品检测认

证、导入验证和首批次销售等环节给予支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产业服务体系工程。

　　组织重点新材料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计量测试机构建立新材料测试评价联盟，建设新材料测试评价及检测认证中心、中试平台、产业资源共享平台，培

养高质量专业检测团队，完善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加大新材料制备关键装备配套工程支持力度，及时更新调整我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

录。完善新材料技术成熟度评价体系，指引新材料技术在不同阶段的投资配套。鼓励和支持跨国、跨领域的技术交流合作，培育和发挥集群促进机构在协同创

新中的作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产业培育壮大工程。

　　充分发挥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的作用，引导更多创新资本参与新材料产业发展，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

商引商、补链强链，培育新材料行业协同发展，支持企业和资本在全球布局，保障供应链安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商务局，各

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空间布局

　　在宝安区、龙岗区布局研发设计环节，在坪山区、深汕特别合作区布局生产制造环节，在罗湖区、光明区布局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环节。其中光明区建设

技术创新加速转化示范区和新材料应用示范区，宝安区建设半导体关键材料核心区，龙岗区建设低碳材料核心区，坪山区建设新能源材料核心区，罗湖区建设

金属和绿色建筑材料创新总部区，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高端电子化学品园区。鼓励建设新材料产业特色园区，加强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集中创新要素、突

出专业特色，高水平、高标准打造一批配套设施完善、特色鲜明的市级新材料产业园区，集中建设配套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形成一批优势明显的新材料产业

园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商务局、应急管理局，罗湖区政府、宝安区政府、龙岗区政府、坪

山区政府、光明区政府、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统筹协调。加强部门协同和市区联动，进一步完善新材料产业统计体系。加强与广东省先进材料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及前沿新材料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衔接，建立省、市、区联动机制，确保产业集群实现预期目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

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新材料产业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建设。设立新材料产业集群专项基金，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

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材料项目投资，发挥新材料基金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在种子期、初创期。鼓励金融机构针对新材料产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

服务，支持新材料企业通过融资租赁、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信保融资等方式加快发展。进一步加强对新材料企业上市辅导服务，支持重点骨干企业

上市融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地方金融监管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深圳银保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快人才培养引进。加强新材料人才培养，构建和完善以政府引导，新材料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基础的开放式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体

系。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与团队，推动人才制度国际化发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引进、评价和服务保障机制，加强人才链和教育链对产业链和创新链的

支撑。（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教育局、科技创新委、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完善用地、用电、融资、吸引项目、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深化“放管服”、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率先建设新材料检测标准体系，实现原材料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创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市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局、司法局、财政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深圳市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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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标识码：4403000048 粤ICP备10053215号  粤公网安备 44030402003015号

  隐私声明    |   版权保护    |   网站帮助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http://beian.miit.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4030402003015
http://gxj.sz.gov.cn/fzlm/yssm/content/post_8243054.html
http://gxj.sz.gov.cn/fzlm/bqbh/content/post_8243053.html
http://gxj.sz.gov.cn/fzlm/wzbz/content/post_8243052.html
http://gxj.sz.gov.cn/fzlm/lxwm/content/post_8243144.html
http://gxj.sz.gov.cn/fzlm/wzdt/index.html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B66C2BFFD471FF2E053012819ACB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