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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碳纤维市场发展现状及十三五投资价值分析报告》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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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碳纤维是含碳量高于90%的无机高分子纤维，具有轻质、高强、耐高温、耐疲劳、抗腐
蚀、导热、导电等特性。除土木建筑、航空航天、汽车、体育休闲用品、能源以及医疗卫生
领域外，碳纤维在电子通信、石油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中国碳纤维研制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随着我国整体实力的不
断提升，对碳纤维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而我国碳纤维产能严重不足，而且主要是低性能产
品，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现阶段，我国碳纤维用量的90%以上靠进口，价格非常昂贵，自
主发展碳纤维产业已经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为全 面掌握碳纤维核心技术，国内企业注重自主创新，某些关键设备的研发已取得突
破性成果，而且原材料供应充足。我国碳纤维产业技术特点十分明显，技术多元化越来越受
到重视。在我国完整的碳纤维研发链条下的碳纤维工程化研发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吉林、
山东、江苏、山西、辽宁、安徽是我国传统的碳纤维工程化研发的基地。近年来，河北、上
海、陕西逐步成为新兴的碳纤维工程化研发基地，同时，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也积
极参与碳纤维的产业化建设。

碳纤维是由有机母体纤维在 1000℃-3000℃的高温、惰性气体环境下，
高温分解、碳化而成的含碳量 90%以上的无机高分子纤维。其力学、化
学、电学等性能优异，是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不可缺少的战略新型材料，
被誉为“黑色黄金”。
       碳纤维优异的性能

按照原材料来源划分，碳纤维主要可以分为聚丙烯腈（PAN)基碳纤
维、沥青基碳纤维、粘胶剂碳纤维以及酚醛基碳纤维。其中，PAN 基碳
纤维因生产工艺相对简单，工艺较成熟，产品力学性能好，成本较低，是
碳纤维的主打产品，约占全球碳纤维总产量的 90%。沥青基碳纤维是碳
纤维的第二大品种，产量约占全球 7%。
       PAN 基碳纤维占主导

       碳纤维产业链

全球 2015 年碳纤维市场 5.90 万吨规模，其中中国市场 1.10 万吨， 占据
18.6%的市场，对应 54.1 亿美元的产业链规模。随着中国每年新增 2000
余万辆传统汽车的轻量化需求，预计超过 500 万辆新能源电动车具
有碳纤维使用需求。另一方面，商用飞机的大力发展也将刺激碳纤维的 大量使用，再加上
碳纤维机器人、民用无人机领域需求，碳纤维市场近期将迎来井喷。预计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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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内碳纤维的需求将达 2.6 万吨，年均 增长速率约 18.8% 。我国碳纤维产业 2020
年将达到 128 亿美元市场规模。
       碳纤维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目前国内碳纤维企 业都以生产 T300 级和 T700 级为主，T800
级碳纤维实现了小批量试产， 但尚未完全实现产业化；MJ
系列高性能碳纤维仍处在关键制备技术推进 阶段。丝束类型上，产品主要集中在
3K、6K、12K 等较小丝束，对市场 前景更好的 24K
及更大丝束型号尚不具备相关技术。由于技术落后，产 品主要集中于低端系列。
       国内碳纤维产业产品与日本东丽差距较大

碳纤维的质量决定其应用领域，我国碳纤维技术相比海外仍有一定
差距，因此我国碳纤维市场率先发展的是对质量要求较低的体育产业。 2014
年大中华区碳纤维总需求 1.06 万吨，其中体育产业需求 0.61 万吨， 占比
58%。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比最高（29%）的航空航天市场，国内需求 占比仅为
3%，汽车、风电等国际上占比较高的市场在国内市场占比也严
重偏低。提高航空航天、汽车等高新技术领域碳纤维的需求将显著提高产业
链附加值。随着技术进步，我国碳纤维市场结构有待改善。
       我国碳纤维需求分布偏低端

我国虽然碳纤维企业数量 达到 30
余家，但总体产能过低，即使国内４家最大的碳纤维企业，其平 均产能也不足 3000
吨，最大单线名义产能仅 1000 吨。企业的单线产能，甚至整体产能仅为百吨级，少数企业
只有数十吨，远远达不到市场化应 用规模。 相比而言，国际最大的单线能力为 2700
吨/年，平均单线产能也达 到 1800
吨，其中日本最大３家企业的碳纤维产品占世界碳纤维市场近三
分之一规模，每家企业产能规模超过万吨，单线产能 1500-2000 吨。
       我国碳纤维单线产能低

我国碳纤维产量仅从 2007 年的 200 吨增 加到 2014 年的 3700 吨，不足设计产能的
20%。2007 年至 2014 年八年 期间，我国碳纤维产业累计产量仅 1. 23 万吨。
国内生产能力与美日及欧洲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差距。2014 年全球
碳纤维产量已达６万多吨 ，其中，日本控制着 70%以上的实际生产份额，
日本、美国和欧盟共同控制 80%的市场份额。
       中国碳纤维实际产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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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碳纤维市场发展现状及十三五投资价值分析报告
》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
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
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
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
政 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
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
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 券交
易所等，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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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按技术级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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