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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dii.gd.gov.cn/gkmlpt/content/3/3096/post_3096939.html#906） 

 

附錄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先进材料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粤工信材料〔2020〕115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发展先进材料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已经省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请径向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反映。 

 

附件:广东省发展先进材料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9 月 25 日 

 

 

 

 

 

 

 

 

 

 

 

 

 

 

 

 

 

http://gdii.gd.gov.cn/gkmlpt/content/3/3096/post_3096939.html#906


2 
 

附件: 

 

广东省发展先进材料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为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制造强省建设的工作部署,加快发展先进材料战略性支柱产

业集群,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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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府函〔2020〕82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情况 

(一)发展现状。 

本行动计划界定的范围包含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8 大类 25 中类中的 93 小类。先进材料(含建筑材料、绿

色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稀土材料)产业是我省的重要产业,2019 年全省先进材料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达 21540 亿元,工业增加值 5089 亿元,占全省工业主营业务的 15%,成为支撑我省经济

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据统计,2019 年全省建筑材料中水泥产量 1.67 亿吨,全国占比 7.1%,居全

国首位;建筑陶瓷产量 21.3 亿平方米,全国占比 21%,全国排名第二;卫生陶瓷产量 5039.8 万件,全

国占比 23%,全国排名第二;平板玻璃产量 9997.96 万重量箱,全国占比 10.8%,全国排名第三。钢

材产量 4510.45 万吨,全国占比 3.7%。铝材产量 470.48 万吨,全国占比 9%,全国排名第三。化工材

料中塑料制品产量 1339.11 万吨,全国占比 16.4%,居全国首位;合成橡胶产量 75.7 万吨,全国占比

10.3%,全国排名第四;初级形态塑料产量 654.1 万吨,全国占比 6.8%。 

目前我省先进材料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稳步提升,呈现规模化、绿色化、高端化、智能

化的发展趋势,省内已初步形成广州、深圳、珠海、佛山、韶关、河源、梅州、惠州、东莞、中

山、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云浮等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其中绿色高性能水泥、装配

式建材、高端建筑陶瓷、特种玻璃(电子玻璃等)、铝材(铝型材等)、铜材(铜箔等)、稀土发光材

料、磁性材料、高性能树脂、涂料及胶粘剂、塑胶材料及制品、高端电子化学品、电子陶瓷等

领域产品技术水平和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二)存在问题。 

一是产业布局有待进一步完善,近年由于产业政策和节能环保政策的调整,原有产业格局

和产业链受到影响,新的产业布局和产业链还不够完善。二是关键核心技术水平和高端产品有

待进一步提高,部分关键原材料、核心工艺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等受制于人,自动化和智能

化技术装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传统产品占比较大,高端产品较少。三是骨干企

业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品牌质量优势不明显。四是产业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

和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增强,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五是绿色发展

有待进一步提升,绿色制造体系不健全,“三废”综合处置管理体系不完善,主要产品平均能耗和

固废资源综合利用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三)优势与挑战。 

1.三大优势。一是产业基础优势。我省先进材料产业基础雄厚,绿色高性能建筑材料、化

工材料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绿色钢铁和有色金属产业均为央企在我省布局,新兴产业聚集,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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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产业发展迅猛。二是区位和政策优势。我省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地理环境优势明显,同时,为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产业发展带来资金和人才聚集,供应链和物流

优势突出。三是市场应用优势。市场主体多,需求量大,应用前沿。 

2.三大挑战。一是成本上涨。资源短缺和环保要求趋严导致原材料和环保治理成本上涨,

工资水平上涨导致人工成本上涨。二是竞争加剧。随着国内市场开放,国外先进材料企业及产品

不断进入,我省自主品牌产业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三是技术壁垒趋严。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运

用标准、专利等技术壁垒手段保护其国内市场,对我省先进材料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带来更加严

峻的挑战。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我省先进材料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再上新台阶,综合实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

增强,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明显提升,全省形成 1 个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28000 亿元以上、工业增加

值达 6475 亿元的先进材料产业集群,迈入世界级先进材料产业集群行列。 

(一)产业布局更加完善。到 2025 年,我省先进材料产业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韶关、

河源、梅州、惠州、东莞、中山、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云浮等地形成若干个具有

核心竞争力和特色优势的区域产业集群,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二)关键技术水平和高端产品稳步提升。到 2025 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得到有

效突破和推广应用,应用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线明显增多,主要产业技术装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引领产业发展的高端产品。 

(三)骨干企业竞争力增强。到 2025 年,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行业领军

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创新引领作用的独角兽企业、细分行业领域“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

企业。 

(四)产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到 2025 年,形成集前沿和共性技术研发及新产品开发为一体

的多方协作创新体系,培育一批技术精湛、结构合理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建成一批综合型服务型

研发平台。围绕“新基建”应用,提升新材料研发。打造形成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集群。重点龙

头企业科技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 5%以上。 

(五)绿色发展全面推进。到 2025 年,形成绿色、安全、有保障的原料供给体系、国内领先

的绿色制造体系和“三废”综合处置管理体系。主要产品平均能耗指标和固废资源综合利用质

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创建一批示范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 

三、重点任务 

(一)优化产业布局,打造特色优势明显的区域产业集群。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为契机,推进

珠三角核心区高端先进材料产业带,带动粤东粤西粤北协同发展,打造一批规模大、实力强、主

业突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区域产业集群。(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

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 1 以龙头骨干企业为依托,推进特色优势区域产业集群建设 

1.佛山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充分利用产业集聚的优势,着力推动以高端建筑卫

生陶瓷为主的建筑材料,以高端不锈钢材料为主的绿色钢铁材料,以铝加工材、铜加

工材、再生有色金属、有色金属铸件为主的有色金属材料,以塑料、涂料为主的化

工材料的协同发展,打造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6000 亿元的先进材料综合型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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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建设纳米科技核心研发区、中试孵化区等核心功

能区,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纳米创新集群”,形成纳米技术产业集聚区和辐射效应

圈。充分利用广汽集团、广汽本田、广汽丰田、花都汽车产业基地的区域优势,以

及新兴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发展先进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合金材料,打造

形成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5000 亿元的先进材料产业集群。 

3.深莞惠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利用大亚湾石化基地原料延伸产业链,充分发挥

新兴产业发展优势,以惠州新材料产业园、东莞立沙岛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及龙头企

业等为依托,重点发展以高性能塑胶制品为主的化工材料,以高端电子化学品、电子

陶瓷和电子玻璃为主的电子材料,形成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4500 亿元的先进材料产

业集群。 

4.珠海化工材料产业集群。充分发挥珠海高栏港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及港口交

通优势,以万华化学特种聚氨酯、利安隆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金发科技可降解

塑料、台湾见龙集团聚苯乙烯、台湾大东树脂光阻干膜、香港理文新材料氟材料、

韩国易安爱富、德国欧宝迪水性涂料等重点项目为依托,大力发展功能高分子材料

产业,打造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2000 亿元的化工材料产业集群。 

5.阳江合金材料和新型建材产业集群。以龙头骨干企业为依托,分别推动以高

端不锈钢、建筑用钢、铝合金板材为主的合金原材料,以绿色水泥、节能玻璃、新

型陶瓷为主的建筑原材料的协同发展,打造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2000 亿元的合金材

料和新型建材产业集群。 

6.云浮石材和优特钢产业集群。以原材料、制造、国内外市场优势为依托,全

产业链发展模式为引领,发展高端石材产业。以金晟兰公司及东海钢铁公司等短流

程企业为龙头建设云浮钢铁基地,重点发展优特钢、精品钢产业。打造年主营业务

收入达 2000 亿元的石材和优特钢产业集群。 

7.肇庆建材和铝合金加工材产业集群。充分利用地域原材料和建材产业集聚

优势,重点发展高端建筑陶瓷、绿色水泥等建材产业;充分利用再生铝回收重熔以及

有色金属铸件与铝加工产业集聚的优势,重点发展铝型材、有色金属铸件等有色金

属产业,形成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500 亿元的建材和铝合金加工材产业集群。 

8.清远建材和有色金属产业集群。充分利用地域原材料集聚园区的优势,重点

发展绿色水泥、高端建筑陶瓷等建材产业,铜、铝等再生有色金属回收重熔以及有

色金属铸件、铜加工材、铝加工材等有色金属产业,打造形成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200 亿元的建材和有色金属产业集群。 

9.河梅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充分利用河源、梅州地区产业集聚优势,依托龙头

骨干企业、重大产业项目,着力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建材产业、铜箔产业、稀土功能

材料、功能钢材产业,超硬新材料、特色高端硬质合金制品及配套装备产业的协同

发展。打造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1200 亿元的先进材料产业集群。 

10.韶关绿色钢铁和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以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为龙头,建设绿色钢铁产业链;充分利用地域铅锌铜、稀土和钨等有色金属矿山资源

集聚以及铝加工材优势,重点发展有色金属产业,形成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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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钢铁和有色金属产业集群。 

11.中山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依托龙头骨干企业,重点发展光伏、新型显示用

有色金属和稀土材料,新能源、节能电机用特种金属材料,家电用塑胶、化学涂料、

先进膜材料等化工材料,打造形成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0 亿元的先进材料产业集

群。 

12.湛江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依托宝钢湛江钢铁项目,形成千万吨钢材生产能

力和百万吨级超高强钢生产能力;依托巴斯夫(广东)一体化项目,建设以化工新材

料、合成材料、有机原料和专用与精细化学品为主体的高端化工材料基地;依托华

润水泥集团 PC 生产制造工厂和装配式建筑研发中心,建设装配式建材基地。打造

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0 亿元的先进材料产业集群。 

13.茂名绿色化工和非金属材料产业集群。依托东华能源为首的丙烷脱氢制

丙烯项目,建设绿色化工和氢能源产业链,重点发展聚焦碳纤维、3D 打印、氢能产

业;充分利用茂名全国特大型高岭土矿产资源优势,以龙头企业及大型央企为依托,

重点发展造纸涂料、建筑涂料、石油催化剂载体、精细陶瓷及石英砂系列产品为

主的非金属材料。打造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0 亿元的绿色化工和非金属材料产业

集群。 

(二)突破关键技术,发展新型高端化产品。鼓励龙头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加快突破

关键原材料、核心工艺、装备、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着重解决产业“卡脖子”问

题。依托自主创新能力强和带动作用大的骨干企业,建设一批先进材料智能制造产业示范基地,

鼓励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装备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探索构建高效协同的智能制造生态体

系。促进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基建”产业技

术创新基础设施在先进材料全产业链集成运用,推动先进材料制造模式变革和工业转型升级,重

点支持高端化、功能化、绿色化、节能降耗新产品开发。(省科技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实施质量品牌战略,增强骨干企业核心竞争力。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培育和

争创优质品牌,不断提高竞争力,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推动企业实施首席质量官制度,弘扬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鼓励企业应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加强全过程质量管理,推进质量追溯体系建

设。培育具有创新引领作用、代表新经济发展的“独角兽”企业,打造行业领域“单项冠军”和

“专精特新”企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商务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完善创新体系,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政产学研协同

创新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创新要素配置导向作用,加速成果产业化。鼓

励规模以上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多方合作建设联合实验室。加强先

进材料产业化工艺创新,开发高端制备装备。加快支撑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产

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关键技术领域创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创新主体开展

高价值专利培育和知识产权储备运营。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提升行业创新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和质量水平。(省科技厅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市场监管局、地方金

融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注重环保节能,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引导先进材料产业绿色发展,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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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耗能设备节能改造及更新。加大“三废”处置先进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的应用,鼓励固体

废弃物的资源化开发利用。推广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

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深化开放交流,提升国际合作水平。利用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区位优势及依托

我省对外开放水平高的基础,进一步加大“引进来”和“走出去”步伐,拓宽合作模式,提升国际

合作的水平和层次,突破技术及贸易壁垒,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支持龙头企业在国外建立新产

能,加强海外营销网络建设,扩大广东先进材料产品在海外市场占有率。(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重点工程 

(一)龙头骨干企业培育工程。建立龙头骨干企业培育库,实行分级培育,构建省市区联动、

分级培育的工作联动机制,积极将龙头企业培育成世界级企业。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加大兼并

重组和向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

骨干企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新材料技术和标准化提升工程。实施技术攻关,组织开展先进材料产业新材料产品、

重点产品技术分析,引导与国际领先产品的对比研究,找准短板,加强基础技术研究,突破关键共

性技术,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特色优势的新材料产品和高端产品。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抢

占制高点,引领产业发展,鼓励企事业单位主导和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鼓励行业协会、企业积极制定和推广实施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先进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鼓励龙头骨干企业、有关单位和专家承担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职务。支持引进国际技术标准

组织分支机构和国际标准化专家,开展国际标准化合作与研究,打造一批湾区标准。(省科技厅牵

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智能化推广工程。以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为主要方向,引导集群企业广泛应用新技

术、新设备、新工艺提升资源配置、工艺优化和过程控制等的智能化水平,推进智能车间、智能

工厂和智慧园区建设。构建面向产业集群、全业务链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体系。(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牵头,省科技厅、应急管理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加快培育建设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重点实验室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积极推动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国家新材料生产

应用示范平台、中国纳米谷等产业综合性载体建设。发挥省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的支撑作用,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工程,产业链上中下游联合攻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学研合作,

组成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共同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应用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突破国外相关

领域的技术垄断。提升先进材料产业发明专利申请质量,助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专利精准布局。

(省科技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应急管理厅、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绿色安全发展工程。引导集群企业积极开发与推广节能降耗新技术,加快绿色智能装

备的改造升级。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强化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

色产品设计、绿色供应链、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等工程建设。加强安全生产培训,完

善消防、应急等设施,建立安全系统平台,推动信息共享,夯实安全基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

省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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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放交流协作工程。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新发展机遇,重点引进先进材料产业链关

键环节具有核心技术的国际知名企业,到我省设立制造基地,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和实验室。吸引

境外知名产学研机构在集群设立全球性或区域性研发中心,促进国际先进技术成果转移,提升企

业国际化发展能力。(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依托广东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机制,统筹推进先进材料产业发展

的各项工作,研究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推动成立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促进机构,承担产业

集群大数据建设、沟通交流、监督激励、协调管理、国际合作等工作任务,引导先进材料产业规

范有序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

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政策支持。省市结合财力统筹安排现有财政资金支持集群建设,发挥财政资金杠

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在项目审批立项、资金筹措等方面给

予支持。支持老区、苏区发展先进材料产业。在符合产业政策前提下,各市在用地计划指标安排

中予以倾斜支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作,加大对先进材料产业相关公共服务平台(如产业

大数据平台、产品质量检测平台)建设和具有公益属性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财政厅、商务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

设厅、生态环境厅、市场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省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为先进材料及相关企业开

展项目建设、环评、融资等提供便利高效服务,努力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的发展环境。加强舆

论宣传引导,广泛宣传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意义、目标和举措。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工匠精神,对集群发展较好的地市予以通报表扬,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营造全社会支持培育先

进材料产业集群的良好氛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财政厅、自然

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

责)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材料专业学科建设,开展重点人才培养,依托重点高校、研究

机构等创新载体,推动材料领域高端人才及团队的引进和聚集,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鼓励骨

干企业与高等院校开展协同育人。(省教育厅牵头,省科技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职责分工

负责) 

(五)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学会等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协调组建行业交流及跨界协作平台,提升数据统计、调研分析、

成果评价、技术指导、标准培训能力,及时掌握产业动态,有效应对产业变化;协调推进产业链协

同创新,促进关键装备、材料和核心技术整体提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民

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管局、统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