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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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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打破国
外垄断的新材料技术，赋予

“福建制造”新的含义。
11日，上杭县紫金佳博

生产车间内，身着防尘服的
技术人员将一颗黄豆大小的
金属粒，拉伸至 500米的长
度，并均匀地布置缠绕。经
过配方熔炼、拉丝、退火、绕
丝、检测、包装等工艺，把特
殊配方的黄金加工至直径达
到微米级别的键合金丝，这
是紫金佳博的“冠军产品”。

在袖珍显微镜下，当一
张拇指盖大小的芯片被放
大到 5~200倍观看，人们就
能清楚地看到，围绕芯片的
四周，是一条又一条金丝，
数量达上百条。金丝将芯
片上的引脚连接到芯片外

壳上的引脚。
“这就是半导体键合金

丝封装产品，如果把芯片内
部的线路比作毛细血管，那
么键合金丝就是连接心脏和
各个器官的‘血管’。”上杭县
紫金佳博电子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范传勇说，
键合金丝的线径最细可达8
微米。背靠全球头部矿企紫
金矿业，紫金佳博手中的“金
豆”黄金纯度达到99.9996%
以上，“对芯片封装来说，这
种纯度的键合金丝，性能更
好、质量更稳定”。

眼下，更多“国之大材”
向新而行。

早在 2000 年初，随着
国内光电子行业兴起，福建
涌现出一批光学镜头生产
企业。但他们所需要的上
游 PVD镀膜材料则依赖进
口。瞄准市场的商机，经
过充分调研后，董事长陈
钦忠于 2002年创办了阿石

创公司。
阿石创潜心攻关，经过

多年自主研发，掌握了PVD
镀膜材料制备的多项核心关
键技术。阿石创主营产品可
分为溅射靶材、蒸镀材料与
镀膜配件三大产品线，主要
应用于光学光通信、平板显
示、半导体、LED芯片、装饰
镀膜、光伏太阳能等领域。

2017年9月26日，阿石
创 成 功 登 陆 A 股 市 场 。
2023年，阿石创自主研发生
产的钼靶材全球市场占有
率28.6%、排名第一。

专注，让更多的福建企
业脱颖而出，并在国内外市
场占有一席之地。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 2023年，福建
现有新材料领域工业龙头
企业超 29 家，产值 50 亿元
以上的超15家，国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26家以上，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超57家，专
精特新企业超165家。

聚焦专精特新 炼就“国之大材”
福建一批打破国外垄断的新材料技术，赋予“福建制造”新的含义

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
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
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
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一代材料，一代创新”。中国新材料产业进入发展加速期，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
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有望破10万亿元大关。当下，新材料产业助力千行百业走向未
来。福建新材料产业的发展现状如何？企业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为此，记者走访
福州、厦门、龙岩等地，探寻一批成长中的新材料企业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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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国产化替代的思
路来看，以往坐着“冷板凳”
的新材料终于火了。“0~1”
之后，如何迈向“1~N”？

阿石创注重研发团队
建设，拥有一支涵盖材料、
物理、化学、电子信息等学
科领域的研发队伍，为技
术迭代和拓展新的应用领
域做足技术储备。目前，
阿石创同省内京东方等光
电龙头企业建立了产业链
上下游协作和采购供应关
系，并形成了良好的创新
互动，共同推动行业技术
创新发展。陈钦忠表示，
PVD镀膜材料市场前景光
明，未来，阿石创将继续瞄
准新能源等热门产业赛
道，拓展 PVD镀膜技术的
应用，致力成为全球一流
的PVD镀膜方案提供商。

“补链强链”也是新材
料产业发展的关键词。

如何打通新材料成果
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厦
门凯纳用自身的成功案例
印证了加强科研成果中试
孵化的重要性。厦门凯纳
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方崇卿说，“要发展
新质生产力，关键还得靠
核心技术，要把技术做深，
把产品做专，走专精特新
的创新之路。”

厦门凯纳得益于在石
墨烯等碳材料领域的长期
技术沉淀和积累，在一维
碳纳米材料——碳纳米管
方面也开始进行产业化。
目前厦门凯纳开发的单壁
碳纳米管技术已经成熟，
这是碳材料行业最领先的
技术之一。

福建省对新材料产业
发展目标十分清晰：力争
到2026年全省新材料产业
产值超7000亿元。为此出
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2021 年，福建出台了
新材料专项惠企政策。政
策实施 3 年来，引导支持
19家重点新材料生产企业
撬动近 30 亿元的应用市
场。围绕“降低企业受益
门槛”“设立梯度奖励标
准”“新增支持新材料创新
迭代内容”等，巩固新材料
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

根据福建相关规划，到
2026年，全省产值100亿元
以上新材料企业力争超10
家，培育300家以上专精特
新企业、70 家以上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和30家以
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采用无国家标准的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0~
1”的原始创新，跑在全球
的前列，这样独特的企业
都经历过什么？

2004 年，科学家从石
墨中分离出单层石墨薄片，
被称为石墨烯。经研究，这
种“只有一个碳原子厚的石
墨薄片”，是目前世界上最
薄、传导电子速度最快、同
厚度最坚硬的新型材料。
简言之，是导热、导电性最
强的新型纳米材料。

这一年，在厦门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1980级校友
毕业 20周年同学会上，后
来的凯纳公司创始人、董
事长赵立平得知曾经的

“上下铺兄弟”、在华侨大
学任教的陈国华教授在低
维石墨材料研究上造诣颇
深，马上萌生了共同研发
石墨烯新材料的想法。

2006 年，双方签订了
为期 20年的合约，一切从
零开始。凭着对新材料的
那一份热情和执着，团队

最终成功研发出物理法制
备石墨烯粉体的技术。
2010 年 5 月，厦门凯纳石
墨烯公司取得营业执照。

2010年6月，凯纳公司
发布了第一个石墨烯行业
的企业标准，将少于 10层
碳原子的薄片定义为“石墨
烯”，将 10层碳原子到 100
纳米厚度的石墨薄片定义
为“石墨烯微片”，这成为后
来石墨烯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的雏形。

厦门凯纳实验室研发
出的石墨烯，彼时的价格1
克高达5000元。由于比黄
金贵了 10多倍，被市场称
作“黑金”。如今，凯纳已成
为国内石墨烯粉体产业化
规模第一的企业，参与多项
石墨烯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制定，并拥有石墨烯粉体
价格制定的行业地位。据
中关村华清石墨烯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统计，凯纳公司
的主导产品石墨烯粉体市
场占有率连续 3 年超过
50%，稳居业内第一。

“0~1”，这样的故事在
福建多地一直在上演。

制作“中国芯”，是福
建晶旭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的愿景，也是公司创始
人王孟源回到家乡龙岩市
上杭县创业的初心。

在龙岩市上杭县，福建
晶旭“基于氧化镓压电薄膜
新材料的高频滤波器芯片
生产项目”正在推进中。公
司发展部负责人简海荣向
记者展示了一个普通DVD
碟片大小的圆片，上面覆盖
着一层明晃晃的薄膜。“利
用氧化镓的材料特性，可制
成超高功率电子器件产
品。这个‘圆片’制作成通
信滤波芯片，未来有望支持
8G甚至10G网络通信。”

这个圆片，是一种第
四代半导体材料——氧化
镓外延片，可广泛用于 5G
高频滤波器、智能物联、精
确定位等领域。

这不仅是颠覆性技
术，更是“可改变游戏规
则”的前沿技术。

始终坚守 以专注铸专长

不断探索“0~1”的夺冠路

攥指成拳 迈向“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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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风险隐患 防御台风“格美”
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早晨在福建省中部到浙江中部沿海

登陆，强度可能达到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级

“开车”逛超市
市民争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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