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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

—兼论新材料与新重庆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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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新材料的定义

为适应国民经济
、

科学技术与国防建设

发展的需要
，

满足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

要求
，

新近出现或研发出来的具有传统材料

无法 比拟或更为优异 的性能之各种新型材

料
，

均称为新材料，�

功能
。

新颖性—新材料与传统材料相 比
，

往

往具有更为新颖的化学组成
、

更为合理的组

织结构
、

更为出色的加工性能或更为适用的

色泽外形等
。

三
、

新材料的战略地位

二
、

新材料的特征

新材料一般具备以下五个特征
，

概括地

说
，

新材料通常具有
“
五性

” ，

即表征性
、

依托性
、

时间性
、

优能性
、

新颖性
�

表征性—新材料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

社会进步的结果
，

历史前进的必然
，

也是人

类文明的表征
。

依托性一一新材料通常是采用高新技术

研究与开发出来的
，

新材料来源于科技创新
。

时间性—新材料大多是新近出现与创制

出来的
。

优能性—新材料具有传统材料无法企

及
、

无法比拟或更为优异的综合性能与特殊

新材料是社会进步的先导
，

当代文明的

支柱
，

更是现代新技术革命的基础
。

新材料

包括新型功能材料与新型结构材料两大类

别
。

目前
，

以功能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的发

展水平
，

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大小

的主要标志
，

也是判断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现

代化程度 与生产力水平高低 的重要依据
。

“

谁掌握了新材料
，

谁就掌握了未来
” 。

所

以
，

世界各先进工业国均把大力研究和开发

新材料作为本 国 �� 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和

关键技术措施
。

四
、

新材料的有关背景资料

鉴于新材料的引人注 目的战略地位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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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均把大力研究和开发新

材料作为本 国 �� 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关

键技术措施
。

美国早在 ��年代
，

就在其公

布的国家关键技术报告中
，

将新材料列于六

大关键技术之首 � 在 �� 大项 目中
，

材料占 �

项
，

它们是
�
材料的合成与工艺

、

电子与光

学材料
、

陶瓷
、

复合材料
、

高性能金属材料

与合金
。

当时
，

美国政府在新材料研制方面

投人的资金就达 ����亿美元
。
日本科学技

术厅认为电子材料是 �� 世纪的支撑
，

对它

给予了格外的重视
，

并在其发表的今后 ��

年发展预测中列出了 ��� 项与电子材料有关

的研究课题
。
日本政府将

“
通用技术计划

”

中的 ���的资金
，

用于新材料的研究与开发

项 目
。

近年来
，

日本通产省在这方面的投资

已远远超过 �亿美元
。

欧洲共同体也制定了

相应的发展计划
，

先进材料技术是其中的九

大研究开发领域之一
，

其累积投资已超过

����亿欧元
，

占整个计划投资总额的 ����
。

其研究重点是高性能复合材料
、

稀土永磁材

料
、

铝合金材料及汽车用材料
。

我国政府对

新材料的研究开发亦高度重视
，

曾先后提出

了 《���计划》 与 《���计划 》 ，

新材料分别

为其中的 �个与 �个重点领域之一
。

在我国

近期实施的重大基础研究攀登计划中
，

�� 个

重大课题有 �个与材料有直接关系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研究课题
，

与材料有关

的约 占 ���
。

目前在 已建和在建的 巧�个重

点实验室中
，

有关材料工艺
、

组织
、

结构
、

表征与测试的有 �� 个
，

超过总数的 �乃
。

机技术
、

能源技术
、

空间技术
、

生物技术等

在内的一切高新技术存在
、

发展的物质与技

术基础
。

现在
，

从宇宙探索
、

海洋开发到国防建

设
、

工农业生产 � 从航天航空
、

交通运输到

卫星通讯
、

地质勘探 � 从环境保护
、

灾情预

报到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每一项现代科学研

究 � 从生产过程检测与控制到人民群众的 日

常生活等
，

几乎都离不开新材料和新材料的

应用技术
。

可以说
，

当今世界
，

新材料已经

渗入了新技术革命的所有领域
，

涉及了国民

经济的每个部门
，

进人了大众生活的各个方

面
。

可见
，

研究
、

开发
、

应用新材料并加速

其发展
，

实在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

信息

时代的客观需要
。

六
、

新材料与功自蹦隅
、

仪表功育饰咪哟关系

五
、

新材料研发的重要意义及其应用领域

在新材料的研究开发中约占���的是功

能材料
。

功能材料是那些具有优良的电学
、

磁学
、

光学
、

热学
、

声学
、

化学
、

力学和生

物医学功能及其相互转化功能
，

并被用于非

结构 目的的高新技术材料
。

这些材料在系

统
、

整机与器件中能够完成或实现对能量与

信息的发射
、

吸收
、

感知
、

采集
、

转换
、

传

输
、

处理和存储等功能
。

仪表功能材料是高

性能功能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是信息产

业的源头
，

也是仪器仪表工业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

我国著名科学家早就

指出
� “

有什么样的功能材料和元件
，

就可

能出现什么样的仪器仪表
” 。

新材料不仅是现代国防的坚强支撑
，

先

进武器的有力保证
、

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

而且是国民经济与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中一切

现代装备和系统的核心与中枢
。

它不但是现

代信息产业与未来信息时代的坚实依托
，

同

时也是包括传感器技术
、

微电子技术
、

计算

七
、

新材料的分类

新材料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至今

尚无定论
，

国家亦未出台相关的标准
。

不过
，

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

仍然可将

新材料按不同的方法分类
。

常见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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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几种
�

�
�

按材料的性能特征与实际应用分类
�

这时
，

新材料可分为新型功能材料与新

型结构材料两大类别
，

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

�
�

按材料的材质分类
�

按材料的材质分类 �其本质是材料的化

学健不同�
，

新材料可分为
�
金属材料

、

无

机非金属材料
、

有机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

四大类
。

�
�

按材料的功能分类
�

按材料的功能的不同
，

上述四大类材料

又可分为九类
，

例如
，

金属材料就可分为金

属电功能材料
、

金属磁功能材料
、

金属热功

能材料
、

金属力功能材料
、

金属光功能材

料
、

金属声功能材料
、

金属化学功能材料
、

金属生物医学功能材料和金属核功能材料
。

其余三大类材料亦可按此方法又分为相应

的九类
。

�
�

按材料的服役领域分类
�

按材料的服役领域的不同
，

新材料又可

分为
�

传感器材料
、

计算机材料
、

光学材

料
、

生物医学材料
、

仪器仪表材料
、

电子材

料
、

电讯材料
、

电工材料
、

屏蔽材料
、

原子

能材料
、

太阳能材料和储氢材料等
。

�
�

按材料的形态与结构分类

按材料的形态与结构的不同
，

新材料又

可分为
�

薄膜材料
、

超微细材料
、

纤维材

料
、

多孔材料
、

无气孔材料
、

复合材料
、

多

层材料与非晶材料
、

纳米材料
、

弥散强化材

料等
。

�
，

按材料的其它特征分类
。

一
。

因此
，

材料
，

特别是新材料
，

目前正受

到 了世界各 国
，

尤其是先进 国家的高度重

视 � 得到了全球科学家的特别青睐
。

这是理

所当然的
。

如果不究新材料的分类学
，

我们

发现
，

当前世界新材料的研究热点主要在以

下一些领域
�

电子信息材料
、

新能源材料
、

纳米材

料
、

智能材料
、

超导材料
、

先进陶瓷材料
、

生态环境材料
、

新型磁性材料
、

功能高分子

材料
、

生物医用材料
、

新型光学与光电子材

料
、

新型半导体材料
、

新型微电子材料
、

薄

膜材料
、

新型化学化工材料
、

先进复合材

料
、

高性能结构材料
、

以及新型建筑材料

等
。

九
、

新材料与新重庆

八
、

新材料当前的研究热点

材料不仅是当前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三大

支柱 �材料
、

信息
、

能源�之一
。

而且又与

信息技术
、

生物技术一起构成了二十一世纪

世界最重要和最具发展潜力的三大领域之

“
加大新材料投人力度

，

加快新重庆建

设步伐
” � “

着力研发新材料
，

加速发展新

重庆
” 。

这两句话将新材料与新重庆之间的

关系作了高度的概括
。

新材料不但因其重要

战略地位
，

将对重庆的发展与未来产生巨大

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

同时新材料产业 自身

亦是西部地区和直辖市重庆的一个新的经济

增长点
。

因此
，

如何面对新材料
，

如何面对

新材料产业
，

如何加速新材料 的研究与开

发
，

是摆在决策层
，

特别是重庆市委
、

市府

领导面前的一项事关重庆的现在与未来的重

大课题
。

如何发展新材料科学与产业
，

取决

于以下四个方面问题的解决
�

�
�

广大市民
，

特别是市级决策层对新材

料的了解与认识程度 �

�
�

市委市府
、

市科委对新材料研发的重视

程度
，

特别是有关政策支持与经费投人力度 �

�
�

材料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精神
、

拼搏精

神
、

团队精神及其发挥 �

�
�

新材料的科研成果与新产品开发成果

的推广应用
。

姻沙之般夕单�君歹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