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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基本面：周期磨底，行业产能扩张增速放缓，内卷式竞争及价格战有望

缓解。2021-2023年，国内化学原料及制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

长 15.7%、18.8%以及 13.4%；2024年 1-11月累计同比增长 10%，目前仍处

于新一轮化工产能释放期，但扩产增速有所放缓，行业盈利能力承压。2024

年行业整体利润率维持在 3%-5%之间，处于历史底部水平，当前仍处于磨底

阶段。2024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5年要抓好多项重点任务

其中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伴随着“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进程，

有望建立规范的行业秩序，供给端格局有望改善，盈利水平或将修复。

 投资建议：从长周期来看，化工材料行业将面临新的变革周期，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能源转型加速，由化石能源向可持续能源转型发展；

2）AI智能化及合成生物学开始渗透，由传统化工转向“新化工”；3）绿色

循环低碳将构成核心竞争力，全球化工竞争格局有望重塑。新材料将会在变

革周期中承担重要角色，朝着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迈进，我们建议关注

供给格局改善板块，重视“泛科技”新质生产力及产业升级驱动下的新兴市

场机会。1）供需格局改善的板块，包括维生素及风电产业链材料；2）新质

生产力受益方向，包括合成生物学、SAF（可持续航空燃料）、特种涂料、半

导体材料、人形机器人产业链。

 维生素：巴斯夫装置复产影响有限，维生素 E价格有望维持高位。我们

观察到 2023年德国维生素 E进口量较 2006年增长近两倍，而其余维生素进

口量变化不大，考虑需求增量有限，故进口量大幅增长原因或在于巴斯夫维

生素 E生产装置长期老化，实际产量或远低于名义产能宣称的 4万吨，未来

海外维生素 E仍将依赖进口，复产影响有限，建议关注新和成、浙江医药、

安迪苏、天新药业。

 新能源材料：十四五收官之年，规范秩序破除内卷，政策驱动预期向好。

“十四五”期间风电需求稳步增，24 年 1-11月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7.28%；

2024Q1-Q3 风电公开招标 119.1GW，同比增长 93%。2025 年全年将新增风

电光伏装机约 2亿千瓦，风电需求确定性较高；供给端看，风电整机企业联

合签署《自律公约》，供给格局或将改善，风电整机价格有望企稳回升，建

议关注风电产业链材料公司，包括时代新材、麦加芯彩。

 生物制造：生物制造推动传统化工产业转向“新化工”，向着绿色低碳、

安全性高、可持续发展模式发展是长期趋势，从而带动产业链结构优化，重

生物技术以及生物基材料对传统技术和石化基材料的替代，关注合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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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SAF 需求放量机遇。当前合成生物产业仍处于生命周期早期，产品型公

司更易成长，选品能力对短期财务业绩产生关键性影响，建议关注合成生物

学领域公司华恒生物、梅花生物、凯赛生物、蓝晓科技、圣泉集团。SAF：

欧盟要求 2025年 SAF强制掺混比例达到 2%，欧洲需求量有望达 137万吨，

建议关注 SAF 企业嘉澳环保，UCO（SAF 上游原材料）企业山高环能。

 特种涂料：世界局势复杂多变，重视战略材料自主可控，隐身涂代表国

家军事科技实力。截至 2024年底，美国现役战斗机 2679架，占全球在役战

斗机总数的 19%；我国为 1583架，占比 11%。从战斗机代际看，美国四代

机和五代机，占比分别 25%、27%，相比之下，中国隐身战机数量仍有提升

空间。隐身材料作为关键武器装备的核心部件，增量需求广阔，建议关注华

秦科技、佳驰科技。

 半导体材料：消费电子复苏+AI+国产替代，关注半导体材料领域机遇。

2024 年，AI 应用扩散到消费终端，受益于 AI 推动的换代升级，2024 年消

费电子市场稳步增长，预计全年市场规模 19772亿元，同比增长 2.97%。目

前半导体材料进口依存度仍然高，电子气体、光刻胶等多个核心产品国产化

率不足 20%，仍有进口替代提升空间。OCA 光学胶板块建议关注斯迪克；

电镀液及光刻胶板块建议关注艾森股份。

 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产业趋势明显，轻量化需求有望拉动上游材料扩容。

PEEK材料可用于制造人形机器人的关节、四肢、躯体及骨架，相比于金属

材料可减重 40%，同时保持足够的强度和刚性，满足机器人的负载和灵活性

需求。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国内 2025年 PEEK材料市场规模将达到 21亿元，

同比增长 10.53%，建议关注 DFBP（PEEK合成单体）生产商中欣氟材、PEEK

材料制造商中研股份。

风险提示：下游行业景气度波动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市场竞争格局

加剧风险；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技术泄密风险；在建项目进度不及预期风险；

客户认证进度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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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4年新材料市场回顾

1.1 市场表现及估值情况

2024年万得新材料指数波动较大，整体表现承压。截止 2024年 12月 27日，万得新材料

指数跑输上证指数 10.6%。从行业横向对比来看，银行以 34.23%的涨幅位居第一，在申万一

级行业中，新材料行业涨幅排名第 21位，涨幅为 3.29%。2024年新材料指数市场表现波动较

大，前三季度呈现波动向下的趋势，四季度在政策利好推动下，市场情绪转暖，市场风险偏好

提升带动新材料指数大幅拉升。

图 1：2024年初至今新材料指数行情走势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12月 27日）

图 2：新材料指数与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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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下游领域分散，各细分领域表现分化。分板块表现看，半导体材料＞碳纤维＞电

子化学品＞可降解塑料＞有机硅。半导体材料上涨 11.57%，碳纤维上涨 8.90%，电子化学品

上涨 7.67%，可降解塑料上涨 3.14%，有机硅上涨 1.13%；下跌的细分领域有，锂电化学品

下跌 9.67%，工业气体下跌 15.35%，OLED材料下跌 20.26%，膜材料跌幅最大，为 27.95%。

图 3：2024年新材料行业各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近一年新材料行业估值波动较大，2024年 9月 24日之后估值水平大幅提升，目前行业估

值水平处于历史较高位置。2024年前三季度，市场风险偏好较低，流动性较差，新材料指数

估值中枢下杀。9月 24日之后，在政策利好推动下，市场情绪转暖，市场风险偏好以及活跃

度提升，偏成长型小市值的新材料行业估值大幅提升。截至 2024年 12月 27日，新材料行业

市盈率（TTM，中值）为 38.51，在申万一级行业之中，新材料行业市盈率排名为第 7位，市

盈率分位数处于近三年 89%水平。



行业研究/行业年度策略

请务必阅读最后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8

图 4：新材料与申万一级行业市盈率 图 5：新材料子行业市盈率和近三年分位数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6：新材料指数走势及估值分位数情况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1.2 基本面：需求温和修复，政策推动供给格局优化

化工新材料板块下游需求与宏观经济表现密切相关，内需温和复苏，海外需求修复但需

关注贸易摩擦。2024年 12月，国内 PMI指数为 50.1，位于荣枯线以上；房地产销售预期有所

改善，但高频数据仍承压。2024年 1-11月，国内房屋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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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23%、26%和 14%。基建层面，2024年 1-11月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累计同比增长 9.4%；制造业投资受设备更新政策带动，累计同比增长 9.3%。消费方面，2024

年 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 3.5%。

外需层面，海外经济景气度修复，关注反倾销事件进程。OECD领先指标显示欧美经济体

景气度持续回升；2024年 10月，美国制造业新订单数据显示消费品新订单同比增长 2%，汽

车零部件新订单同比增长 5%。库存方面，美国制造业库存及耐用消费品库存去化接近拐点，

日本仍处于去库阶段。出口层面，2024年 1-11月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出口交货值累

计同比增长 2.2%；化纤出口交货值累计同比增长 9.1%。外需有望为 2025年国内终端产品出

口提供一定支撑，但需关注反倾销事件进程，2024年 5月，欧盟发起了针对原产于中国的赖

氨酸反倾销调查，受此影响，2024年欧洲各国进口中国赖氨酸数量显著增长以提前备货，2024

年 1-9月丹麦、德国、意大利、英国进口量累计同比增长 53%、11%、47%、22%；2024年 10

月 31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氯化胆碱启动反倾销程序。

图 7：国内 PMI情况 图 8：地产新开工、竣工和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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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基建、制造业、地产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图 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1：主要经济体 OECD领先指标 图 12：美日制造业库存情况

资料来源：OECD，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日本经济产业省，

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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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美国制造业主要行业新订单（亿美元）情况 图 14：美国零售业库存情况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Wind，山西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Wind，山西证券研究

所

图 15：2024年以来欧洲进口中国赖氨酸数量显著增长（单位：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山西证券研究所

供给层面，行业产能扩张增速放缓，内卷式竞争及价格战有望缓解。根据 Wind 数据，

2021-2023年，国内化学原料及制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 15.7%、18.8%以及 13.4%。

2024年，国内化学原料及制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 8.6%。自 2021年起化工产业

投资回暖，化工项目建设通常需要 2-3年，目前仍处于新一轮化工产能释放期，资本开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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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行业扩产增速有所放缓。伴随着产能释放，化工及材料行业盈利能力承压。从盈利能力来

看，2024年行业整体利润率维持在 3%-5%之间，处于历史底部水平，2024年 2月之后，利润

率触底回升，2024年 11月化学原料及制品利润率为 4.6%，较 10月提升 0.1%，当前仍处于磨

底阶段。2024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2025年要抓好多项重点任务其中

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伴随着“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

进程，有望建立规范的行业秩序，行业供给端格局有望得到改善，行业盈利水平或将得到修复

图 16：化工行业产能利用率情况 图 17：化工行业资本开支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8：化学原料利润率情况 图 19：化纤利润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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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20：中国化学原料出口情况 图 21：中国化纤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当前化工及材料行业仍处于周期底部区间，呈现结构性过剩的格局，预计未来两年在“去

库存、弱复苏”的背景下的筑底企稳。从长周期来看，化工行业将面临新的变革周期，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能源转型加速，由化石能源向可持续能源转型发展；2）AI 智能化

及合成生物学开始渗透，由传统化工转向“新化工”；3）绿色循环低碳将构成核心竞争力，全

球化工竞争格局有望重塑。化工新材料将会在变革周期中承担重要角色，朝着高端化、差异化、

绿色化迈进。新材料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巨大机遇，包括政策支持、产业升级和进口

替代、出海等多方面因素，供给端行业资本开支放缓，政策端综合整治内卷竞争有望优化竞

争格局，我们建议关注供给格局改善板块，重视“泛科技”新质生产力及产业升级驱动下的

新兴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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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聚焦主线：关注供需格局改善板块，重视“泛科技”新质生产力

2.1 供给端关注格局优化，需求侧关注景气修复

2.1.1 维生素：巴斯夫装置复产影响有限，25年维生素 E价格有望维持高位

巴斯夫装置复产对维生素 E供应影响预计相当有限，我们认为 2025年维生素 E价格仍

然有望维持高位。统计 2006年以来德国维生素进口数据，我们发现，与其他品种相比，德

国维生素 E进口量大幅增长。如果将德国 2006年各品种维生素的进口量标准化为 1，到 2023

年，维生素 E值为 2.98，维生素 C为 1.57，而其余品种均为 0.9-1.1附近波动。考虑到德国

2006年以来猪、牛存量头数下行，维生素需求端的变化相对有限，故而维生素 E进口量的

大幅增长原因或在于巴斯夫维生素 E生产装置长期老化，实际产量或远低于名义产能宣称的

4万吨，需要依赖海外进口。因此即使巴斯夫复产，全球维生素 E实际供应并不会有明显改

善，我们认为 2025年维生素 E的价格仍有望维持高位，建议关注新和成、浙江医药。

图 22：德国 2006年以来维生素进口量（2006=1） 图 23：德国 2006年以来各类牲畜存量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Wind，山西证券研究

所

2.1.2 新能源材料：行业自律整治内卷竞争，十四五收官风电预期向好

政策驱动下风电需求向好、招标景气显著，《自律公约》破除反内卷，价格有望获支撑。

在“碳中和”浪潮下，“十四五”期间国家能源局等部门提出要大规模开发风电等可再生能

源。依托政策支持，风电需求稳步增长，2023年国内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75.90GW，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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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105.36%，24年 1-11月新增装机容量为 50.84GW，同比增长 7.28%；风电招标高景

气，2024Q1-Q3 风电公开招标 119.1GW，同比增长 93%。2025年，国家能源局将继续大力

推进风电开发利用，全年将新增风电光伏装机 2亿千瓦左右，风电需求确定性较高，下游需

求或驱动行业盈利能力逐步修复。供给方面，风电整机企业联合签署《中国风电行业维护市

场公平竞争环境自律公约》，呼吁企业自律，抵制低价恶性竞争，达成“反内卷”共识，供

给格局或将改善，风电整机价格有望企稳回升，建议关注风电产业链材料相关标的时代新材、

麦加芯彩。

图 24：2019-2024年 11月国内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图 25：2019-2024年 11月风电公开招标容量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金风科技 2024年三季度业绩报告，山西

证券研究所

2.2 重视“泛科技”大趋势带来的新兴产业机会

2.2.1 生物制造：合成生物学及 SAF需求放量机遇

生物制造：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 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十四五”生物

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将生物制造作为生物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提出依托生物制造

技术，实现化工原料和过程的生物技术替代，发展高性能生物环保材料和生物制剂，推动化工、

医药、材料、轻工等重要工业产品制造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向绿色低碳、无毒低毒、可持续

发展模式转型。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

长引擎”。在政策支持下，生物制造产业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我们建议关注合成生物学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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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产品型公司，以及可持续生物航煤（SAF）领域的先发公司。

合成生物学产业投资逻辑：短期看选品，长期看平台，首选具备平台化能力的产品型公

司。考虑到当前合成生物学产业的底层技术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产业发展阶段仍处于早期，

我们认为选择合成生物学标的须重点关注短期选品能力以及长期平台优势。从短期角度看，选

品能力将对产品型合成生物学公司的短期财务业绩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我们认为优秀的选品应

具备“下游应用成熟”及“成本领先”两大特征，以解决真实的商业需求。下游应用成熟：1）

潜在市场规模广阔；2）需求具备确定性，市场成本教育低。成本领先：技术落地概率高，相

比现存替代产品具备成本优势。

长期看，平台化能力决定了合成生物企业的研发延伸和产品拓展空间，具备扎实研发能力，

自动化及 AI化的合成生物学研发平台是持续成长的根本，因此“强劲的研发能力”和“丰富

的储备品类”也较为关键。建议关注生物基新材料公司华恒生物、氨基酸龙头梅花生物、长链

二元酸及生物基尼龙领军企业凯赛生物、有望受益于下游合成生物学应用放量的吸附分离新

材料龙头蓝晓科技，以及掌握生物质精炼一体化技术的圣泉集团。

图 26：合成生物制造步骤

资料来源：《关于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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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版)》，山西证券研究所

2025年 SAF（可持续生物航煤）需求有望爆发，关注 SAF赛道领先企业。2023年 10月，

欧盟理事会通过《RefuelEU 航空法规》，对未来 SAF强制掺混比例提出明确要求，2025年达

到 2%，2030年需达到 6%，到 2050年占比需达 70%。保守估计下，以 2019年欧盟航空燃料

使用量 6854万吨为参考标准，预计 2025年欧洲 SAF需求量约为 137万吨，2030年将达到 411

万吨。供给方面，根据阿格斯数据显示，如果宣布的所有项目能按时完成，2025年全球 SAF

产能或将超过 1000万吨/年，但由于项目延误及部分欧洲企业减产或停产，实际产量可能远低

于铭牌产能，预计 2025全球 SAF产量为 210万吨。考虑到除欧洲外，美国、日本等多国也出

台了 SAF相关政策，支持 SAF产业发展，SAF需求有望爆发，2025年 SAF市场将处于供需

偏紧的格局，建议关注嘉澳环保，2024年 11月公司生物航煤已投料成功，现有产能 50 万吨

以及山高环能，公司外销的 UCO为 SAF重要原料，有望受益于下游 SAF需求释放。

表 1：欧美亚各国出台 SAF 支持政策

国家 相关政策要求

欧盟
2023年 10月，欧盟理事会通过《RefuelEU 航空法规》，2025年 SAF强制掺混比例 2%，2030年需达

6%，到 2035年需达 20%，到 2040年需达 34%，到 2045年占比需达 42%，到 2050年占比需达 70%

英国
2025年达到 2%的 SAF混合目标，2030年目标达到 10%的 SAF混合比例，2040年目标达到 22%的

SAF混合比例

美国 45Z税收抵免：SAF 的税收抵免额为每加仑 0.35美元

马来西亚 2023年达到 1%的 SAF混合目标，2050年目标达到 47%的 SAF混合比例

日本 2030年目标达到 10%的 SAF 混合比例

印度尼西亚 1%的混合目标开始，到 2050年增加到 47%。

新加坡 2026年达到 1%的 SAF混合目标，2030年目标达到 3-5%的 SAF混合比例

韩国 2027年达到 1%的 SAF混合目标

泰国 2027年达到 1%的 SAF混合目标

资料来源：CSIRO，生物柴油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2.2.2 特种涂料：世界局势复杂多变，重视战略材料自主可控机会

世界局势动荡，全球军事竞赛升级，掌握先进的隐身涂料技术是一个国家军事科技实力的

重要体现。当今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国防开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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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快速增长。2017年我国国防支出预算为 1.04万亿元，2024年增至 1.69万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 7.12%。隐身战机作为国之重器，大国竞争格局下军事强国竞相快速装备。截至 2024年

底，美国现役战斗机 2679架，占全球在役战斗机总数的 19%；我国为 1583架，占比 11%。从

战斗机代际看，美国四代机和五代机，占比分别 25%、27%，中国隐身战机数量仍有提升空间。

在地缘政治冲突频现，国际关系趋于紧张的大背景下，实现国防武器装备自主可控已成为新型

世界格局下大国博弈的必经之路，隐身材料作为关键武器装备的核心部件，未来将持续受到政

策和市场的支持。建议关注中高温隐身涂料龙头企业华秦科技以及括隐身功能涂层材料企业佳

驰科技。

图 27：2017-2024年公共财政国防支出预算 图 28：2024全球主要国家军用飞机数量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国防部，山西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深企投研究，Flight Global《世界空军

2025》报告，山西证券研究所

2.2.3 半导体材料：消费电子复苏+AI+国产替代，关注消费电子及半导体材料领

域机遇

AI赋能消费电子产业，有望带动半导体材料温和复苏。2024年，AI应用扩散到消费终端，

可赋予消费电子产品更智能化的功能和更人性化的体验。华为、小米、OPPO等各大手厂商纷

纷发布了 AI大模型，向生成式 AI手机进化，微软、三星也相继推出 AI电脑、AI电视等新产

品。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2023年中国 AI芯片市场规模为 1206亿元，同比增长 41.88%，

预计 2024年增长至 1412亿元，同比增长 17.08%。受益于 AI 推动的换代升级，2024 年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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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市场稳步增长，预计全年市场规模 19772 亿元，同比增长 2.97%。从供给格局来看，

2022-2024年间，国内半导体材料自主化水平明显提升，但从整体看半导体材料进口依存度仍

然高，电子气体、光刻胶等多个核心产品国产化率不足 20%，进口替代提升空间巨大，随着国

内半导体材料行业技术不断提升，预计行业整体仍维持快速发展阶段。OCA光学胶板块建议

关注斯迪克；电镀液及光刻胶板块建议关注艾森股份。

图 29：2017-2024年中国 AI芯片市场规模 图 30：2019-2024年中国消费电子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tatista，中商产业研究院，联合资信，

山西证券研究所

2.2.4 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轻量化需求拉动上游材料规模扩容

人形机器人轻量化需求提供 PEEK产业机遇，国产化替代加速进行，本土企业稳步发

展。PEEK材料可用于制造人形机器人的关节和四肢部位，能够提供稳定的传动、支撑，并

减少磨损，提高机器人的使用寿命；还能用于制造人形机器人的躯体和骨架，相比于金属材

料可减重 40%，同时保持足够的强度和刚性，满足机器人的负载和灵活性需求。当前正处于

人形机器人量产前夕，机器人产业增长空间有望迎来集中催化，有望推动 PEEK材料需求。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国内 2025年 PEEK材料市场规模将达到 21亿元，同比增长 10.53%。

供给方面，目前 PEEK 材料大部分市场份额由国外厂商占据，但国内企业逐步扩产，2025

年 PEEK材料产能有望达到 10000吨，加之国内企业在人力成本、原料供应和设备方面具有

成本优势，国产 PEEK材料价格仅为进口的 50%左右，更具市场竞争力，预计未来 PEEK材

料国产化替代将加速进行。建议关注 DFBP（PEEK合成单体）公司中欣氟材，PEEK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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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厂商中研股份等。

图 31：2019-2025年全球及中国 PEEK市场规模 图 32：2022-2025年中国 PEEK材料产能情况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山西证券研究所

3. 投资建议：关注供需格局改善板块，重视“泛科技”新质生产力

化工新材料产业具有高技术引领、产品迭代速度快、产业规模和需求不断扩大的特点，

正朝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产业重心逐渐转移到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地区，将在化工转型

发展中承担重要角色。需求端在政策支持、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出海等多方面驱动下，有望

实现高速、高质量发展，供给端行业资本开支放缓，政策端综合整治内卷竞争有望优化竞争格

局，我们建议关注供给格局改善板块，重视“泛科技”新质生产力及产业升级驱动下的新兴

市场机会， 1）供需格局呈现改善的板块，包括维生素及风电产业链上游材料；2）新质生产

力受益方向，包括合成生物学、SAF（可持续航空燃料）、特种涂料、半导体材料、PEEK产业

链材料。

维生素：巴斯夫装置复产影响有限，维生素 E价格有望维持高位，关注新和成、浙江医

药、安迪苏、天新药业。我们观察到 2023年德国维生素 E 进口量较 2006年增长近两倍，而

其余维生素进口量变化不大，考虑需求增量有限，故进口量大幅增长原因或在于巴斯夫维生素

E生产装置长期老化，实际产量或远低于名义产能宣称的 4万吨，未来海外维生素 E仍将依赖

进口，复产影响有限。维生素板块建议关注新和成、浙江医药、安迪苏、天新药业。

新能源材料：政策驱动下风电需求向好，《自律公约》破除反内卷，关注时代新材、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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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彩。“十四五”期间风电需求稳步增，24年 1-11月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7.28%；2024Q1-Q3风

电公开招标 119.1GW，同比增长 93%。2025年全年将新增风电光伏装机约 2亿千瓦，风电需

求确定性较高；供给端看，风电整机企业联合签署《自律公约》，供给格局或将改善，风电整

机价格有望企稳回升，建议关注风电产业链材料公司，包括时代新材、麦加芯彩。

生物制造：关注合成生物学及 SAF需求放量机遇。当前合成生物产业仍处于生命周期早

期，产品型公司更易成长，选品能力对短期财务业绩产生关键性影响，建议关注合成生物学领

域公司华恒生物、梅花生物、凯赛生物、蓝晓科技、圣泉集团。SAF：欧盟要求 2025年 SAF

强制掺混比例达到 2%，欧洲需求量有望达 137万吨，建议关注 SAF企业嘉澳环保，UCO（SAF

上游原材料）企业山高环能。

特种涂料：隐身战机国之重器，隐身涂料需求广阔。截至 2024年底，美国现役战斗机 2679

架，占全球在役战斗机总数的 19%；我国为 1583架，占比 11%。从战斗机代际看，美国四代

机和五代机，占比分别 25%、27%，相比之下，中国隐身战机数量仍有提升空间。隐身材料作

为关键武器装备的核心部件，增量需求广阔，建议关注华秦科技、佳驰科技。半导体材料：消

费电子复苏+AI+国产替代，关注半导体材料领域机遇。2024年，AI应用扩散到消费终端，受

益于 AI推动的换代升级，2024年消费电子市场稳步增长，预计全年市场规模 19772亿元，同

比增长 2.97%。目前半导体材料进口依存度仍然高，电子气体、光刻胶等多个核心产品国产化

率不足 20%，仍有进口替代提升空间。OCA光学胶板块建议关注斯迪克；电镀液及光刻胶板

块建议关注艾森股份。

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轻量化需求带动 PEEK材料产业机遇，关注 PEEK及上游材料标的。

PEEK材料可用于制造人形机器人的关节、四肢、躯体及骨架，相比于金属材料可减重 40%，

同时保持足够的强度和刚性，满足机器人的负载和灵活性需求。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国内 2025

年 PEEK材料市场规模将达到 21亿元，同比增长 10.53%，建议关注 DFBP（PEEK合成单体）

标的中欣氟材，PEEK材料制造商中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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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评级（截止 1月 13日）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行业风险提示：

下游行业景气度波动风险：新材料板块下游应用行业领域众多，需求端容易受到下游行业

景气度波动的影响，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较大，进而可能导致材料需求发生变化。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以石油、天然气、煤炭为代表的石化能源和以玉米为代表的生物质

构成了新材料板块两大重要的原材料来源，由于原材料成本在新材料产品的直接材料占比较高，

如果上游原材料的供需发生较大变化，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会对营收和利润产生显著的影响。

市场竞争格局加剧风险：近年来部分新材料板块面临大量产能投放的情况，在需求端回暖

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产能释放可能导致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客户资源竞争加剧。

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技术泄密风险：核心技术人员掌握着企业的关键研发技术，如果行业

内出现核心技术人员流失或技术泄密，将会对行业的竞争格局和国家的自主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在建项目进度不及预期风险：目前新材料部分板块面临着需求回暖不及预期的压力，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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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产能投放进度可能由于需求端的变化而持续调整。

客户认证进度不及预期风险：对于集成电路、显示面板、医药等产业链条较长，技术较为

复杂的行业，由于技术壁垒较高或产品质量精度要求严格等因素，若企业不能符合客户标准，

则面临认证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风险提示：

新和成：项目进度不及预期；汇率波动和贸易风险；原材料和核心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潜

在竞争风险加剧。

浙江医药：原材料成本上涨风险；新药研发风险；培育新业务的投资回报年限延长风险。

安迪苏：农业畜牧周期变化影响需求的风险；汇率波动风险；行业竞争格局恶化的风险。

天新药业：维生素品种潜在新进入者导致竞争格局恶化的风险。

时代新材：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国际化经营及管理风险；新产业、新领域开发推广风险；

市场需求波动风险。

麦加芯彩：下游行业波动风险；客户集中度高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华恒生物：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市场竞争风险；下游需求增长不及预期。

梅花生物：海外反倾销政策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汇率波动风险。

凯赛生物：产品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在建项目进度不及预

期风险；公司技术外泄或失密风险。

蓝晓科技：市场竞争风险：下游应用领域变化的风险。

圣泉集团：下游需求持续低迷风险；新项目投产进度不达预期风险。

嘉澳环保：海外环保政策变化的风险；连云港嘉澳项目投产不达预期的风险；原材料 UCO

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SAF竞争格局恶化的风险。

山高环能：SAF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海外生物柴油进口政策变化的风险。

华秦科技：业务受国防政策影响较大的风险；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技术及产品不达预

期的风险；民品推广不及预期的风险。

佳驰科技：原材料采购风险；军品审价导致业绩波动风险；民品市场拓展及业务收入持续

下滑的风险。

斯迪克：下游需求复苏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艾森股份：自研光刻胶产业化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细分行业市场规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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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欣氟材：行业周期性波动风险；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市场竞争风险。

中研股份：行业竞争格局加剧风险；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

分析师承诺：
本人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

告。本人对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慎，分析结论具有

合理依据。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

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或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

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投资评级的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其中：A 股

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以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为基准；港股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股以纳斯

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指数为基准。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的结果的重大不确定事件，或者其他原因，

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新股覆盖、新三板覆盖报告及转债报告默认无评级）

评级体系：
——公司评级

买入： 预计涨幅领先相对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预计涨幅领先相对基准指数介于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涨幅领先相对基准指数介于-5%-5%之间；

减持： 预计涨幅落后相对基准指数介于-5%- -15%之间；

卖出： 预计涨幅落后相对基准指数-15%以上。

——行业评级

领先大市： 预计涨幅超越相对基准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预计涨幅相对基准指数介于-10%-10%之间；

落后大市： 预计涨幅落后相对基准指数-10%以上。

——风险评级

A： 预计波动率小于等于相对基准指数；

B： 预计波动率大于相对基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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