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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化程度最高的气凝胶属于硅基气凝胶，硅基气凝胶的产业链包括上游的无机硅源和

有机硅源，以及中游的气凝胶材料和气凝胶制品的生产。

• 产业链上游：正硅酸乙酯是气凝胶生产的主要硅源之一，目前上游的正硅酸乙酯供应面

临产能短缺的挑战，供需紧张导致正硅酸乙酯价格上涨，具备四氯化硅产能的上游一体

化企业在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实现乙醇及氯化氢双循环的硅烷企业能够显著削减成

本；功能性硅烷属于有机硅材料的四大类别之一，供给端来看，中国的功能性硅烷产量

迅猛增加，需求侧来看，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功能性硅烷消费国之一，是需求增长最迅

速的地区之一。产业链中游：超临界干燥工艺是中国企业目前广泛采用的干燥方法，采

用超临界干燥工艺的企业主要使用成本更高的有机硅源，因此能够使用无机硅源的常压

干燥工艺更具降本潜力。

气凝胶产业链条

• 中国气凝胶厂商未来建设常压干燥产线相关技术可行性高，相关资源获取及投入可行性

高，同时产线可拓展空间大、扩展资本投入低，能够满足市场对气凝胶产品的巨大增量

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常压干燥的技术成熟度仍然有待提升，在建设产线时需要考

虑对配方的设计和流程组合优化有较高要求。

常压干燥技术路线的建设可行性

报告要点速览

本报告为中国气凝胶行业研究报告市场分析篇，本篇将深度梳理中国气凝胶行业的产业链发展
情况、技术路线、厂商产量产能布局与行业竞争格局。

此研究将会回答的关键问题：

1. 气凝胶产业链条各环节情况如何？

2. 常压干燥技术路线的建设可行性如何？

3. 行业整体产能产量情况如何？

观点提炼

• 随着下游需求的急剧增长，各类企业纷纷进入气凝胶行业，气凝胶材料具有高技术门槛，

大多数新进入市场的企业采用了股权投资的方式进入气凝胶行业。目前中国气凝胶材料

年产能已达38.36万立方米，同时还有计划中的产能扩张，预计将达到137.8万立方米。

预计在短期内，企业的产线建设速度和技术创新将成为竞争的关键要素。

行业整体产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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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定义

气凝胶是一种纳米级多孔固态材料，通过一定的干燥过程将凝胶中的液体部分替代成气体而形成，具有轻
质、出色的隔热性能和长寿命等多种优势

来源：文献研究、头豹研究院

定义与分类

 气凝胶是一种纳米级多孔固态材料，通过一定的干燥过程将凝胶中的液体部分替代成气体而形成。气凝

胶表现出卓越的隔热性能，其热导率可降至0.012W/(m·K)，相当于一寸厚的气凝胶具有20-30块普通玻璃

的隔热效果。气凝胶被认为是已知的固体材料中导热系数最低、密度最轻的材料之一。它具有轻质、出

色的隔热性能和长寿命等多种优势。

 气凝胶材料已在多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包括建筑、石油工业、航空航天、冷冻科学、医疗和能源领

域。其独特的绝热性能和轻质特点使得气凝胶成为许多应用中的理想材料。

 热传递的方式有三种：热对流、热辐射和热传导，气凝胶独特的结构使其具备了“无穷长路径”效应、“零

对流”效应和“无穷热隔板”效应。

气凝胶的隔热机理

“无穷长路径”效应 气凝胶的网状骨架无限延长热传导路径，热量难以在气-固界面传导。

“零对流”效应 气凝胶的孔径（20-50nm）小于空气的平均自由程（70nm）（自由程是
指一个分子与其它分子相继两次碰撞之间，经过的直线路程）故内部空
气无法自由流通。

“无穷热隔板”效应 气凝胶的孔径为纳米级别，虽然孔隙极多，但是没有“通孔”，无穷多的孔
壁相当于遮热板，这样就使得热辐射所传导的热量降到最低，再配合上
特殊的反辐射物质，可更加有效阻隔辐射传热。

材料 导热系数
(W/(m·K)

密度(kg/m3)
最高使用温度

(°C)
可燃性 隔热性能 质量

气凝胶 ≤0.020 0.12-0.6 1000 不燃烧 良好 轻
聚氨酯 0.024 35-40 112 可燃烧 良好 轻

聚苯乙烯泡
沫 0.038 10-50 72 易燃烧 良好 轻

岩棉 0.041 180 600 不燃烧 良好 中等
发泡水泥 0.08 300-1600 350 不燃烧 较差 较重
硅酸钙 0.05 256 980 不燃烧 良好 较重

膨胀珍珠岩 0.025-0.048 40-80 800 不燃烧 良好 轻
高分子发泡

材料 ≤0.03 45219 220 可燃烧 良好 轻

羽绒（根据
600D估算） 0.03左右 3 <100 易燃烧 良好 轻

气凝胶与其他传统隔热材料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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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硅酸乙酯是气凝胶生产的主要硅源之一，目前上游的正硅酸乙酯供应面临产能短缺的挑战，供需紧张
导致正硅酸乙酯价格上涨

 产业链上游分析——正硅酸乙酯

中国正硅酸乙酯产能

来源：晨光新材、江瀚新材、纳诺科技环评、头豹研究院

 上游的正硅酸乙酯供应面临产能短缺的挑战。2021年底，中国的正硅酸乙酯年产能为4.5万吨，到2023年3
月，中国的正硅酸乙酯年产能约为5.15万吨，产能整体爬坡较为缓慢，目前主要由晨光新材、江瀚新材、

张家港新亚化工等规模较大的功能性硅烷企业集中提供。

 目前，正硅酸乙酯是气凝胶生产的主要硅源之一。根据纳诺科技环评数据，每立方米的气凝胶材料约需

要消耗0.307吨正硅酸乙酯，5.15万吨正硅酸乙酯的产能仅足够支持约16.8万立方米的气凝胶材料生产。即

使考虑到额外的8万吨产能规划，总产能也仅足够支撑约42.8万立方米的气凝胶材料生产，这远低于当前

气凝胶的产能规划。

企业 产能（吨/年） 拟建产能（吨/年）

晨光新材 10,000 60,000

江瀚新材 11,500 20,000

张家港新亚化工 5,000

3家大型功能性硅烷企业 2,000-4,000

其他小厂 百吨规模

合计 51,500 1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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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需紧张导致正硅酸乙酯价格上涨。正硅酸乙酯的下游应用广泛，包括用于气凝胶前驱体、电器绝
缘材料、涂料、光学玻璃处理剂、有机合成等多个领域。由于涂料和气凝胶等下游行业景气度的提
高，根据生意社的数据，正硅酸乙酯的市场价格经历了显著上涨。早期的价格为1.1~1.2万元/吨，而
到了2021年11月，价格最高达到2.8万元/吨，目前约为2万元/吨。以含税价1.5万元计算正硅酸乙酯
的价格，气凝胶的成本约为8768元/立方米，相当于4.38万元/吨（每立方米折算为200公斤）。

正硅酸乙酯价格走势，2021-202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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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凝胶厂商未来建设常压干燥产线相关技术可行性高，相关资源获取及投入可行性高，同时产线可
拓展空间大、扩展资本投入低，能够满足市场对气凝胶产品的巨大增量需求

 常压干燥产线建设可行性分析

常压干燥产线建设可行性分析

来源：头豹研究院

设备可得性

生产成本

产线拓展空间

技术成熟度

原材料与能源供应

技术与生产人员储备

相关审批资质

 设备可得性：超临界干燥技术使用核心设备为高压釜，属于
特种设备中的压力容器，设备系统较为复杂，运行和维护成
本也较高，目前中国已有能提供成套制备超临界设备的厂家，
但数量不多，业主的议价能力较弱。常压干燥技术采用常规
的常压设备，相对超临界干燥由于不需要高压条件，设备投
入低，设备系统也较为简单，因为大部分化工设备单位都能
加工制造，业主议价能力较强。

 生产成本：气凝胶的生产成本主要集中在硅源、设备折旧和
能耗三块。超临界工艺所采用的有机硅源硅源价格较为昂贵，
而常压干燥工艺既可以采用有机硅源，也可以采用价格低廉
的无机硅源。设备折旧方面，因超临界干燥技术设备投资较
高，折旧要要高于常压技术。

 产线拓展空间：超临界干燥作为高压特种设备，如果要扩大
生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巨大，而常压干燥技术，随着规模
扩大，投入产出比会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少投资获得较大生
产规模，因而更能适应未来大生产的需要。

 技术成熟度：常压干燥技术设备的投资门槛较低，但是技术
门槛却较高，对配方的设计和流程组合优化有较高要求，如
果技术不过关，不仅生产成本可能高于超临界，甚至于性能
指标也不能达到要求。

 技术及生产人员储备充足：常压干燥技术与超临界干燥技术
整体技术路线差别并不大，超临界干燥技术专业人才在常压
干燥技术产线上也可沿用，且领域目前人才储备较为充足。

 原材料市场供应充足：常压干燥技术所采用的无机硅源多为
水玻璃，其价格低廉，但是杂质较多，去除杂质的工艺较为
繁琐，但供应较为充足，供应链建设难度并不大。能耗方面，
超临界干燥系统耗电要高于常压 干燥系统，蒸汽消耗方面
两者差别不大。因此，一般而言采用常压干燥技术的生产成
本要低于超临界干燥。

 综上分析，中国气凝胶厂商未来建设常压干燥产线相关技术可行性高，相关资源获取及

投入可行性高，同时产线可拓展空间大、扩展资本投入低，能够满足市场对气凝胶产品

的巨大增量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常压干燥的技术成熟度仍然有待提升，在建设产

线时需要考虑对配方的设计和流程组合优化有较高要求。

技
术
可
行
性

资
源
可
行
性

结
论

全面评估确认待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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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下游需求的急剧增长，各类企业纷纷进入气凝胶行业，大多数新进入市场的企业采用了股权投资的
方式进入气凝胶行业；在短期内，企业的产线建设速度和技术创新将成为竞争的关键要素

 产业链中游：产能分析

气凝胶产业链中游厂商产能一览

来源：各公司官网、各公司公众号、各地政府官网、中国绝热节能网，保温材料与节能技术公众号、央广网、中国
绝热节能材料协会公众号、头豹研究院

 企业入局加速气凝胶行业成长。随着下游需求的急剧增长，各类企业纷纷进入气凝胶行业。新涌现的企业来自不同背

景，包括工程装备企业中国化学、传统煤化工企业华阳新材、化肥企业华昌化工、汽车制造企业泛亚微透、有机硅企

业晨光新材和宏柏新材等。以当前的市场情况来看，生产1万方的气凝胶需要约1.6亿元的投资。这些新进企业多数是

上市公司，具备相当的财力，因此加速了气凝胶行业产能扩张的步伐。根据统计，中国气凝胶材料年产能已达38.36
万立方米，同时还有计划中的产能扩张，预计将达到137.8万立方米。

 气凝胶材料具有高技术门槛，大多数新进入市场的企业采用了股权投资的方式进入气凝胶行业。中国化学旗下的子公

司华陆工程自2015年起与中国航天科工十院航天乌江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作为一家化学工程EPC企业，中国化学

通过涉足气凝胶保温材料领域，能够为客户提供EPC解决方案和关键材料；曾用名为阳煤集团、现已更名为华阳新材

的公司于2018年投资参股了气凝胶企业深圳中凝，华昌化工则于2021年投资参股了气凝胶企业爱彼爱和；泛亚微透在

2021年以收购方式获得了气凝胶企业大音希声60%的股权。

 在短期内，企业的产线建设速度和技术创新将成为竞争的关键要素。晨光新材通过其现有的硅烷产业链，积极进入气

凝胶产业，其中包括“年产2.3万吨特种有机硅材料项目”、 “年产30万吨功能性硅烷项目”以及“年产30万吨硅基及气凝

胶新材料项目”。这些规划项目合计产能高达33.5万立方米/年。产能建设完毕后，晨光新材将成为产能最大的气凝胶

龙头企业。

现有产能 在建产能 规划产能 工艺路线 备注
埃力生 5 5 /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燥

阳中新材 2万立方气凝胶毡、1000吨粉
体、2万吨涂料

28万立方气凝胶毡、1.9万
吨气凝胶粉体 30

常压干燥技术和超临界
技术

华阳新材参股9%，中
凝科技控股51%

中凝科技
2.5万方气凝胶毡、1100吨粉
体、2.5万吨涂料、10万立方
米气凝胶复合不燃保温板

/ / 常压干燥技术和超临界
技术

华陆新材 5 25 /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燥 中国化学子公司华陆工
程控股52%

航天乌江 2 / /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燥 中国化学子公司华陆工
程参股6.8%

河北金纳 2 6 / /

纳诺科技 2 5 30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燥、

常压干燥技术
合盛硅业控股股东合盛

集团持股52.16%
爱彼爱和 1 3 /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燥 华昌化工持股7.04%
弘大科技 1 3 / 梯度减压干燥技术
晨光新材 / 33.5 40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燥
宏柏新材 / 1 / 复合干燥技术

泛亚微透 0.16 0.25（按10mm厚度折算） /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燥 泛亚微透收购大音希声
60%股权

中科润资 1000吨气凝胶粉体 10 30 超临界乙醇干燥

兴发集团 / 0.5（5000L）水玻璃气凝胶
中试装置设计 /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燥

江瀚新材 / 1（2000吨气凝胶复合材料） / 超临界干燥

浙江岩谷 2.5 / / /
泛锐熠辉 2 2 / 超临界二氧化碳干燥
安珈新材 / 2 / /
北京建工 3.2 / / /



完整版研究报告阅读渠道：

• 登录www.leadleo.com，搜索《2023年中国气凝

胶行业研究报告：蓝海击水，浪遏飞舟（市场分

析篇）》

了解其他材料系列课题，登陆头豹研究
院官网搜索查阅：

• 2023年中国气凝胶行业研究报告：蓝海击水，

浪遏飞舟（应用领域篇）

• 2023年钠离子电池硬碳负极材料行业概览：钠

离子电池产业化关键，硬碳负极从零到一

• 从原材料、技术路线详解中国钠离子电池正负

极材料产业

• 2023年中国建筑防水材料行业概览

• 2023年中国超导材料行业概览：立足科技前沿，

满足能源战略需求

• 2023年中国芳纶涂覆行业概览：下游需求旺盛，

产业从0-1

未完待续
下篇正在进行中

若您期待尽快看到下篇报告或对

下篇报告的内容有独到见解，头

豹欢迎您加入到此篇报告的研究

中。相关咨询，欢迎联系头豹研

究院工业研究团队

邮箱：

sharlin.chen@frostchina.com

http://www.leadleo.com/


 头豹是中国领先的原创行企研究内容平台和新型企业服务提供商。围绕“协助企业
加速资本价值的挖掘、提升、传播”这一核心目标，头豹打造了一系列产品及解决
方案，包括：报告/数据库服务、行企研报定制服务、微估值及微尽调自动化产品、
财务顾问服务、PR及IR服务，以及其他以企业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
合作的增长咨询服务等

 头豹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研究平台，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
可持续发展

300+ 50万+
合作专家

8万+

注册机构用户

公司目标客户群体
覆盖率高，PE/VC、
投行覆盖率达80%

资深分析师

5,000+

细分行业
深入研究
原创内容

100万+

行企研究
价值数据元素

企业服务

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报告服务、管理咨询、战略
调整等服务

提供行业分析师外派驻场服务，平台数据库、
报告库及内部研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云研究院服务

行业峰会策划、奖项评选、行业白皮书等服务

行业排名、展会宣传

地方产业规划，园区企业孵化服务

园区规划、产业规划

四大核心服务

头豹研究院简介

备注：数据截止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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