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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上午，在 2023 亚太国际涂料产
业发展大会上，南昌航空大学教授、亚洲辐射
固化协会副主席、 中国感光学会辐射固化专
业委员会常务主任梁红波作了 《辐射固化涂
料发展现状分析》主题报告。

梁红波介绍， 辐射固化是以紫外光或电
子束为能量源，引发具有化学反应活性的液
态配方快速转变为交联固态的过程 ， 主要
包括光固化和电子束固化两种 ， 产品主要
包括油墨 、涂料 、胶粘剂三大类 ，通常具备
高效 、节能 、经济 、适应性广 、环境友好等特
征， 广泛应用于装修建材涂装、 电子电器涂

装、包装印刷、农林保水、高铁涂装等产业领
域。

他指出，从我国辐射固化行业市场来看，
我国光固化单体市场，传统单体增速放缓，改
性、功能性等新型单体高速增长。 光固化低聚
物市场，树脂保持较快增长，尤其是各种功能
树脂。 光固化配方产品市场，光固化配方产品
总产量达 30.26 万吨，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
总量的 36.5%，产值 277 亿元（不含印刷板材、
光源设备）， 同期中国涂料产量约为 3488 万
吨。 目前，随着下游市场对产品固化质量以及
绿色环保要求不断提高， 辐射固化市场持续

增长。
对于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及机会， 梁红波

分析道：“当前， 我国正处于辐射固化大国向
辐射固化强国迈进阶段， 辐射固化行业面临
着传统辐射固化产业日趋饱和， 尤其是技术
壁垒不够高的产业的竞争压力， 特别是碳达
峰碳中和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目前，我们
正在人工智能、医疗健康、循环经济、飞机及
汽车制造等领域开辟新赛道，以更高性能、更
加环保、 更低成本， 推动行业持续高质量发
展。 ”

本报记者 李振涛

9 月 26 日上午，在 2023 亚太国际涂料产
业发展大会上，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秘书长刘
杰作了《亚太涂料 30 强解析及中国涂料行业
经济运行分析》主题报告，从中国宏观经济及
涂料重点下游领域发展情况、 我国涂料与颜
料行业发展概况、 全球涂料市场进展及展望
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刘杰表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总
体恢复向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3.8%， 其中制造业恢复显著， 同比增长
4.2%。 为涂料行业企稳回升提供了良好支撑。

他对房地产、 汽车制造、 工程机械及船舶制
造、 集装箱及家具等涂料行业重点下游领域
的发展现状、 竞争格局及市场供需形势进行
了具体分析。

对上半年我国涂料与颜料行业发展情

况，刘杰表示，今年 1—7 月，我国涂料行业总
产量 2010.3 万吨 ，同比增长 4.6%；主营业务
收入总额 2251.3 亿元，利润总额 131.7 亿元，
同比增长 17.6%，预计今年下半年涂料行业总
体将保持稳健增长。

刘杰围绕行业发展趋势， 对未来涂料产

品发展进行了预测和建议。 第一，是“专精特
新”高质量发展，补齐供应链短板。 突出产品
质量分级、提升附加值，重点产品采用高性能
原材料研发。 第二，从涂料到新材料。 要充分
利用国家新材料产业政策， 培育一批新材料
产品及企业。 第三，是市场主导型。 以应用市
场为主导因素关注企业新建、产品方向、技术
研发等。第四，是绿色、低碳发展。要发展低挥
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生物基产品，建设绿色
供应链，发展碳捕捉技术，降低碳排放。

本报记者 李振涛

9 月 26 日上午，在 2023 亚太国际涂料产
业发展大会上， 珠海展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经典事业部总经理肖志军作了 《涂料企业
走出去经验分享》主题报告。

肖志军指出，进入 21 世纪，受益于城镇
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国内房地产投资随之增
长，中国涂料市场进入了快速成长期。 成立于
1994 年的展辰，也乘上了这辆时代的快车，逐
步开始了四轮生产布局。 “第一轮起于深圳，
到 1998 年 7 月，展辰第二个生产基地在北京
建成投产， 再到 2001 年上海生产基地建成。
随着沿海地区的发展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展辰第二轮布局在青岛、成都和福州开始
进行。 第三轮布局，便是在如今的珠海、濮阳。

第四轮布局，展辰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 2017
年，越南展辰投产，标志着展辰正式开启全球
化制造进程；今年 7 月，泰国展辰正式投产，
展辰进一步加速在东南亚市场的布局。 ”肖志
军详细介绍道。

他表示，中国涂料企业走出去实属必然，
既符合国家战略，又是时代的需求。 “近年来，
中国涂料市场竞争激烈 ，市场趋于稳定和饱
和 。 而 ‘走出去 ’有助于提高我国涂料企业
实现资源全球配置 ， 进一步提升自身经营
管理水平及综合竞争力 。 目前，我国不少涂
料企业正借助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
进一步加快海外新兴市场的布局。 ”肖志军解
释道。

对于涂料企业如何更好地通过 “走出
去”，实现“走上去”，肖志军分享了几点经验。
一是明确企业长期战略， 想清楚去海外的目
的，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二是海外投资
风险高、变数大，这就要求公司领导必须十分
重视，甚至是董事长亲自抓、亲自参与调研；
三是要根据企业资源、产品结构、客户结构，
选择合适的国家， 投资前需做好充分市场调
研；四是要以本土化为基础，注重海外团队的
建设，逐步实现“少数中国管理团队 + 海外木
土化团队”；五是根据企业自身产品优势和技
术优势， 选择合适的产品， 争当海外 “领头
羊”。

本报记者 史式灿

9 月 26 日上午，在 2023 亚太国际涂料产
业发展大会上， 教育部先进涂料工程研究中
心、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教授游波作了《绿色
低碳仿生涂层的新进展》主题报告。

游波介绍， 仿生涂料技术是通过对生物
系统的结构 、性状 、原理 、行为 ，以及相互作
用，为涂料工程技术提供新的设计思想、工作
原理和系统构成的技术科学。 “自然界进化演
变 40 多亿年，使得生物材料具有合理、优化
的宏观、微观结构，具有自适应性和自愈合能
力，具有优异的强度、刚度、韧性等。 生物材料
表面独特的微纳结构，可实现超疏水、亲水—
疏水转换、减阻、防生物污损等功能。 在此背
景下， 涂料工业向生物界寻找启发和进行模

拟，以推动涂料工业的技术水平，是促进涂料
科学朝微观、系统、智能、精细、洁净的方向发
展， 以及提升涂料科学技术原始创新能力的
重要发展方向。 ”游波详细解释道。

她指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对
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以及资源有

效利用和大众环保意识的增强， 对涂料产品
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涂料领域中对科技
含量高、附加值高、具有多种特定功能的特种
功能涂料的需求量日益增大。 “目前，仿生涂料
在船舶、桥梁、建筑、军事、汽车、针织工业和生活
用品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仿生涂料也
逐渐从组成结构单一向多元化， 功能单一向复
合化、人工智能化方向发展。 ”

游波还分享了绿色低碳仿生涂层的进展

和事例。 按荷藕结构仿生设计的自分层梯度
防腐蚀涂料喷涂后可自行分层， 分层后的涂
层表面疏水自清洁、 抗紫外线， 底层附着力
强、耐腐蚀，中间层起稳定作用，得到高防腐
的智能梯度仿生涂层； 依据变色龙和孔雀羽
毛的变色原理，成功研制出仿生迷彩涂料，已
广泛应用于汽车、摩托车、针织工业、体育用
品和塑料制品等领域。 “涂料仿生技术具有极
大的潜力和机会，在自然界生物的启示下，涂
料科学将会出现许多崭新的研究领域， 将来
会有更多高性能、高功能、高智能的涂料技术
获得成功。 ”游波表示。

本报记者 史式灿

9 月 26 日上午，在 2023 亚太国际涂料产
业发展大会上，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臣作了 《守正创新推动
涂料行业高质量发展》主题报告。

王臣介绍，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作为国
内涂料化工领域规模最大 、 实力最强的行
业中心 ，拥有国家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国家涂料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 、 国家涂
料与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10 个国家
级行业性组织 ，是集科研开发 、行业服务 、
产品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企

业。 50 多年来，通过自主研发 ，实现了对大
量国外垄断技术的国产化 ，在国民经济建
设和国防工业现代化过程中作出了积极贡

献。
他指出， 目前涂料行业正在进入新一轮

行业变革期， 短期的存量博弈和长期的在供
给端和需求端的挑战瞬息万变。 特别是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规划将加速各大下游行业

涂装技术向节能降耗、环保、可持续性方向发
展，以及推动涂装过程零排放。 “站在新的起
点，面对涂料行业转型升级，只有秉持绿色发
展共识，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加快打造原创技
术策源地， 才能真正实现涂料行业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 ”王臣说。

王臣表示， 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将继续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战略， 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 通过积极开展开放式创新
和跨界合作， 牵引带动全行业形成具有更强
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体
系，不断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能力，以价值为

导向积极培育创新生态圈， 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一是坚持打造前
瞻性和开放性科技平台的发展理念， 打造涂
料行业技术、成果、人才的聚集高地，为促进
整个行业的繁荣健康发挥作用； 二是坚持产
业链协同理念， 涂料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是要
帮助涂料用户实现高质量发展， 围绕终端用
户消费升级， 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 三是坚持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
理念， 颠覆性地提升和发挥行业科技服务功
能， 从信息收集发布的 1.0 走向信息变现的
2.0；四是坚持搭建技术转化孵化平台，通过技
术转移和创新孵化， 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 进而更好地服务涂料行业和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记者 史式灿

合
作
发
展

共
塑
未
来

梁红波：辐射固化涂料发展现状分析

刘杰：亚太涂料 30强解析及中国涂料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肖志军：涂料企业走出去经验分享

游波：绿色低碳仿生涂层的新进展

王臣：守正创新推动涂料行业高质量发展

梁红波

刘杰

肖志军

游波

王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