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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玻璃纤维（英文原名为：glass fiber或fiberglass ）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无机非金属材料，
种类繁多，优点是绝缘性好、耐热性强、抗腐蚀性好，机械强度高，但缺点是性脆，耐磨性
较差。它是以玻璃球或废旧玻璃为原料经高温熔制、拉丝、络纱、织布等工艺制造成的，其
单丝的直径为几个微米到二十几米个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 1/20-1/5 ，每束纤维原丝
都由数百根甚至上千根单丝组成。玻璃纤维通常用作复合材料中的增强材料，电绝缘材料和
绝热保温材料，电路基板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玻璃纤维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国外的玻璃纤维世界很精彩，产品日新月异、琳琅满目，目前已拥有 5000
多个品种，60000多个规格用途，遍及电子、通讯、建筑、化工、冶金、核能、航空、航天
、兵器、舰艇、车船、海洋开发、及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
足迹”已经上到九天“揽月”，下到五洋“捉鳖”，成为全球 2 1
世纪不可缺少的可持续发展的高新功能材料与结构材料。

据悉，目前全球玻璃纤维品种和规格以年平均增长1 000种~1 500种的速度迅猛发展，全
球产量从2008年的492万吨增长至2015年的835万吨，当中中国是推动全球玻璃纤维产量增
长的主要动力。
2008-2015年全球玻璃纤维产量走势图
2015年中国玻纤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71.0%（万吨，%） 年份 中国外市场 中国 全球合计
中国产量占比 2008年 249 243 492 49.4% 2009年 195 293 488 60.0% 2010年 216 364
580 62.8% 2011年 209 372 581 64.0% 2012年 242 431 673 64.0% 2013年 225 495 720
68.8% 2014年 245 521 766 68.0% 2015年 242 593 835 71.0%

国外玻璃纤维制品，按用途划分基本上可以分为四大类：增强热固性材料用玻璃纤维制品
、增强热塑性材料用玻璃纤维制品、增强沥青用玻璃纤维制品及玻璃纤维纺织制品。

从总体上看，国外玻璃纤维增强制品约占总量的 7 0 % ~ 7 5 %
，玻璃纤维纺织制品只占总量的2 5 % ~ 3 0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国外玻璃纤维纺织
制品是花色品种最多、发展最为迅速的一类。如国外的玻璃纤维纺织纱除传统工业用纺织纱
外，还有膨体纱、浸渍纱、混纺纱、膜材用纱、铝液过滤纱、耐热缝纫纱、高强度纱、高硅
氧纱及高弹性模量纱等；国外玻璃纤维织物除普通机织物外，还有针织物、网格织物、缝编
织物及多轴向织物等。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 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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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以来，我国玻纤行业坚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产业
规模连续跨越，应用领域不断扩展，经济效益持续提高。2007 年全年玻璃纤维产量达到 16
5万吨，真正成为世界玻纤生产第一大国，行业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2
015年我国玻璃纤维行业产量约592.7万吨，近几年我国玻璃纤维行业产量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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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2015年中国玻璃纤维行业产量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然而，据统计美国年人均复合材料消费量约为8 kg，而中国只有1~2kg。国外玻纤品种已
发展到2万多个，规格达6万个以上，平均每年增长1000～
1500多个规格，我国玻纤品种只有 6000 多个，规格不足2万个。

按照此数据，我国仅是世界玻纤生产大国，非技术强国，我国玻纤制品大展身手的时代还
未来临。当前，国内不少玻纤企业抓住“十二五”规划转型升级、深化加工的契机，增加固定
资产投资迈进玻纤制品行列，充分利用玻璃纤维的优良特性，通过高科技对其改性，避其所
短，使其具有新的特征，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工业部门及相关民用消费领域。这既提高
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又为企业增加创收，同时也符合行业需要及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3.1.2 中国玻璃纤维行业发展概况 29

2015年上半年我国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752家，产值828.89亿元，
总资产达到了1311.86亿元，销售收入771亿元，行业利润51.31亿元。近几年我国玻璃纤维
及制品制造行业运行情况如下图所示：
2011-2015年中国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行业运行指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1.3 中国玻纤工业的发展特点 29
3.1.4 中国玻纤行业已迈入国际化 32
3.2 中国玻纤行业运行分析 33
3.2.1 2011年玻璃纤维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33
3.2.2 2012年玻璃纤维行业发展概况 34
3.2.3 2013年国内玻璃纤维行业运行综述 38
3.2.4 2014年中国玻纤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40
3.2.5 2015年中国玻璃纤维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42

2015 年，全行业玻璃纤维纱592.7万吨，近年来球窑产能规模萎缩，代铂坩埚纱产能逐步
减少。在市场调节和全行业努力下，玻纤纱产能持续优化。在行业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的双
向作用下，全行业成功扭转了玻纤纱产能过快增长的势头。“十二五”规划期间，玻纤纱产量
一直保持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企业针对市场进行应用研究并逐步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生产
成本。自2014年始，大部分玻纤企业实现了量价齐升，利润大幅提升。玻纤纱产品供求关
系良好，市场需求稳定，产能利用率高位运行。下游风电、热塑产品等应用领域的需求增长
使行业呈现良好景气度。受下游电子通讯、建筑需求持续疲软的影响，电子纱、网布仍旧势
弱。

2015 年，玻璃纤维及制品进口数量 23.3 万吨，同比下降 4.8%；进口额 8.88
亿美元，同比下降 8.7%。玻璃纤维及制品进口均价3808.78 美元/吨，同比下降 4%。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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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风电及其他细分市场需求的波动，进口玻纤制品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玻璃纤维粗纱进
口量 5.8 万吨，同比增长 90.06%，进口均价从2015年 5 月份开始持续涨价，到 12月达到
1221.58 美元/吨，同比增长
37.94%。与粗纱进口量大幅上涨形势相反的是，玻璃纤维细纱进口数量
2.17万吨，同比下降 52.77%，均价提至 4068 美元/吨，同比增长 41.43%。

进口细纱在年底突破 4000 美元/吨的均价。玻璃纤维薄片（巴厘纱）进口量 2206
吨，同比增长 126.73%，进口均价降至 5656美元/吨，较2014年同期下降了 43.9%。
  出口数量回落，贸易顺差 11.63 亿美元

2015 年玻纤及制品出口数量 124.9 万吨，同比下降 3.2%；出口额 20.5
亿美元，同比下降 0.7%；出口均价 1640.86美元/吨，同比增长 2.6%。贸易顺差 11.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4%。玻璃纤维粗纱出口量 56.05 万吨，同比下降 4.1%，出口均价
972.4 美元/吨，低于进口均价 249 美元/吨。玻璃纤维细纱出口量 4.23万吨，出口金额 0.9
亿美元，出口均价2130.5美元/吨，较前几个月有所回落，但仍高于2014年同期价格。深加
工制品出口方面，各主要产品仍保持增长势头，且出口价格均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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