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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梳理我国镁合金材料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发展面临的国内外主要问题，展望了我国镁合金材料产

业在高性能稀土镁轻质结构合金材料、高强高导热镁合金材料、高强高导电镁合金材料、超高强镁合金材料等 11 个方面的

未来市场需求前景。面向 2030 年和 2035 年的阶段性发展规划，本文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企业合作

力度、构建完善的镁合金材料整体研究体系、完善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先进镁合金材料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

战略。最后，从注重研究体系的构建、优化产业发展格局、构建高质高效产业、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构建精尖人才体系等

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满足国民经济、国家重大工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先进镁合金材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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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magnesium alloy material industry, analyze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prospect the future market demand in China for magnesium alloy materials such 
as high-performance rare earth–magnesium alloys with lightweight structures, magnesium alloys with high strength and high thermal 
conductivity, magnesium alloys with high strength and hig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ultra-high-strength magnesium alloys. We also 
present a phased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industry toward 2030 and 2035 and propose relevant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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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基础材料领域的高速发展给世界各国社会、经

济、文化体系等各方面带来了重大变化。作为先进

基础材料产业的一个重要门类，我国镁合金材料产

业自响应落实“十三五”系列战略措施以来，自主

研发了 10 余种镁合金材料并成功应用于航空、航

天、国防军工、汽车等领域，大幅降低了镁合金产

品的成本，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我国镁资源丰

富，受汽车节能减排及轻量化等需求刺激，有望促

进镁合金材料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为产业发展

带来机遇与挑战。

紧跟全球绿色节能发展趋势，我国镁合金材料

产业整体正朝低能耗、高效率、高质量方向发展，

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改造。我国镁合金材料相关工艺

技术研究起步晚于欧美发达国家，虽然在部分镁合

金材料领域突破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但在研发效

率、生产质量、市场拓展、环境保护等方面仍存在

较大差距。未来，我国镁合金材料产业需以国家战

略需求为基准，紧跟国际研究热点，在不断提升行

业整体水平的同时，加强先进镁合金材料的研发力

度，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优化组织实施方

式，助力国家重大工程急需的先进镁合金材料“产

学研”体系通道畅通，促进相关科研成果转化并实

现产业化运用，实现我国从材料大国向材料强国的

战略性转变，满足国民经济、国家重大工程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对先进镁合金材料的需求。

二、我国先进镁合金材料产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发展现状

1. 镁合金材料产业升级趋势明显

“十三五”以来，我国镁合金材料产业实施自

主创新战略，通过“产学研用”结合，紧紧依靠科

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来提高材料质量的均一性，有效

提高了中高端材料产业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新常

态下，我国逐步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

排放的传统模式，向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低

污染的发展模式转型，短流程、低成本、低能耗的

新工艺和新方法不断涌现 [1]。
2. 原镁产能与市场消费情况

近年来，我国镁产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量、出

口量持续增长。目前全球原镁产量主要来自于中国，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学会统计，2019 年，我国原

镁产量为 9.69×105 t，同比增长 12.2%；在价格方面，

受供给增加影响，原镁均价为 15 949 元 /t，同比

下跌 3.3%，镁冶炼企业实际盈利水平同比小幅下

降；在资源消费及市场方面，我国镁资源的消费量

为 4.85×105 t，同比增长 8.6%，增幅同比提升 1.6 个
百分点，但国外对镁资源需求回升，我国 2019 年
全年累计出口各类镁产品约 4.52×105 t，同比增长

10.2%，出口量占我国镁产量的 46.6% [2]。
3. 镁合金材料产业技术研发进展

近年来，针对国际上镁合金材料存在力学性能

较差的弱点，我国积极开展了先进镁合金材料的研

制工作，在稀土镁合金、大尺寸铸棒、大型复杂件

的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研制的部分高强镁

合金大尺寸复杂铸件、高强耐热镁合金大规格挤压

型材 /锻件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体来看，2019年，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在技术研发和生产

整合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生产的锻造镁合金轮毂在

汽车主机企业得到应用。上海交通大学轻合金精密

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开发了新型高性能轻质镁稀

土合金材料，成功应用于直升机关键复杂承力部

件，轻量化效果显著，并已实现批量稳定制造，填

补了我国新一代直升机用高强耐热镁合金材料空

白。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

制出 AT、AE、VW 系列等 40 多种新型镁合金，其

中有 16 种合金成为国家标准牌号，十几种合金得

到工程应用和产业化推广。东北大学开发了大规格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in China.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promot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ptimization in re-
source allocation, strengthening of corporate cooperation,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ete research system for magnesium alloy materials, 
and improvement in platform construction. To satisfy the demand for the advanced magnesium alloy materials by national economy, 
national major projects,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optimize its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optimize the indus-
t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create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industries, improve relevant policy systems, and build a sophisticated talent 
system.
Keywords: metal material industry; magnesium alloy; rare earth–magnesium alloy; low energy consumption; high efficiency;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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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合金扁铸锭生产技术，目前能够生产最大截面为

1450 mm×400 mm 的镁合金大扁锭；开发了镁合金

宽幅板带卷轧制成套技术，已实现产业化应用。中

南大学和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发出高强高

韧稀土镁合金、高性能压铸镁合金和稀土镁合金批

量生产技术 [3]，成功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

汽车、电子产品等领域，大幅降低了稀土镁合金产

品的成本，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填补了国内相关领

域的空白。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产业发展起步晚、底子薄，关键设备进口依

赖度高，受制于人现象突出

我国高性能镁合金材料产业起步晚、底子薄，

在应用上整体仍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同

时，相关战略政策的执行率较低，关键工艺技术与

国外差距较大，高端设备大多依靠进口。研发所需

的技术和设备常受国外出口限制，使得镁合金材料

的研发面临困难，尤其是许多高端核心材料的研发

举步维艰、性能提升缓慢、产能也严重不足。另外，

相关企业研发、生产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较低，标

准、检测、评价、计量和管理等支撑体系缺失，产

品性能稳定性、质量一致性需要进一步提高。

2. 科研体系尚未健全，研发投入不足，人才队

伍建设有待提高

目前，健全的科研体系欠缺，以企业为主导的

研发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产学研用”合作不

紧密，结合仍存在壁垒。相关科研单位的研发投入

经费少，人才队伍建设不完善，缺乏激励政策和研

发平台，科技人员创新动力不足。另外，对新技术

投资风险的保障政策缺失，科研单位的新技术很难

在企业中获得推广应用。

3. 镁合金材料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市场供求

失衡等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逐步显现

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特别是全球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金属材料市场需求低迷，镁

合金材料产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市场供

求失衡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目前我国镁

产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量、出口量持续增长，但在

冶炼环保水平、深加工产品应用等方面存在短板，

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 [4]。另外，我国镁

合金材料产业的产能规模庞大，对资源、环境等影

响深远，在节能、节材、环保的短流程制备加工技

术开发与应用方面仍任重道远。

三、我国先进镁合金材料产业的市场需求前

景分析

（一）高性能稀土镁轻质结构合金材料

相较于普通镁合金材料，高性能稀土镁轻质结

构合金材料在添加稀土后，具有强度高、韧性好、

耐热耐蚀等显著优势，解决了制约镁合金材料广泛

应用的关键问题，是推进我国航空、航天、汽车、

轨道交通等领域轻量化发展的关键基础材料 [5]。
我国镁、稀土资源丰富，合金成型及加工技术成熟，

市场应用空间大，稀土镁合金轻质结构材料产业体

系完整，可实现自产自销。

高性能稀土镁轻质结构合金材料未来的市场需

求主要集中在：①高性能镁稀土母合金、稀土镁合

金短流程低成本制备技术开发及推广应用；②面向

应用的新型高性能稀土镁合金材料开发；③先进加

工成型技术及配套装备研发；④完善稀土绿色冶炼

分离技术，加快推广应用；⑤面向材料生命周期的

系统研究，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平台；⑥加

快高性能稀土镁轻质结构材料应用速度，在未来 3~5
年内实现军用领域向民用领域转化，逐渐扩大市场

规模，到 2035 年将替代普通镁合金材料的比例达

到 30%。

（二）高强高导热镁合金材料

随着航空、航天、新一代武器装备、高速列车

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不断发展，高功率密度电

磁器件的数量及排布密度不断增加，而运行过程中

产生的热量必须即时导出，否则温度过高将严重影

响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大大缩短各类器材

的使用寿命，因此如何在轻量化背景下，快速有效

导出器件生热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高强高导热镁合金材料及其制品生产成套技术

是支撑飞机、高速列车、汽车以及电脑等散热组件

发展的先进基础材料及关键技术，对实现上述装备

轻量化、提高系统运行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具有重要

作用 [6]，到 2035 年，将替代同类普通高导热合金材

料使用量超过 30%。传统的高导热金属如 Ag、Cu，
由于密度太大（分别约为 10.5 g/cm3、8.9 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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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高，难以满足实际应用要求。镁合金材料具有

低密度的优势，是满足应用需求的潜在材料体系之

一，但常用镁合金的导热系数与铝合金相比还有明

显差距，因此，导热系数 >125 W/(m·K) 的高强高

导热镁合金材料及其制品的制备加工技术是该领域

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高强高导电镁合金材料

手机、全球定位系统（GPS）/ 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和宽带网络系统等会因高频电磁波干扰产生噪

声影响通信品质，普通笔记本电脑运行时容易受电

磁信号外泄影响导致信息或数据泄漏。另外，人体

如果长期暴露于强力电磁场下或者脑部长期近距离

接触电磁源，则可能容易诱发癌症病变。因此，电

磁屏蔽既能防止电子设备发射的电磁波对其他设备

及人体产生影响，同时也能保护该电子设备不受其

他设备的干扰。优良的电磁屏蔽效果是信息家电发

展必备且势在必行的选择。电磁屏蔽效果主要取决

于电磁仪器设备外壳材料的导电性能情况，导电性

能越好，对应的电磁屏蔽效果越优。

传统的高导电金属如 Ag、Cu，由于密度太大

且价格高，难以满足信息家电领域的应用需求，从

而对密度比铝合金低、导电率大于常用铝合金的散

热材料提出了迫切需求。镁合金材料具有低密度优

势，是满足上述需求的潜在材料体系之一，但与铝

合金相比常用镁合金材料的导电率还有明显差距。

因此，导电率 >17 MS/m 的高强高导电镁合金材料

及其制品的制备加工技术是该领域今后发展的主要

方向，在产品减轻重量、提高系统运行安全性、保

障相关人员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预计到

2035 年，高强高导电镁合金材料替代同类普通材料

的用量将超过 25%。

（四）超高强镁合金材料

超高强镁合金材料是支撑航空、航天、新一代

武器装备、高速列车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高端装备不

断升级发展的先进基础材料。我国在超高强变形镁

合金研发与应用方面处在世界前列。但从进一步扩

大镁合金材料应用的角度来看，现有的高强度镁合

金材料在比强度、比刚度、断裂韧性以及性能稳定

一致性等方面还有明显不足，使镁合金材料在上述

领域的应用及提高其终端产品竞争力方面受到严重

制约，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发展难题。超高强镁合金

材料及其强韧化变形加工技术是镁合金领域发展的

主要方向，预计到 2035 年，超高强镁合金材料替

代同类普通材料量将超过 20%。

（五）Mg-Al 系、Mg-Zn 系、ZK 系镁合金材料

当前，镁合金牌号众多，已在多领域大量应用

的合金系列为 Mg-Al 系合金，特别是在铸造过程

中表现出工艺稳定、烧损较小、室温条件下有着优

异力学性能和高强耐腐蚀行为的 AZ91 镁合金 [7]。
在变形镁合金方面，获得大量应用的是 Mg-Zn 系

合金，其在热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优异的时效强化行

为。在该系列中，从合金牌号 ZM81 的相关研究

来看，其表现出比 Mg–Al 合金更优异的力学性能。

ZK 系合金主要为 Mg-Zn-Zr 系镁合金，是目前应

用最多的变形镁合金之一，代表是 ZK61 镁合金，

其经高温成型冷却和人工时效处理后，抗拉强度大

于 300 MPa，具有良好的塑性及耐蚀性，可加工性

良好，能制造形状复杂的大型锻件。

（六）轻稀土 Mg-RE 系镁合金材料

我国稀土资源储量居于世界第一位，在稀土开

采、冶炼分离等方面具有优势。但目前 16 种稀土

元素（Pm 除外）的应用是不平衡的，存在轻稀土

闲置、滞销等问题，导致国内以 La、Ce 等元素为

主的稀土形成了大量积压。目前，随着汽车轻量化、

电子通信等领域相关产业需求的不断扩大，各大终

端企业和材料生产厂家一直致力于轻量化部件的研

发，对镁合金材料的性能要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甚至产生许多结构功能一体化的需求。这给稀土镁

合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轻稀土镁合金

的开发应用，充分发挥 La、Ce 等稀土在镁合金材

料中的优势作用，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与 Mg-Al、Mg-Zn 系合金相比，稀土元素合

金化后的 Mg-RE 系合金，铸造过程中的工艺性能

更加稳定，且在力学相关实验中表现出更加优异的

力学行为 [8]。La、Ce 稀土在镁合金中应用发展比

较成熟的是 AE 系镁合金，主要是以混合稀土形式

加入，典型代表如 AE44、AE41 镁合金，具有优

异的力学性能，尤其是在延伸率上远远超过 AZ91、
AM60 等传统非稀土镁合金 [9]。Mg-RE 系合金良

好的流动性使其易于压铸成型，价格优势明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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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民用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如已应用于汽车变速

箱壳体等零部件。另外，轻稀土在 Mg 中的固溶度

很低，有利于提高镁合金的导热性能，未来在与第

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相关的电子产品、基站、接入网

络设备等的结构件上应用潜力很大。面向民用市场

的高性能轻稀土镁合金材料的应用开发，有助于促

进稀土元素的平衡应用，解决 La、Ce 等高丰度稀

土元素的积压问题，扩大稀土在新领域的应用，加

快稀土产业转型升级，彰显稀土资源在我国高新技

术产业中的战略价值和支撑作用。

（七）新型超塑性镁合金材料

新型超塑性镁合金材料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利

润较高，在镁合金材料生产和应用中竞争优势明显。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研发的新型超塑性镁合金性能

指标优于日本生产的同类产品，具有室温强度高

（抗拉强度 >350 MPa、屈服强度 >250 MPa），冲压

过程中的超塑性变形能力强（中、低温延伸率为

100%~200%，高温延伸率为 700%~800%）。未来需

进一步加强该类材料研究，为航空、航天技术领域

的发展提供支撑。

（八）新型高强高塑铸造镁合金材料

铸造镁合金有着优良的铸造性能、加工切削性

能及高的比强度和比刚度等优点，在航空和航天领

域已广泛用于飞机蒙皮、舱体、发动机部件等结构

复杂、大体积薄壁件的制造。随着航空、航天、汽

车、轨道交通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对轻型复杂结构

薄壁零件的需求旺盛，因此发展铸造流动性高、强

度优良（抗拉强度 >300 MPa）、塑性高（伸长率 > 
10%）的新型铸造类镁合金材料意义重大。

（九）超轻 Mg-Li 合金材料

Mg–Li 合金的密度为 1.35~1.65 g/cm3，具有

超轻高塑性特征，是一种超轻合金材料。美国已

将 Mg-Li 合金应用于制造装甲输送车、航空和

航天领域的非结构与次级结构件等。俄罗斯采用 
Mg–Li 合金制成了航天器用的电器仪表件和外壳等

零部件。日本把 Mg-Li 合金用于电子产品壳体和

音响振膜等。我国近年来将 Mg-Li 合金应用于卫

星仪表壳体件的制造中。在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

及技术的发展，超轻 Mg-Li 合金将会在航空、航天、

汽车、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有着更

加深入广泛的应用。

（十）高性能耐高温系镁合金

目前，高性能耐高温系镁合金已经在汽车发动

机罩盖、缸体、引擎活塞及高速飞行器舱体等零部

件上有着广泛应用。目前，各国研究者关于高性能

耐高温系镁合金的研究大部分还是聚焦于 Mg、Al、
Zn 系的性能调控及稀土元素的合金化行为。其中，

高温力学性能最好的是以 Mg-Gd 系为代表的的镁

稀土合金体系。目前亟需解决同步提高强度和塑性

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控制析出相形态分布、细化

组织和降低杂质含量。另外，镁合金铸造性能应被

重视，即合金设计时需综合考虑力学性能和铸造

性能。就性能指标而言，超高强（强度 >400 MPa）
耐热（使役温度 >250℃）镁合金是目前国家亟需

攻关的一类关键材料。随着技术不断地开发与发展，

高性能耐高温系镁合金将会在汽车动力系统部件、

航天飞行器等对材料强度、耐高温能力及材料轻量

化有着苛刻要求的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十一）高性能新型镁基复合材料

一般的镁合金材料具有绝对强度不高、刚度较

低、耐磨性和抗蠕变性较差等问题，限制了其在一

些结构件和高温环境下的应用，可通过添加颗粒、

晶须或纤维等增强体加以有效解决。并且，通过增

强体的类型、形状、尺寸、含量等的使用可有效调

控镁基复合材料的各项性能以满足应用需求。镁基

复合材料目前大多采用粉末冶金方法来制备小尺寸

构件，大规格镁基复合材料的高质量和高效制备是

产业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四、	我国先进镁合金材料产业发展目标与发

展战略

（一）先进镁合金产业发展目标

面向 2030 年，我国先进镁合金材料产业将建

立健全的可持续发展创新及运用体系，同时整体实

现大规模高程度自动化制造，在研发、生产及应用

方面达到全球高水平，甚至部分相关技术或产品达

到世界精尖水平。国内亟需的大部分高端镁合金材

料不再依赖进口，实现自给自足；处于高尖端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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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镁合金材料实现对外技术输出与支持，助力

全球镁合金产业的整体水平的提升；重点提升装备

轻量化材料研发能力和高性能低成本镁合金复杂精

密加工能力；国家重大工程用镁合金材料国产化率

达到 99%，促进交通运输领域节能 30% 以上、减

排 40% 以上。

面向 2035 年，我国的高端镁合金材料产业

整体在研发、生产及应用方面达到全球领先水

平，实现大规模、智能化、绿色化制造，对全球

镁合金产业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实现下一代高强

韧大型整体结构件设计及相关设备的产业化；实

现国家重大工程用高性能镁合金材料国产化率达 
到 100%，促进交通运输领域节能 40% 以上、减

排 50% 以上。

（二）产业发展战略

1.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链，促进产业

化应用

围绕先进高性能镁合金材料的核心技术，着

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优化组织实施方式，

支持国家重大工程亟需的镁合金材料产业化建设，

促进一批镁合金材料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应用。建

立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互补机制，缩短研发、产业

化和规模应用的周期，促进镁合金材料企业加强

技术创新，支持一批研究基础好的中青年创新骨

干从事原创性研究，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进一

步增强我国镁合金材料产业的创新能力。实现我

国从材料大国向材料强国的战略性转变，全面满

足国民经济、国家重大工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

镁合金材料的需求。

2. 加强顶层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培育优势

产品

在顶层设计层面，加强国家对高性能镁合金材

料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大对与世界高水平制造接轨

的先进镁合金材料核心技术重视力度。着力突破镁

合金材料产业发展的工程化问题，提高镁合金材料

的基础支撑能力。加快完善有利于推动镁合金材料

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制定镁合金材料产业

发展指导目录和投资指南，建立相关的技术标准体

系，完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遵循“谁投资、

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国有资本投资回报率的

监管；突出国家对重点产业的聚焦支持，防止出

现“投资碎片化”，集中力量培育和塑造我国名牌

镁合金材料产品。同时，在注重政府对先进镁合

金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引导作用的基础上，加快营

造镁合金材料相关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和成果应用主体，加

强“产学研用”相结合，完善风险保障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3. 加强企业合作力度，拓展应用领域

通过多区域整合及资金合作来加强优秀企业之

间的合作力度，助力形成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知名企业集团。同时，积极响应我国工业化改革

的进程，注重拓展镁合金材料的应用领域，扩大镁

合金材料在材料产业中的消费市场。同时，引导企

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和

扩大生产规模，争取与世界先进制造水平接轨，快

速助力我国镁合金材料在世界尖端制造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

4. 加强“产学研”建设，构建完善的镁合金材

料整体研究体系

在“产学研”建设方面，注重镁合金材料相关

用于制备及检测高端设备的自主开发运用，降低对

进口设备的依赖力度，推进镁合金企业快速、高效、

智能化的制造进程。构建完善的镁合金材料整体研

究体系，集设计、性能及评价一体化，加快研发进

程。以镁合金的产业末端为基础，构建完善的材料

大数据体系，促进形成与世界高水平相当的应用研

究体系。同时，构建与国内相适应但又与国际接轨

的整套镁合金产业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集产

权保护、创新扩展及运用一体化，开展相关科研成

果在企业的适应性生产活动，全面促进镁合金材料

产业往高水平方向发展。

5. 实施创新人才发展战略，完善平台建设，壮

大人才队伍

在人才和平台建设方面，应实施创新人才发展

战略，不断加大镁合金材料领域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力度，加大科研投入，制定科研人员激励政策，重

点支持一批研究基础好的中青年创新骨干从事原创

性研究，形成持续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加强创新能

力建设，建立适宜的人才发展及薪酬体系，吸引国

内外人才进行交流和就业。同时，给镁合金相关企

业的国际交流提供政策便利，促进企业间的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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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管理及技术交流，提高镁合金企业与世界高端

制造的接轨力度。积极搭建“产学研用”创新平台，

以企业相关产业为基地，汇聚领域内院士、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等高端创新人才，发挥其引领作用，使

创新人才与产业紧密结合，形成良好的创新模式，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团队。

五、对策建议

（一）注重研究体系的构建

加大对镁合金材料产业的规划力度，紧跟国家

材料产业战略布局的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研

究体系。加大对处于研发阶段的核心技术的重视力

度，尤其是与世界高水平制造接轨的先进镁合金材

料，在研发计划及进程上给予政策倾斜与支持。同

时，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在国内构建一套与世界

高端制造标准联系紧密的集设计、制备、性能检测

及评价一体化的镁合金材料研发系统，整体提升国

内高端镁合金材料研发进程。

（二）优化产业发展格局

依托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开展咨

询，构建集研发、生产、应用于一体的健康绿色发

展格局。充分发挥消费市场的自主调控功能，对资

源进行合理分配，在对重点研发企业给予充足资金

支持的同时，也需对处于起步阶段且有潜力的研发

企业给予一定扶持，形成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产

业发展格局。

（三）构建高质高效产业

结合国家战略需求，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与企

业生产联系的紧密性，促进企业进行升级改造，朝

高质量、高产能、智能绿色、低成本方向发展。同

时，注重高端性能镁合金材料的工艺技术研发转化，

助力高端性能镁合金生产早日与国际高端生产水平

接轨。同时，先进镁合金材料产业产能在满足内需

的基础上，实现出口，在全球树立中国自己的高性

能镁合金产品品牌。

（四）完善配套政策体系

在投资方面，国家应加大对从事产业试点升级

改造及高端性能镁合金材料生产企业的扶持力度。

同时，在企业办理试点生产申请的审批手续和相关

优惠政策方面进行政策倾斜，构建并逐步完善国家

与企业间的配套政策体系，降低企业生产投资压力

与风险，提升企业创新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资金

的投资价值。

（五）构建精尖人才体系

与国际前沿高端性能镁合金材料研发方向接

轨，以“走出去，引进来，满足需求”为原则，落

实人才引进及发展的战略措施，构建高端性能镁合

金相关产业的精尖人才体系。加大对年轻创新团队

的培养及扶持力度，鼓励其与经验丰富的国内外专

家学者学习与交流。同时，在国外精尖人才引进方

面给予大力的政策优惠及薪酬扶持，鼓励其来国内

进行技术交流及服务。企业可以构建规范高效的人

才管理制度，培养适应企业生产又高度自主创新的

人才团队。最后，加强企业与科研机构相关专家学

者的联系，组建与企业对口的精尖人才后备团队，

助力企业的人才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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