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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种合金产业技术发展基本脉络

（一）特种合金产业背景

特种合金是具有独特物理、化学性能及功能的合金，

用于满足特定需求，如形状记忆、减震、耐高温、耐腐蚀

等。它们广泛应用于核电、航空航天、医疗器材等高精尖

领域，因其特殊属性而异于传统合金，成为众多行业的重

要材料。

为了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2023 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

章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支持内蒙古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

推动钢铁、有色金属等重点领域开展节能减污降碳技术改

造，鼓励铁合金等领域企业优化重组，加快发展特种合金

等新材料。

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加强专利导航

工作的通知》强调了专利导航工作对于提高创新效率、节

约创新成本、加强专利保护的重要意义。内蒙古自治区政

府高度重视特种合金产业的发展，推动内蒙古自治区抢抓

特种合金产业发展战略机遇，促进重点产业链结构调整升

级。本项目以助力内蒙古自治区打造特种合金产业“新质

生产力”、服务产业创新发展为基本导向，贯彻实施国家

《专利导航指南》GB/T 39551—2020系列标准，为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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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具有针对性

和操作性的路径指引。

（二）全球特种合金产业发展现状

1.全球产业迎来强景气周期，特种合金保持巨大增长潜

力，成为全球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中国特种合金产业持

续增长，国产化进程加速

截至当前，特种合金制备领域已有 119426项专利，其

中 95%为发明专利。日本曾主导该领域，但在 2007年，中

国专利申请量与日本持平，成为新领航者。全球专利申请

量持续增长，2022年突破 5800项/年。在政策与应用需求推

动下，中国特种合金产业取得显著进展。

全球特种合金产业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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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日欧等国积极部署特种合金产业，实现产业引领并

加速抢占国际市场，中国特种合金产业发展程度接近国际

先进水平

中国、日、美、韩、德、法是全球特种合金领军者。

中国贡献超 45%专利技术，日本在储氢、永磁合金上领先。

中国申请人主要在国内申请专利，国际拓展谨慎，而发达

国家在中国市场积极布局。

全球主要国家布局现状

3.日本老牌企业产业综合实力雄厚，已形成国外巨头垄

断之势。中国企业创新问题制约发展，产学研深度融合或

促快速破局

特种合金产业全球前十企业均来自日本，住友、三菱

等企业全球领先。中国则更多依赖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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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低。未来，促进产学研融合或成中国特种合金产业

发展趋势。

全球专利申请 TOP10 创新主体

（三）全球特种合金产业发展方向

1.高温合金应用受瞩目，镍/钴基高温合金成重点；耐

蚀、轻合金各有发展，储氢合金虽占比较小但涨势乐观

高温合金申请量最多，轻合金和耐蚀合金次之。航空

航天等领域推动高温合金发展，镍/钴基高温合金更受欢迎。

永磁合金中，钕铁硼占 60%，在电机等领域较为关键。耐

蚀合金因化工等需求增加，铁基合金成本低受青睐。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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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合金因汽车轻量化需求主导市场，尤其新能源汽车。储

氢合金虽占比低，但分布均衡，氢能产业发展或带来潜力。

特种合金产业各领域专利分布情况

2.高温合金创新产出持续积累，全球能源结构调整推动

特种合金发展，储氢合金热度持续走高

特种合金产业中，高温、耐蚀、轻合金重点专利占比

超 20%，储氢合金增长快。产业协同创新状况良好，21世

纪以来比例超 10%，专利运营活跃，储氢合金居首。近五

年新申请占比高，竞争激烈。高温合金等领域新申请占比

达 25%，企业积极专利布局抢市场和技术高地，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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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合金产业技术研发重点方向

3.高温合金在航空航天及核工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优

势尽显；轻合金于汽车工业领域展现出显著优势，消费电

子领域稍呈疲态

航天航空领域，高温合金发展快，耐蚀、轻合金发展

放缓。汽车工业中，轻合金自 2018年下滑，可能与政策有

关。核工业里，高温、耐蚀合金发展均衡，C22C1/00、

C22C1/02专利申请最多。汽车领域，铝基合金专利多，加

工工艺和永磁合金是热点。消费电子领域，永磁合金主导，

但专利申请量近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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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合金各应用方向

（四）特种合金技术研究范畴

对内蒙古自治区本地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和国际环境

进行研究梳理，并向内蒙古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的相关企

业对技术分解表进行意见征求，最终将特种合金产业的上

游材料、下游应用作为本次专利检索的范围。

一级

分支
二级分支 三级分支 四级分支

特种

合金
上游材料

高温合金
铁基高温合金

镍/钴基高温合金

耐蚀合金

铁基耐蚀合金

镍基耐蚀合金

钛基耐蚀合金

轻合金

铝基轻合金

镁基轻合金

钛基轻合金

永磁合金

钐铁氮永磁合金

钐钴永磁合金

钕铁硼永磁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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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氢合金

稀土系储氢合金

钛/锆系储氢合金

镁系储氢合金

下游应用

航空航天

高温合金

耐蚀合金

轻合金

核工业
高温合金

耐蚀合金

汽车工业

高温合金

耐蚀合金

轻合金

永磁合金

储氢合金

消费电子
轻合金

永磁合金

二、内蒙古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发展优势劣势

（一）内蒙古自治区产业态势

内蒙古专利申请 774项，重点在永磁合金，超越辽宁，

储氢合金申请接近浙江水平。内蒙古发展方向主要为钕铁

硼永磁、稀土系和钛锆系储氢合金，其中钕铁硼永磁占

37%。包头市申请最多（755项），为稀土合金研发重要基

地，呼和浩特（65项）和鄂尔多斯（29项）次之。鄂尔多

斯在铁基高温合金与铝基轻合金上有优势，呼和浩特与包

头聚焦钕铁硼永磁合金、稀土系储氢合金。包头稀土研究

院（129项）领先，擅长稀土铁合金与微合金钢研发。在稀

土永磁材料方面，内蒙古科技大学（75项）和包头天和磁

材科技也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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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区专利申请情况

（二）内蒙古自治区产业定位

1.产业结构：产业链结构有待平衡，永磁合金竞争力突

出，轻合金、耐蚀合金发展稍弱，高温合金有较大提升潜

力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发展迅速，专注永磁和储

氢合金，专利及申请人数量占比领先国内及对标国家。在

永磁合金领域，内蒙古以较低申请人占比创造了较多专利，

创新活跃。内蒙古自治区在钕铁硼永磁合金申请量占比最

高，表现出了一定的优势；镁系储氢合金、稀土系储氢合

金、铁基高温合金占比与各发达国家/地区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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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定位（从申请量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定位（从申请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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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实力：永磁合金企业存在优势；包头稀土研究院、

包头天和磁各有所长，积极进行海外布局

内蒙古有 114家特种合金企业，近五年新进入 73家，

占比一半。专利申请前三名为包头稀土研究院（128项）、

包头天和磁材（43项）、包头钢铁（40项）。内蒙古以中

小企业为主，形成龙头企业带动、部分企业引领、其他企

业跟随的结构。永磁合金占比少产出高，成为产业创新发

展的重要引擎。

内蒙古自治区企业实力定位

3.人才实力：内蒙古科技大学科研人才凸显，但整体产

业人才基础薄弱，缺乏引领技术发展的高端产业型人才

内蒙古特种合金产业重点创新人才 409人，与国内其他

区域有差距。第一发明人专利申请量大多 1-5项，高端人才

紧缺。人才类型分布均匀，企业人才为主，科研人才占四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发展优势劣势

12

分之一，内蒙古科技大学贡献大。创新人才专利产出集中

在钕铁硼永磁合金领域，钛基轻合金、钛基耐蚀合金、铝

基轻合金领域人才储备不足，这三个领域将是人才引进与

培育的重点。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人才分布

4.协同运营：企企、校企协同创新活跃，校校资源整合

度偏低；专利运营积极程度较高，以母/子公司权利转让为

主

内蒙古协同创新专利占比 20%，远超国内水平。企企

合作占 64%，资源整合度高，但部分为企业内部合作。高

校协同程度低，仅 2 项合作专利。内蒙古专利运营占比

13.6%，高于国内外水平，权利转让、质押为主。在航空航

天、汽车工业、消费电子领域，内蒙古新增专利多，市场

需求和技术创新活跃。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发展优势劣势

13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协同情况

5.市场应用：储氢合金应用突出，或归功于其在汽车行

业的应用，永磁合金存在一定先发优势

内蒙古特种合金在汽车工业储氢合金应用上领先，占

全国 4.4%，永磁合金在消费电子领域也有显著地位。近年

来，内蒙古在多个技术方向新申请占比超 50%，航空航天、

汽车工业、消费电子领域均积极布局，新增专利多，市场

需求和技术创新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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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合金市场应用情况

三、一个发展目标

通过分析特种合金产业发展方向和内蒙古自治区产业

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储氢合金和永磁合金为目前内蒙古的

发展重心，此外，自治区还拥有较为丰富的铝矿资源、完

备的电解铝产业链，同时稀土资源和铁合金产业也占全国

总量的 40%，北方重工业集团等企业实力雄厚，具有轻合

金、耐蚀合金和高温合金的发展基础，因此有希望实现五

类合金均衡发展，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

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因此提出“一个发展目标、

三个风险预警、五个行动方案”专利导航路径建议，旨在助

力内蒙古做大做强特种合金全产业链体系，培育形成全国

领先的特种合金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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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发展目标

（一）关注产业风险概况，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目前内蒙古在特种合金领域将以稀土为基础的永磁合

金和储氢合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及时分析投资力度较大

的产业风险概况，引导资源向高效益、低风险的产业流动，

优化产业结构。

（二）聚焦本地产业发展，精准招商补短板

内蒙古特种合金产业可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强化永磁

合金和储氢合金领域的优势企业，提升竞争力。同时，针

对高温合金、耐蚀合金和轻合金的短板，应积极开展精准

招商，补齐产业链，推动产业全面发展。

（三）关注技术链重要环节，攻克关键技术高地

目前，内蒙古特种合金产业在永磁合金和储氢合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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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良好，结合各领域的发展方向，助力优势企业技术

创新升级，集中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通过灵活运用专

利布局策略，加快技术赶超。

（四）加强高端人才引育，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特种合金产业人才初步形成，永磁、储氢合金

领域人才较多，但整体规模不足。需开拓本地培育途径，

为高校人才搭建平台，引进高层次人才，优化服务解决需

求，提升发展动能，打造产业创新高地。

（五）找准运营着力点，盘活运用高质量专利

存量专利的落地转化是提高产业活力、获取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有效手段，通过梳理内蒙古特种合金产业具有优

势的专利、在其弱势领域找到可用于购买或寻求许可的专

利。

内蒙古特种合金产业发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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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个风险预警

（一）市场风险：储氢合金需求有限，永磁合金产能

过剩

氢能产业中的储氢合金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市场

需求相对有限；而钕铁硼永磁合金的需求则受下游行业发

展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其市场需求，

同时因产能过剩、价格竞争激烈，小规模企业生存空间压

缩，行业集中度提升。

（二）政策风险：政策动态变化波动，紧跟市场随时

调整

政府高度重视氢能产业和永磁材料产业的发展，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政策可能随产业发展和市场变化而

调整，企业需密切关注政策动态以应对潜在风险。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市场、政策风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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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风险：储氢合金技术难题较多，永磁合金受

成本问题困扰

储氢合金面临氢脆问题、储氢密度与重量比、循环稳

定性、动力学性能等技术难题，且成本较高，而永磁合金

则面临新材料产业化进程缓慢、生产工艺复杂、人才短缺、

稀土资源短缺、价格波动、中游深加工环节较弱等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合金产业技术风险预警

五、五个行动方案

（一）技术攻关行动

高温合金注重元素与工艺优化以提升性能；耐蚀合金

优化成分增强耐蚀性；轻合金提升强度，研发新复合材料；

永磁合金调整合金组成与细化晶粒提高磁性能；储氢合金

升级技术提高性能并降低成本。各合金领域不断创新，满

足高性能需求，推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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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主体壮大行动

1.本地培育——支撑“稀土”龙头企业起势腾飞，并大力

扶持一批创新企业

向龙头企业提供具体的政策引导与扶持：明确培育目

标并提供财政支持、优化营商环境；鼓励科技创新与人才

培养，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强品牌建设与

市场拓展，提升品牌影响力；推动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

应用绿色技术；建立服务体系与保障机制，提供一站式服

务，加强监管评估，促进合作交流。

建立创新企业培育库：自治区政府通过调研摸排，建

立中小企业培育库，实施全生命周期梯度培育。特别关注

稀土基合金方向，采取“一企一策”重点支持；健全服务体系，

推动惠企政策：延续和优化税费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动“链条化”合作，催生“生态”合

作：鼓励优势企业向小微企业开放共享资源，举办配套合

作对接活动，提高特种合金产业本地化率，建立产业协同

合作的“生态供应共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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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本地培育方案

2.招商引资——高温合金、耐蚀合金、轻合金为典范

针对高温合金、耐蚀合金、轻合金三个细分方向，建

议引入或合作的企业包括：

(1)高温合金

卓越先锋型企业如有研集团、北京钢研高纳等；高创

领航型企业包括宝山钢铁、辽宁红银等；预审拓新型企业

有成都先进金属、西安聚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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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合金招商名录

（2）耐蚀合金

卓越先锋型企业含东北轻合金、江苏麟龙等；高创领

航型企业有比亚迪、攀钢集团等；预审拓新型企业包括亚

太轻合金、天津忠旺等。

耐蚀合金招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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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轻合金

卓越先锋型企业含上海华峰铝业、广西南南铝等；高

创领航型企业有山东裕航合金、银邦金属等；预审拓新型

企业包括靖江新舟合金、江苏鼎胜等。

轻合金招商名录

（三）人才汇聚行动

内蒙古自治区在特种合金领域拥有一批杰出的本地人

才，他们在储氢合金和永磁合金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通过梳理，包括储氢合金领域的闫慧忠、王利、韩树民、

张羊换；永磁合金领域：王瑜、郝志平、高斌、胡志强、

童伟。对于高端技术人才，建议继续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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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才培育名单及方案

（四）产学研协同行动

1.本区协同合作团队

内蒙古工业大学的杜赵新、韩永全、樊立峰、马文教，

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的王奎团队等高校和团队在本

区协同合作中均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协同合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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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范围潜在伙伴

多所高校通过“产教融合”推进产学研融合，成果显

著。在特种合金领域，中南大学等高校专利成果广泛输出

至全国。中南大学在高性能合金方面取得突破，构建了知

识产权体系和技术转移平台，大量专利转化，合同金额高，

并依托成果在湖南合作多家企业。

高校院所

权利转移/许可量（项）

所在地高温合

金

耐蚀合

金
轻合金

储氢合

金

永磁合

金

中南大学 28 11 15 1 / 湖南

江苏大学 10 13 19 / 10 江苏

上海交通大学 10 4 6 4 / 上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7 1 4 / 11 江苏

北京工业大学 8 1 1 / 13 北京

西北工业大学 17 / 3 1 / 陕西

燕山大学 8 2 3 6 / 河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3 7 / 1 北京

江西理工大学 5 2 3 / 6 江西

北京科技大学 2 1 6 1 5 北京

江苏科技大学 4 4 2 2 2 江苏

南昌大学 5 5 4 / / 江西

湖南工业大学 5 1 7 / / 湖南

沈阳工业大学 6 4 3 / / 辽宁

常州大学 6 6 / / 1 江苏

桂林理工大学 1 4 4 4 / 广西

太原理工大学 4 7 2 / / 山西

河南科技大学 7 3 3 / / 河南

西安交通大学 9 / 2 1 / 陕西

大连大学 11 1 / / / 辽宁

南京工程学院 8 2 / 1 1 江苏

东北大学 6 1 4 / /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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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全国范围潜在合作名单

（五）专利运营盘活行动

特种合金产业中许多专利未得到充分利用，交易局限

省内，省份间流动性低。江苏、内蒙古等省份交易活跃。

为盘活资源，可转让或许可优势专利，关注并引进弱势领

域核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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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专利运营盘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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