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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4 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外部

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多，对此行业骨干企业积极主动应对从

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持续开展产能调控和产品结构

优化，逐步从“内卷式”恶性竞争漩涡中走出来。但部分中小玻纤企

业受房地产等细分市场需求明显收缩和同质化竞争持续恶化的影响，

发展陷入困境。 

一、2024 年行业整体经济运行概况 

（一）产能产量情况 

1.玻璃纤维纱：产量继续保持低速增长 

经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统计，2024 年我

国玻璃纤维纱总产量达到 756 万吨，同比增长 4.6%，连续两年保持

低速增长。低速增长的背后，是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

阶段，中国玻璃纤维行业内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竞争后，正逐步

从“内卷式”恶性竞争漩涡中走出来。骨干企业积极主动应对行业从

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开展产能调控和产品结构优化。

与此同时，作为战略性新材料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玻璃纤维下游应用

市场规模仍具备长期成长性，传统市场中汽车、风电、电子等规模化

市场需求稳定，光伏新能源、安全防护、海洋开发、智慧物流、绿色

建材等新兴市场正在逐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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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 年以来我国玻璃纤维纱产量及变化趋势图 

池窑方面，2024 年我国池窑纱总产量达到 726 万吨，同比增长

5.7%。2023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部分新兴行业存在着重

复布局和“内卷式”竞争。2024 年 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强化

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竞争后，

中国玻璃纤维行业正逐步从“内卷式”恶性竞争漩涡中走出来。经协

会秘书处初步统计，继 2023 年全国累计有 11条池窑生产线关停或停

产冷修后，2024 年又有 9 条玻璃纤维池窑生产线实施关停或冷修停

产，同期有 10 条玻璃纤维池窑新建或冷修项目建成投产，全行业深

度实施产能调控和产品结构优化，行业整体在产产能规模保持温和增

长的同时，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碳足迹水平等整体持续下降，主流产

品种类也日趋多元化。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底，国内玻璃纤维池窑在

产总产能约为 73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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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 年以来我国玻璃纤维池窑纱产量及其占比趋势图 

球窑及坩埚纱方面，2024年国内拉丝用玻璃球产量为 60.8万吨，

同比下降 28.6%，其中：中碱球产量为 53.5 万吨，同比下降 26.9%，

无碱球产量 7.2万吨，同比下降 33.9%，两者均出现较大降幅。通道

及坩埚纱总产量约为 29.1 万吨，其中各类坩埚纱产量下降幅度均超

过 30%，但通道纱产量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尤其受房地产市场需求

持续低迷影响，建筑用玻璃纤维网格布细分市场需求明显收缩和低价

竞争进一步恶化，不少中小坩埚拉丝生产企业发展陷入困境。 

此外在电熔窑方面，2024年我国电熔窑玻纤纱总产量约为 1.1万

吨。虽然总体产量规模与 2023 年基本持平，但随着安全防护、电子

通讯等部分高端市场需求逐步升温，单线产能规模在几千吨级的电熔

窑产线数量和整体产能规模正在不断增长。 

2.玻璃纤维制品： 

（1）电子用玻璃纤维毡布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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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协会统计，2024 年我国玻璃纤维电子纱总产量为 80.9 万吨，

同比增长 2.7%，国内电子用玻璃纤维毡布制品表观消费量约为 74.3

万吨，市场整体表现相对平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我国微型

计算机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2.7%，移动通信手持机产量同比增长 7.8%，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同比增长 12.3%，在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电脑、

手机、家电等电子消费市场逐步回暖，带动市场需求稳步增长。与此

同时，随着 AI、5G 及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等新一代智能化技术与

装备的普及，尤其在高导热、轻薄化等高端应用领域的科技创新，正

在逐步推动电子用玻纤及制品产能有序调控和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2）工业用玻璃纤维毡布制品 

经协会统计，2024 年我国玻璃纤维工业纱总产量为 66.7 万吨，

同比下降 10.3%，国内工业用玻璃纤维毡布制品表观消费量约为 42.1

万吨，具体到各细分市场表现，则是冰火两重天。建筑与基建领域用

玻璃纤维毡布制品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

1-12月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同比下降 10.6%，其中住宅类投资总额同

比下降 10.5%，建筑保温用玻璃纤维网格布市场下滑明显，很多企业

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与此同时，受国外夏威夷大火等事件影响，

安全防护用玻璃纤维毡布制品外贸出口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国内市场

也在逐步升温，新能源汽车用控火毯、危化品存储用隔离毯等各类生

产生活用应急消防新产品逐步走向市场。 

（3）增强用玻纤毡布制品及玻纤增强塑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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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协会统计，2024我国玻璃纤维普通热固直接纱、合股纱、高模

量纱和热塑纱总产量分别达到 278.5 万吨、74.6 万吨、87.0 万吨和

168.4 万吨，国内热固增强用玻璃纤维纱表观消费约为 309.8 万吨，

热塑增强用玻璃纤维纱表观消费量约为 137.9万吨。 

经协会测算，2024 年我国玻纤增强塑料制品总产量约为 750 万

吨，同比增长 11.6%。其中：玻纤增强热固类塑料制品总产量约为 364

万吨，同比增长 13.0%；玻纤增强热塑类塑料制品总产量约为 386万

吨，同比增长 10.3%。依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数据，

2024年全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约 87GW，增长 9.6%。另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2024 年全国汽车产量为 3156 万辆，同比增长 4.8%，其中新能

源汽车为 1316.8 万辆，同比增长 38.7%。在风电、汽车、家电等主要

市场需求稳步增长的带动下，各类玻纤增强塑料制品产量仍保持较快

增速。同时，近年来随着无机连续纤维行业新动能新优势塑造和新应

用新赛道培育，光伏、储能、低空经济及智慧物流、海洋开发、绿色

建材等新市场不断成长，为行业后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成长空间。 

 

图 3  2011 年以来我国玻纤增强塑料制品产量及增速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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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出口情况 

1．玻璃纤维及制品出口：年出口量首次突破 200 万吨 

2024 年我国玻璃纤维及制品出口总量首度突破 200 万吨，达到

202.2万吨，同比增长 12.5%；出口金额 27.9亿美元，同比增长 4.9%。

此外，我国玻纤企业所属海外生产基地 2024 年共实现玻璃纤维纱总

产量 66.4 万吨，同比增长 8.5%。近年来，国际局势紧张，地缘冲突

加剧，导致欧美等地能源资源成本快速上涨，国内则在智能制造和数

字化赋能等方面持续进步，不断提升我国玻璃纤维及制品在全球范围

内的竞争优势。 

 
图 4   2011年以来我国玻璃纤维及制品出口量及增速变化 

分品种看，2024 年度商品纱、机织物、机械毡、化学毡、预浸

料及其他制品五大类产品出口量分别为 117.9万吨、28.5 万吨、10.6

万吨、21.6 万吨、23.5 万吨，占比分别为 58.3%、14.1%、5.2%、10.7%、

11.6%。31 项具体税目产品中，出口量居前三位的是玻璃纤维无捻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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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长度不超过 50 毫米的玻璃纤维短切原丝、玻璃纤维制化学结合

毡，分别为 74.8 万吨、35.3 万吨、17.3 万吨，与 2023 年相比增速

分别为 4.3%、33.7%、3.0%。 

2．玻璃纤维及制品进口：再创新低 

2024 年我国玻璃纤维及制品进口总量再创新低，仅为 10.3 万

吨，与去年同比下降 12.0%。尽管如此，全年玻璃纤维及制品进口总

金额仍达到 9.0亿美元，同比上升 18.4%。反映出国内在部分高品质、

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方面，与国外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图 5  2011年以来我国玻璃纤维及制品进口量及增速变化 

分品种看，2024 年度商品纱、机织物、机械毡、化学毡、预浸

料及其他制品五大类产品进口量分别为 75671.3吨、859.7吨、1963.1

吨、3977.1 吨、11624.1 吨，分别占比去年总量的 73.2%、0.8%、1.9%、

3.8%、11.2%。31项具体税目产品中，全年进口量排在前三的是长度

不超过 50 毫米的玻璃纤维短切原丝、玻璃纤维无捻粗纱、长度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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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毫米的玻璃纤维短切原丝，进口量分别为 4.9万吨、1.2万吨、1.0

万吨，与 2023 年相比增速分别为 22.5%、-45.5%、-28.6%。 

（三）行业经效情况 

1.营收与利润：实现阶段性筑底，回暖迹象显现 

2024 年规模以上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企业（不含玻璃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制品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降低 0.5%，与去年同期相比降

幅明显收窄。利润总额约为 61亿元，同比下降 38.0%，降幅同样明显

收窄。随着外围投资热潮的退去，2024年全行业在产业链前端玻纤纱

环节积极开展产能调控和产品结构优化，部分骨干企业也实施了小幅

度恢复性提价。主要问题在于产业链后端，一方面是房地产等部分细

分市场需求收缩和低价竞争导致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营收和利润

下滑明显，另一方面是在其它玻璃纤维毡布制品市场，虽然下游市场

需求稳定甚至有所增长，但受过去两年多来玻纤纱市场供需严重失衡

影响，下游缺乏对玻纤及制品整体产品价格触底回弹的心理预期，导

致部分玻纤毡布制品企业很难将玻纤纱产品提价传导下去，从而进一

步压缩玻纤制品企业利润空间。 

2024 年全行业利润总额虽然不如 2023 年，但考虑到 2023 年行

业内有不少企业通过变卖铑粉获利，加之 2024 年全行业已经对部分

玻璃纤维纱产品实施多轮小幅度恢复性提价，行业整体回暖迹象明显，

2024年行业实际主营业务利润已经基本实现阶段性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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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1年以来玻纤及制品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增速变化 

2.价格与库存：心理预期成为影响价格走势的重要因素 

回顾整个 2024 年，从供给端看，随着外围投资热潮退去和行业

内积极实施产能调控，玻纤纱产量连续两年保持低速增长；从需求端

看，除了房地产市场需求低迷外，家电、风电、汽车等玻璃纤维传统

大宗消费市场均保持稳中有增的态势，外贸出口总量更是连续两年创

历史新高，因此，全年各大玻纤纱生产企业基本不存在库存严重积压

的问题，部分时段甚至出现局部供不应求的情况。 

为此，部分玻纤纱生产企业也先后于 3 月、7 月、11 月进行了

三轮小幅度恢复性提价。但纵观全年，玻纤纱价格提升幅度有限，玻

纤制品企业则基本无法将玻纤纱提价传导下去。全行业提价信心不足，

最大的问题在于心理预期，不论是行业内企业，还是下游用户，在历

经过去两年多的市场低谷之后，对于当前玻璃纤维及制品整体产品价

格的触底回弹，都还缺乏心理预期，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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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我国部分玻纤纱及制品产品价格变化趋势图 

二、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快速提价——产能扩张——供需失衡”新一轮循环

或将带来大冲击 

随着市场供需形势的好转，尤其是 2025 年随着国家稳增长、刺

激消费等政策出台，风电、消费电子等细分市场快速升温，更多玻璃

纤维产品有望实施涨价。而一旦行业整体产品价格进入上升通道，在

当前很多制造行业需要实施减量发展模式的困难局面下，即使玻纤产

品市场难以再现 2021 年的供需紧张局面，也势必会很快吸引更多行

业内外的资本卷土重来，积极投资玻璃纤维行业，开启新一轮产能扩

张竞赛。与此同时在需求端，领涨本轮行情的风电、消费电子等市场，

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随着中国玻璃纤维整体产能规模的持续扩大，



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              中玻纤协研字【2025】2号 

 

11 

 

下游各细分市场景气周期愈发短暂。届时，一旦市场需求后劲不足，

叠加新一轮更大规模产能扩张，势必会造成更加严峻的供需失衡问题，

对整个行业发展带来更大冲击和破坏。 

（二）球窑及坩埚拉丝生产企业迎来新一轮关停并转潮 

球窑及坩埚拉丝生产企业近年来已经逐步退出增强复合材料等

池窑纱主流消费市场。包括建筑保温用玻纤网格布、大理石背贴网格

布、建筑装饰用网格布等在内的各类建筑用玻纤织物制品市场，成为

球窑及坩埚拉丝生产企业重点聚集领域。然而随着房地产业进入深度

持续调整期，整体市场需求明显收缩，大量球窑及坩埚拉丝生产企业

陷入发展困境，出现大面积减产或停产。考虑到建筑用玻纤制品市场

未来很可能长期处于“减量发展模式”，相关球窑和坩埚拉丝生产企

业势必要迎来新一轮的关停并转潮。坩埚拉丝生产工艺产线投资小、

产线调控灵活，非常适合用于生产规模小、品种多、个性化定制要求

高的各类玻璃纤维及制品，建议相关企业可以重点关注近年来发展比

较迅速的各类安全防护、电气绝缘、节能环保、农牧养殖等工业织物

制品领域，依靠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走玻纤制品深加工

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 

（三）粗放跟随式发展思维和模式亟待转变 

全球玻璃纤维产业于 1938 年在美国诞生，我国则是在 1958 年

建立了玻璃纤维工业。由于我国玻璃纤维产业起步晚，且很长时间内

在整体技术装备水平方面落后于西方，导致我国玻璃纤维行业发展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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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形成了粗放跟随式发展模式，从纤维品种、窑炉技术、工艺装

备创新，到玻璃纤维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我国企业习惯

了学习和照搬西方，原创性严重不足。然而随着我国玻纤产能持续扩

张和在全球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现有全球玻璃纤维主要应用市场已

基本被中国产品主导。与此同时，西方玻纤企业在市场占比逐步萎缩、

效益持续下滑情况下，大幅减少了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资本投入，尤其

是在新兴市场培育方面，近年来逐步陷入暂停状态，包括美国欧文斯

科宁、法国圣戈班、美国 PPG等全球知名玻璃纤维行业领军企业都已

先后退出。因此，全球玻璃纤维行业未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

中国给出答案！中国企业必须转变发展模式，从粗放跟随式发展，转

为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实施高质量发展。 

三、措施建议 

（一）积极争取产能调控优化政策，确保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作为新材料产业重要一员，玻璃纤维行业仍具备良好成长性。但

随着我国玻璃纤维产能持续扩展和在全球范围内市场占有率越来越

高，新市场拓展难以支撑中国玻纤产能继续保持快速扩张，行业亟需

由粗放跟随发展模式转变到高质量发展模式。为此，需要积极争取产

能调控优化政策，为行业调挡换速、实现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政策引导

和保障。目前我国在产和已批复在建设的玻璃纤维大型池窑生产线已

达 120 条以上。依据当前全球技术经验，池窑生产线运行寿命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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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线到期后每次技改提升会形成 50%-100%左右幅度的产能提升。

因此，即使从现在开始停止所有玻璃纤维新建池窑项目审批和建设，

仅现有在产玻璃纤维池窑产线，每年冷修技改就会带来约 60-80万吨

的产能扩张。建议国家或地方有关部门可以参照水泥、玻璃等行业实

施产能置换、保障和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措施，在玻璃纤维行业实施

产线置换措施，遏制部分地方政府和产业资本盲目持续投资玻璃纤维

纱生产线，稳定市场供需，科学引导玻璃纤维行业转型绿色低碳安全

高质量发展。 

（二）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全球玻纤产业高质量发展 

玻璃纤维具有优异的耐腐蚀、耐候、电绝缘、轻质高强等特点，

已经在建筑、汽车、风电、电子等领域形成百万吨级大规模应用市场。

然而要维持玻璃纤维行业的持续成长性，就必须持续增加科技创新投

入。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不断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中国玻璃

纤维产业已经处于全球制高点，因此必须担负起引领全球玻纤产业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职责，大力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科技

创新，不断提升行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水平，持续培育行

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更多领域发挥玻纤新

材料的材料赋能作用，探寻行业发展新蓝海。 

（三）加快光伏新能源、安全防护、海洋开发建设、智慧物

流、绿色建材等潜在大型市场培育 

过去几十年来，玻璃纤维先后实现在房地产、汽车、电子、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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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消费市场的大规模推广应用，为玻璃纤维行业快速发展壮大提

供了重要支撑。因此，未来要继续保持玻璃纤维行业的持续发展，必

须加大对重点潜在消费市场的培育工作。目前玻璃纤维在光伏新能源、

安全防护、海洋开发、智慧物流、绿色建材等领域已经体现出较大的

应用价值，潜在应用市场规模巨大。后续要重点加大对上述各大潜在

应用市场的培育工作，通过汇聚全行业各方资源、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并借助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标准制定、应用示范和新市场规范化建

设等工作，积极拓展行业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四）积极开展行业自律管理，加强细分市场规范化建设 

当前行业正在逐步转变发展模式，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塑造行业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积极开辟应用新领域新赛道。为避免因多数企业

仍习惯于实施跟随式发展模式而在开辟新市场过程中出现一哄而上

和同质化恶性竞争，尤其是在光伏新能源、安全防护、智慧物流、绿

色建筑等细分领域，要严把产品质量关。为此，行业协会将积极探索

开展产品质量与行业自律管理创新，依托绿色建材评级、企业信用评

级、行业规范管理企业创建及细分领域产品质量分级、质量领跑者评

选等工作机制，探索在新能源汽车控火毯、家用灭火毯、光伏用玻纤

增强塑料边框、智慧物流托盘等细分产品市场开展行业自律与产品质

量管控，确保重点培育细分市场合理有序竞争和持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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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欧文斯科宁公司退出玻璃纤维行业，中国玻璃纤维企业已经

站上全球玻璃纤维行业发展的制高点，未来整个全球玻璃纤维行业如

何行稳致远，继续不断发展壮大，就要看中国企业如何给出答案。漫

漫前路，唯靠自己探索前行。为此，全行业同仁必须逐步转变粗放跟

随式发展思维和模式，紧紧围绕如何实现“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

开展科技创新，积极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塑造行业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为全球玻璃纤维行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中

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引领全球玻纤产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 

 

（备注 1：此为原创报告，如需引用相关数据或部分章节内容，请注明出处） 

（备注 2：此为中国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年度运行首发权威简报，由中国玻璃纤

维工业协会编撰并于每年 2 月 28 日定期发布。关于年度行业更多运行数据及解

读分析，请关注每年 4 月份召开的全国玻璃纤维行业工作会相关专题讲座。如需

更多无机连续纤维及制品行业各细分领域个性化咨询报告，请与中国玻璃纤维工

业协会秘书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