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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随着电子产品的日新月异和迅猛发展，对电子组装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挠性电路（柔性电路）

应运而生，它能够适用表面安装技术并能够被弯曲成无数种所需的形状，显著增强了有效使用密度，形成

了高密度的组装形式。挠性覆铜板 FCCL 是制造挠性电路板 FPC 的重要基材。全球 FCCL 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26.4 亿美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44.8 亿美元。电子级 PI 薄膜作为 FCCL 的主要原材料，需求随 FCCL 同

步增长，2019年全球FCCL产业PI薄膜需求量达14877.5吨，国内需求量4869.0吨。从FPC产值看，2014-2020

年国内 FPC 产值从 290.7 亿元增长至 526.0 亿元，复合增长率 10.4%。下游新型电子产品的发展为 FPC 行

业注入新增长动力，2021 年 FPC 产值可增长至 544.4 亿元，促进电子级 PI 薄膜市场持续扩容。聚酰亚胺

（PI）薄膜因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电性能、化学稳定性以及很高的抗辐射性能、耐高温和耐低温性能

（-269℃至+400℃），成为挠性覆铜板的主要绝缘基材。近年来，我国在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

膜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内企业加大了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的力度，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越来越多的

国内上市公司进入 PI 薄膜行业，促进了国内高性能 PI 薄膜产业的发展，国产化趋势增强。

挠性印制电路（FPC）是一种柔软、可弯曲的电路板，主要用于连接和互连电子设备中的柔性电路。

它通过在挠性基材上形成电路来实现功能,挠性覆铜板（FCCL）是将基材与黏结剂、金属箔压合成一体的

材料，用于制作 FPC。它提供了挠性基材，使得 FPC 得以实现其柔性和弯曲性。挠性印制电路（FPC）是一

种具体的电路类型，而挠性覆铜板（FCCL）是实现 FPC 功能的关键材料。FCCL 通过其结构和制造过程提供

了挠性和弯曲性，使得 FPC 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电子设备设计。

目前与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相关的标准有 GB/T 13555-2017 挠性印制电路用聚酰亚胺

薄膜覆铜板。对比 GB/T 13555-2017 《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团体标准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提

升。首先，在材料性能方面，该标准对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的物理和化学性能提出了更高要

求，确保了材料在高温、高压等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此外，测试方法的创新性体现在对材料性

能的评估更加精准和高效，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这一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反映了行

业技术的进步，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高性能电子设备对材料的严格要求，推动了电子行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目前，国家标准层面暂时对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没有标准化文件，处于标准空白点，急需立

项标准，填补标准空白点，推动市场化发展。

制定《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团体标准，还有如下重要意义：

1、规范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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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的制定有助于规范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市场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行为。通过明

确产品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包装运输等内容，可以有效防止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同时也为生产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2、提升产品质量

团体标准对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进行明确规定。这些性能指标的设定是基于市场需求和行业经验，能

够确保产品在实际应用中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制定团体标准有助于提升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

薄膜的整体质量水平，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推动技术创新

团体标准的制定过程涉及行业内的多家企业和专家，共同研究、探讨产品的技术发展方向和市场需求。

这种合作与交流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的未来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4、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和技术合作日益频繁。制定团体标准有助于我国挠性覆铜板用电子

级聚酰亚胺薄膜行业与国际接轨，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通过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可以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行业的发展。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提出并归口。本标准由株洲时代华鑫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国风先进

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大同共聚(西安)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博雅聚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天缘

电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科玖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2、主要起草单位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株洲时代华鑫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国风

先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

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

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聚酰亚胺行

业资深专业人员，压力传感器行业管理人员

大同共聚(西安)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博雅聚力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天缘电工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中科玖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聚酰亚胺生产数据、试验

方法，参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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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机械行业现

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

编制。

四、标准编制过程

4.1立项阶段

2024年10月28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立项。

4.2 起草阶段

4.2.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编制需要，株洲时代华鑫

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国风先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大同共聚(西安)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博雅聚

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天缘电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科玖源新材料有限公司等机构相关专

家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4.2.2 形成标准草案：根据工作计划及分工安排，在系统参考、学习已有标准及研究的基础上，标

准制定工作组完成《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各部分内容，并于2024年11月24日汇总形成标准

草案。

4.2.3 2024年12月10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挠性覆铜板用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团体标准

讨论会，与会代表3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标准编制组就该标准立项背景和标准框架分别进行了介绍。与

会专家和代表就标准名称、框架结构、定义、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

该标准编制工作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内容的完善措施和修改意见、建议。

在讨论会结束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3 征求意见阶段

2024年12月25日，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由编制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企业株洲时代华鑫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国风先进基础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大同共聚(西

安)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博雅聚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天缘电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科玖

源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产品数据得到以下主要技术内容：

1、标称厚度：指聚酰亚胺薄膜在理想状态下设计的厚度规格，标称厚度决定了聚酰亚胺薄膜在不同

应用场景中的适用性。

2、拉伸强度：指聚酰亚胺薄膜在拉伸过程中，单位面积上所能承受的最大拉力。它是衡量薄膜机械

性能的重要指标。

3、断裂伸长率:指聚酰亚胺薄膜在断裂时的伸长量与原始长度的百分比。这一指标反映了薄膜的柔韧

性。在柔性电子设备中，如可折叠手机屏幕的保护膜，需要较高的断裂伸长率。当手机屏幕折叠时，保护

膜能够随之伸展而不断裂，确保屏幕的正常显示和使用寿命。对于一些需要频繁弯曲或变形的应用场景，

断裂伸长率高的聚酰亚胺薄膜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提高产品的耐久性。

4、模量：指材料在受力状态下应力与应变之比，反映了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对于聚酰亚胺薄膜来

说，模量主要包括弹性模量和剪切模量等，它是材料刚度的一种度量。

六、标准水平分析

6.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暂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故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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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与国际标准及国外标准水平对比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6.3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无重复交叉现象。

6.4 设计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经查，本标准没有涉及国内外专利。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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