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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的业内人士认为,3D打印“将与其他数字化生产模式一起推动和实现第三
次工业革命”。3D打印产业将对中国制造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 3D打印产业在
中国的发展面临哪些瓶颈,未来该如何发展？ 
 

3D打印产业：瓶颈犹存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牛建宏  
 

  “一个人就可以是一家工厂。”这句话针对 3D打印机的流行说法，让刘洋有了深刻的体会。 
  刘洋想给自己的收藏品配备一个有品位的底座，但在市场上选了很多天都没有合适的，于是，

在朋友的建议下，刘洋决定 DIY——花 4000元采购了一台个人桌面 3D打印机，然后到淘宝上购
买一些常见的 ABS塑料作为耗材。 
  打印时，先在电脑上通过网络接收在美院担任老师的朋友发来的三维建模数据，之后只要按

下打印按钮，再花上数小时功夫，就能打印出一款个性化的底座——花费也就在 5－10元之间。 
  “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迅速打印出自己的灵感之作，我也可以开设自己的艺术品工厂了。”

刘洋笑着说。 
  有这么一种打印机，它可以打印出会飞的飞机、可骑的自行车，或是一块能吃的蛋糕，能穿

的衣服与鞋子，甚至加上关键零部件就可打印出一把可以射击的步枪⋯⋯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

已经存在的现实。 
  近年来，3D 打印应用愈加广泛，遍及教育行业、建筑设计、金属铸件、产品原型设计、娱
乐与艺术等领域。媒体曝光度也越来越高，阿凡达、钢铁侠 2 的人物模型道具制作采用了 3D 打
印的技术，3D电影热潮进一步推动 3D打印应用。 
  《经济学人》杂志称，3D打印“将与其他数字化生产模式一起推动和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3D 打印机将像蒸汽机、内燃机和计算机一样，开创一个崭新的工业
时代。 
  3D 打印产业将对中国制造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 3D 打印产业在中国的发展面临哪些瓶
颈，未来该如何发展？ 
  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 
  “作为新的生产方式，3D打印技术正在成为新技术革命的代表。3D打印技术的发展将对我
国的制造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带来重大挑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博士李梦娟对

本报记者说。 
  李梦娟认为，3D 打印技术使得生产和消费的本地化趋势加快，这种制造方式将改变传统的
产业布局区域分布，打破传统生产贸易的区域布局。 
  “因此，我国传统制造模式下建立起来的加工贸易的产业优势将会逐渐消失。传统生产方式

的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获利能力会更低。”李梦娟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坏消息。在众多的业内人士看来，如今，中国的人口红利渐退，正在寻求产

业升级之道。可以说，中国制造业完善的产业链、娴熟的生产工艺，都为 3D 打印技术在国内的
技术转化、普及奠定不可替代的基础。 
  在李梦娟看来，随着 3D 技术的不断成熟，打印出的产品的生产成本会不断降低，小型企业
甚至是独立的个体都可以独立完成产品制造，产品生产会从工厂化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 
  “这种新的制造方式将使得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从传统的大公司生产转变为小企业甚至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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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松散的组织结构。”李梦娟说。 
  “全球经济衰退之时就是新技术、新产业诞生之时，我们要抢抓机遇，促进 3D 打印技术在
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亚洲制造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罗军说。 
  据罗军介绍，亚洲制造业协会目前正在规划亚洲先进制造业园区，将把 3D 打印技术作为龙
头产业来扶持，并在近期加紧组建全国性的 3D打印技术研发基地和产业示范基地。 
  在中国，也有不少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得风气之先”投入这一领域。今年 9月，A股上市
公司南风股份公告其子公司将投资“重型金属构件电熔精密成型技术项目”，总投资 1.68 亿元。
据业界人士介绍，该项目就是国际上通称的 3D打印技术，盈利前景十分看好。 
  瓶颈犹存 未来可期 
  据了解，目前，全球生产 3D打印机规模最大的两家企业已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他们 2011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7亿美元和 2.9亿美元。许多世界 500强企业都是它们的客户。 
  据《经济学人》杂志预计，3D 打印行业的收入增长率在未来几年内将达到 50%以上。美国
《时代》周刊更将 3D打印产业列入“美国十大增长最快的产业”。 
  但记者了解到，在国内，虽然大家对 3D打印技术有所了解，对 3D打印的产品优势也认同，
但敢于“吃螃蟹”的企业却相对非常少。而且，少数几家 3D 打印企业还处于“单打独斗”的初
步发展阶段，产业整合度较低，主导的技术标准、开发平台尚未确立，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还处

于无序状态。 
  瓶颈之一是耗材的局限性。“3D 打印发展的瓶颈之一在于材料的局限性。”中科院化学研究
所研究员、新材料实验室主任宋延林说。在他看来，现在真正利用在工业制造领域的 3D 打印产
品还非常有限，更多的是用来做模型、模具来简化生产环节。而在民用方面，3D 打印更像是工
艺品的一种制造方法，实用性也非常有限。 
  据了解，目前，3D 打印的耗材非常有限，现有市场上的耗材多为石膏、无机粉料、光敏树
脂、塑料等。如果真要“打印”房屋或汽车，光靠这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最重要的金属构

件，这恰恰是 3D打印的软肋。 
  而在罗军看来，3D 打印技术的发展，依托于信息技术、精密机械以及材料科学等多学科的
尖端技术。罗军认为，我国目前的软肋在于自动化控制系统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运

行稳定性有待提高。 
  在李梦娟看来，3D 打印制造方式要求加快调整支撑工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李梦娟建议，要
调整教育制度。“新的制造方式下，需要生产人员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要对客户的需求能

做出快速响应，还要具有良好的设计能力与创意。我国的教育制度不能仅满足于培养合格的工人，

应该多培养一些创新型人才。这对我国现行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梦娟

说。 
  李梦娟建议，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3D打印技术所使用的成型技术和生产的数字化
产品更加容易复制，知识的传输更为便捷。这要求根据新技术特点加强工业知识产权方面的研究，

完善知识产权所有人和权属的利益关系。”李梦娟说。 
  李梦娟还建议，要调整政府行业管理方式。在李梦娟看来，3D 打印技术所引起的生产方式
的变革，使得生产者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小型组织或者企业都可以进入产品

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进一步下降，政府通过投资控制和生产规模控

制来管理行业变得更加困难。 
  相关链接: 
  什么是 3D打印 
  3D 打印是应用计算机软件，设计出立体的加工样式，然后通过特定的成型设备，用液化、
粉末化、丝化的固体材料逐层“打印”出产品。 
  3D打印是“增材制造”的主要实现形式。“增材制造”无需原胚和模具，就能直接根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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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图形数据，通过增加材料的方法生成任何形状的物体，简化产品的制造程序，缩短产品的研制

周期，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