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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如果 3D打印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制造业也许不再
运用工厂这种将人力、资金、设备等生产要素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方式,而转变为
一种以 3D打印机为基础的、更加灵活、所需要投入更少的生产方式 
 

“3D打印”会颠覆传统制造业吗？ 
 

本报记者   孙永剑  
 

  尽管 A股指数连创新低，但近日个股表现依然活跃，其中表现最出色的当属最新的革命性概
念——3D 打印。日前，南风股份公告子公司南方风机研究所将投资“重型金属构件电熔精密成
型技术项目”，总投资 1.68 亿元。据了解，南方风机研究所投资的项目就是国际上流行的 3D 打
印技术。受此消息推动，近日与 3D 打印相关的上市公司，如银邦股份、南风股份和中航重机，
表现十分抢眼。而在国外，3D打印技术已在资本市场上有了不俗之表现。目前，生产 3D打印机
的两家企业已经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一家叫做 Stratasys，另一家叫做 3DSystems公司，2011年
营业收入分别为 1.7 亿美元和 2.9 亿美元。宝马、戴尔、英特尔、耐克等世界 500 强企业都是它
们的客户。这些 3D打印机公司，正在以每年 50%以上的增长率增长着。 
  数码制造业初现端倪 
  3D打印是什么？国内 3D打印机制造商南京紫金立德公司的销售经理蔡先生对此颇为精通，
日前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这样描述：通过“3D 打印机”我们可以打印出会飞的飞机、可以
发动的马达、可以奔跑的汽车、可以射击的枪，或是一块能吃的蛋糕、能穿的衣服与鞋子等等。

只要你能找到足够的材料和一张足够细致的立体模型图，3D 打印机甚至可以打出一栋真实的房
子⋯⋯“这项技术定将有力推动‘数码制造业’的发展。 
  在蔡先生传给本报记者的电子邮件当中有这样的视频：那是一台和普通打印机在外观上并无

太大区别的 3D打印机，工作人员输入一张 1.5毫米的 PVC膜，过两三个小时，从打印机里出来
的竟然是一匹立体的马、人体骨骼等等。“紫金立德制造的 3D打印机，是引进以色列的 3D打印
技术。可按照电脑里的 3D 数据，将 pvc 膜进行切割、叠置，然后烧结成实物。打印出的产品坚
固耐用，可以在上面打孔、抛光。”蔡先生说。 
  据蔡先生介绍，3D打印机可根据需求不同，使用不同的材料，可以是 pvc膜、树脂、塑料，
也可以是钢材、木料等等，打印出的产品可以是齿轮、螺丝钉、涡轮增压零件等工业用品。而打

印机可根据功能不同可区分为大型、中小型、便携式等等，便宜的不过几万元，贵的则高达上千

万元。目前，国外已制造出大型 3D 打印机，可一次性“打印”出完整的成品房屋。但对于汽车
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只能首先“打印”出零部件，然后再由人工进行组装成完整车辆。 
  据悉，世界上第一辆“3D 打印汽车”于 2011 年 9 月在加拿大亮相，该车命名为 Urbee，是
一辆三轮、双座混合动力车。它使用电池和汽油作为动力。虽然单缸发动机制动功率只有 8马力，
但由于其小巧轻便，最高时速可达 112公里。 
  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奏 
  既然 3D 打印技术具有如此神奇的实用价值，那么这项技术对于推动工业产业，尤其是制造
业的进步有何意义？著名的《经济学人》作了更为透彻的描述——这是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能

够促成第三次工业革命。 
  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有何不同之处？《经济学人》指出，在 3D 打
印技术得到广泛运用的情况下，制造业也许不再运用工厂这种将人力、资金、设备等生产要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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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集中化的生产方式，而转变为一种以 3D 打印机为基础的，更加灵活、所需要投入更少的生
产方式。《经济学人》将这种趋势称之为“社会化制造(SocialManufacturing)”，当这种方式得到广
泛的运用，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家工厂。 
  从事着建筑和设计行业的人，对 3D 打印技术其实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经常需要用到一种叫
“快速成型”的技术，将设计的原型给制作出来，展示给客户看。在从前，这种原型的制作非常

麻烦，因为工厂首先需要制作一个模具，然后把原料浇铸在里面，这样才能把原型制作出来。但

当工厂制作完成之后，模具就变得没有用处——这种生产方式浪费原料，生产成本自然比较高，

所需要的生产周期自然也比较长。 
  与这种先制作模具，然后才能把设计原型制作出来的生产方式相比，3D 打印机拥有相当的
优异性，它能够一次性、直接地把客户所需要的设计原型给制作出来。由于无需经过制作模具这

一步骤，客户能够节约时间，工厂能够节约成本，同时所制作出来的物体，也将和设计图纸一样，

能够更加精确。原因在于，3D 打印机能够直接将物体“打印”出来——首先人们能够通过电脑
创建一个三维设计图，然后打印机对这个立体原型进行“切片”，分成一层一层的，然后打印机

开始工作，将原材料按照设计图一层又一层的叠加上去，直到最终成型。当然，3D 打印机所使
用的材料，自然不是喷墨打印机里面的墨水，而是一些可以发生固化反应的材料，现在可以作为

原材料的东西已经多种多样，包括树脂、塑料、陶瓷、金属等等。3D 打印技术的部署成本越来
越低，以现在的价格，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台 3D打印机。 
  资本市场新宠 
  3D打印技术作为新兴产业，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也备受追捧。尽管 3D打印在中国还是新兴
行业，但在经济转型期间，旧行业很难看到希望，导致估值极低，而能带来无限想象空间的新兴

行业，尤其是革命性的公司，其发展潜力无可估量。这两天，3D 概念股的出色表现已经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蔡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满怀信心地说：“3D打印技术已不再停留在概念上，
在未来两三年，必将诞生出全新的朝阳产业。” 
  近日，从板块动向看，3D 打印概念股前期都有量能放大的过程，显示出有新增资金明显介
入的迹象，龙头品种仍有望继续涨停。有行业人士戏言：“神奇的 3D打印技术正在打印大牛股。” 
  而国外 3D 打印技术在资本市场上发展之快更是令人瞠目。以世界上最大的 3D 打印机公司
Stratasys为例，从 2009年到现在，短短 3年间，它的股价从 8美元，涨到了 64美元，涨了 8倍。
3D打印机的技术，改变了美国制造业的格局，以至于美国《时代》周刊已将 3D打印产业列为“美
国十大增长最快的工业”，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认为它将“与其他数字化生产模式一起推动

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了表示支持，去年 6月份，美国出台了相关政策，扶持 3D打印机行业，
数亿资金开始涌入这个新兴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