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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火箭、飞机、汽车、国之重
器，小到食物、玩具、球鞋、细胞……3D
打印（也称“增材制造”）技术正在不
断拓展人类的想象边界。

当前，3D打印产业扩张势头
正劲。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截至第三季度末，我国3D打
印设备产量实现同比两位数增
长。另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报告，预计到2025年，中国3D打印
市场规模将超过630亿元，在过去
的10年里，实现了30倍增长。同
时，3D打印的应用场景也不断拓
展深化，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与数字
经济高质量融合，成为我国培育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我国制造技术如何从传统的
锻造切削，发展到如今的万物皆可

“打印”？近日，《证券日报》记者深
入调研了多家产业链企业，以探寻
3D打印技术的进化之路。

呈现三大新特征

3D打印技术是依据三维建
模，通过逐层添加材料的方式制造
实体零件的技术，是高端制造的重
要组成部分。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3D打印行
业的发展，推动产业走深向实。
201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委
印发的《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
进计划（2015—2016年）》提出，加
快增材制造技术发展，尽快形成产
业规模，对于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
升级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2月1
日起施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24年本）》明确，鼓励发展增
材制造装备和专用材料。

同时，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1月1日，将
有4项增材制造国家标准生效。

今年以来，我国3D打印产业
相关产销数据保持强势增长。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3D打印
设备产品产量在2024年前三季度
同比增长25.4%。据海关总署统
计，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3D打印
机出口总金额达63.3亿元（不含零
部件），已超越去年全年总金额。

目前，我国已在连续纤维3D打
印、多材料打印、纳米级打印等技
术方面实现重大突破，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且专为3D打印量身定制的
新材料也在加速开发和认证中。

“与模具成形等传统制造技术
相比，3D打印简化了生产流程，可
以实现复杂结构的一步成型，大幅
节约制造时间和所需原料。”灼识
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咨
询总监陈一心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当前，我国3D打印技术与国
际领先技术相比已经没有代差。

随着技术不断更迭，3D打印应
用“全面开花”，越来越多的创意从
图纸走向现实。例如，在航空航天
等高端制造领域，3D打印技术已经
从“可选项”过渡到了“必选项”。

2023年，世界首枚“3D打印火
箭”点火发射，其85%的材料由3D
打印完成。看似难以想象，实则我

国早已在践行。中研普华产业研
究院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航天航
空3D打印市场主要集中地之一。
航空航天3D打印技术正在向天空
探索、卫星通信、无人机等细分领
域拓展。

聚焦航空制造的深圳光韵达
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韵达”）董事会秘书张洪宇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3D打印航
空零部件的设计灵活度高，对于复
杂结构制造能力强，能够直接制造
出传统加工方法难以实现的复杂
形状或具备复杂内部结构的零部
件，同时，还可以实现轻量化设计。

航天航空之外，3D打印在汽
车制造、生物医疗等领域亦有很多
应用场景，并通过与人工智能融
合，实现“落地”生产端。

“3D打印技术已经可以实现
镂空一体化打印。例如，在汽车制
造行业，零部件精密的底盘，在建
模中可以实现微调并批量化生产，
大幅降低成本。”广州搞搞镇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崔健南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而在再生医疗领域，小小个头
的3D打印机甚至可以制造出“细
胞”。深圳市西格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刘志远向《证券日
报》记者透露，相关搭载公司技术
的类器官3D打印设备已投入实验
室试用，未来有望在药物筛选和器
官修复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当前，我国3D打印产业发展
呈现出三大新特性，即技术突破
快、应用广、融合强。”北京斯克莱
特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许方雷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场对高性能、快速原型制作的需
求与日俱增，这将带来巨大的产业
发展空间，吸引更多“玩家”入局。

可以说，我国3D打印产业已
进入快速成长期，一场制造业的

“蜕变”正在展开。

产业链融资扩产忙

随着钛合金等金属3D打印技
术快速应用到消费电子等领域，国
内3D打印产业头部企业也迎来了
订单上升的“春天”。

今年以来，国内3D打印产业
头部企业如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曙高科”）、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铂力特”）等公司的
产品订单量激增。同时，记者也在
调研中了解到，多家企业表示对
2025年行业前景保持乐观。

铂力特董事会秘书崔静姝表
示，当前公司订单充足，生产经营
有序开展，正全力推进项目交付。
预计明年产业链下游需求将持续
放量。

随着上游材料和设备，以及下
游应用的持续增长，多家3D打印头
部企业也把扩充产能视为首要任
务。其中，铂力特正在金属3D打印
定制化产品生产线上大幅扩产；华
曙高科增材制造设备扩产建设项目
也已正式启动，一期投资约6亿元。

“公司正不断提升算法，满足
行业对高精度批量生产的需求，并

以自主的工业级增材制造设备为
硬核，持续进行关键技术攻坚。”华
曙高科董事会秘书刘一展表示。

从行业发展态势来看，3D打
印技术已经迈过“0-1”的阶段，进
入高速发展期，在国产化与渗透率
方面仍有巨大空间。一旦在新的
领域实现量产，将有望进一步打破
行业天花板。

据深圳市中研普华产业研究
院有限公司预测，2024年中国3D
打印市场规模将达到415亿元。与
此同时，我国3D打印设备正在加
速“出海”。

产业链的蓬勃发展，亦吸引了
众多资本的青睐。今年以来截至
目前，我国3D打印领域投融资规
模总额已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
40%，多家企业市值屡创新高。其
中，行业一级股权投融资热度高
涨。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等纷纷选择进军3D
打印产业。

《证券日报》记者进一步梳理
3D打印板块上市公司公告发现，
三成以上公司正处于扩张阶段。
在融资事件中，A轮事件数量占比
约40%，天使轮/种子轮融资事件占

比约为32%。同时，多家企业在发
展壮大后，积极加入资本化“队列”
进行融资扩产，行业整体进入产融
规模化阶段。

直面成长的烦恼

风光无限的背后，3D打印行
业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材料限
制、打印速度慢、成本高、质量与强
度难把控、行业标准与认证不健全
等正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

许方雷表示，目前可用于3D
打印的高性能材料种类相对有限，
且打印速度相对较慢，打印成本较
高，限制了其在大规模生产中的应
用。同时，该技术在航空航天和医
疗等领域的应用，尚缺乏统一的行
业标准和认证体系。

此外，由于技术门槛高、资金
投入大等原因，我国3D打印行业
集中度长期偏低。前瞻产业研究
院数据显示，我国3D打印产业规
模以上企业有近200家，但其中多
为中小企业，研发能力相对较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李钢坦言：“要加强统
筹规划和政策牵引，打造3D打印

骨干企业，并扶持中小企业，不断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构建以企业为
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还应
强链补链，培育产业集群。”

面对挑战，产业链正在积极
“闯关”。以电子领域企业深圳嘉
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公司正精进多种主流3D成型技
术，并布局精磨等表面处理工序，
以确保高质量产出。

“铂力特正通过优化打印算
法、开发新型材料、提高模具的生
产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和提高效
率。”崔静姝说。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已有多地
将加码发展3D打印产业。例如，
今年4月份印发的《陕西省培育千
亿级增材制造产业创新集群行动
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全省增材制
造产业链发展的“路线图”。

对于产业未来，中国联合国采
购促进会副秘书长宋嘉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政策、
资本、应用共振，将进一步确保3D
打印质量和安全，助力整个产业向
规范化、专业化迈进，并在全球占
据‘创新高地’，走出中国智造‘新
未来’。”

3D打印进化之路：突破想象边界 绘就智造未来 本报记者 王 僖

随着近年来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丙酮产业链
正迎来新变化。据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卓创资讯”）预测，2024年国内丙酮产量继续
呈现增长趋势，预计全年丙酮产量约为 330.9万吨，
同比增长约28.5%。

卓创资讯分析师宁利红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近三年以来，在国内丙酮产业链产能快速扩张
下，上下游产品产量均出现明显增长，进口依存度明
显下降，产业链产品出口渠道不断扩张，出口增速大
幅提升。”

国内丙酮产能快速提升

在过去几年里，国内丙酮产业链经历了快速扩
张期。2020年至2024年，我国丙酮的产量整体呈现
上涨趋势。同时，新增产能呈现出大型化、一体化的
发展趋势。

宁利红表示，2021年以前，国内丙酮市场长期
处于紧平衡状态，行业盈利水平相对稳健，因此生
产企业保持高产状态。2022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后
至 2023年，国内相关装置投产比较集中，到了 2024
年，在国内现货偏紧以及内外盘倒挂明显等因素的
支撑下，中国丙酮的产能利用率和产量均呈现增长
态势。

据了解，随着近年来国家对民营炼化扶持力度
的加大，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利华益维远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远股份”）、恒力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等炼化一体化企业也为丙酮供应提供了巨
大支撑，使得民营企业在丙酮产能占比中迅速增加。

同时，随着国内丙酮产能的快速提升，丙酮产业
链产品的出口量增速表现也尤为明显。以下游产品
MMA（甲基丙烯酸甲酯）为例，卓创资讯数据显示，
2020年以来，国内市场MMA出口持续呈现增长态
势，五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3.33%，2024年出口量有望
达到30万吨附近，或创近五年之最。

对于2025年及接下来几年丙酮产业链的发展趋
势，宁利红表示：“随着上下游新建产能的陆续释放，
市场供需格局将继续呈现白热化态势。同时，随着
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产业链利润或逐渐向中端产
品转移。”

产业链热盼需求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丙酮产业链产能的提升，虽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相关企业在技术、规模等方面
的壮大，但在市场供需失衡的背景下，行业利润下
降，也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经营压力。

维远股份相关工作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今年以来，单就丙酮的价格而言，比 2023年有
所上涨，但是其下游产品如双酚A及PC（聚碳酸酯）
等价格出现了下滑，今年公司双酚A开工率也有所
下降。”

卓创资讯分析师华夏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2024年受行业一体化趋势推动，中国双酚A产能继
续扩张，预计 2024年将增长至 576.5万吨，产能增长
较快。

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平抑新增产能投放及行业
整体产能快速上涨的压力，国内双酚A生产装置开
工的调节成为库存去化缓解供应压力的主要途径。
此外，中国双酚A的出口规模也在今年创下了近五
年的最高水平。

在华夏看来，尽管当前出口规模尚未形成，但由
于国内双酚A需求相对饱和，价格处于洼地，而亚洲
部分地区双酚A消费市场仍有增量空间，所以未来
海外市场的开拓，将是缓解国内双酚A行业供给压
力的主要途径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多家丙酮产业链企业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期盼 2025年在国家提振消费等政策的推
动下，行业需求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改善。

丙酮产量创新高
出口增加有望缓解供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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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雨瑶

临近岁末，各白酒企业一年一
度的经销商大会渐次开幕。12月
25日，贵州茅台酒2025年全国经销
商联谊会在贵阳举行。近期，宜宾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
粮液”）、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州习酒”）、贵州唐庄酒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庄酒业”）等
也相继举办了经销商大会。各大白
酒企业在经销商大会上不仅就
2024年工作进行了总结，也特别对
新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从记者收集的信息来看，2025
年或是白酒行业应对挑战的关键一
年，以至于实施转型、促进产品量价
平衡、做好消费市场培育等被各酒
企经销商大会频频提及。

分化与调整是主旋律

2024年白酒行业寒意未褪，分
化和调整仍是行业的主旋律。

今年，白酒行业增速放缓信号
明显。从三季度数据看，A股市场
20家上市酒企中，仅有 7家的营收
实现了双位数增长。而随着头部酒
企在价格、品牌方面的“降维打击”，
中小酒企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挤
压，部分区域性酒企面临亏损压力。

针对2024年的市场表现，不少
白酒业界人士直言，2024年白酒行
业遭遇了诸多困难。

“2024年，白酒行业由高速发
展后的‘下行期’进入到消化积累
问题的‘熵减’转化阶段，前三季
度上市酒企呈现集体降速趋势。”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莉在
经销商会上表示，微观层面，茅台
酒也面临了自身周期调整，集中于
需求侧的挑战比以往调整期更为
复杂。

尽管当前市场面临诸多挑战，
但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州茅台”）方面却表示，公司

“两个基本”没有改变。一是茅台酒

的基本属性没有变，社交、收藏等基
本属性依然是茅台酒的固有属性；
二是茅台酒的基本需求面没有变，
茅台酒的需求依然旺盛，且会随着
宏观经济转型、国际化拓展而持续
扩大。

贵州茅台表示，当前的“供需不
适配”问题仍然是公司市场工作的
核心挑战，包括营销策略与客群变
化不适配，产品投放与市场需求不
适配，服务水平与消费者需求的不
适配，以及渠道协同度与消费者触
达不适配。

此外，对于行业2024年度发展
态势，业内普遍认为，中国白酒总量
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未来主要看结
构提升和格局演变。在行业向全国
名酒和省级龙头双集中的态势下，
创新才是制胜法宝。

知名酒企渠道下沉

不少酒企还在经销商大会上透
露了2025年工作重点。

新的一年，贵州茅台如何攻坚
克难？王莉表示，核心就是要坚持
以消费者为中心，持续做好“三个转
型”，不断强化渠道协同、增强消费
触达、促进消费转化，解决好根本性
的“供需适配”问题。

而在产品投放方面，贵州茅台
将于 2025 年调整飞天 53 度 500ml
茅台酒、珍品茅台酒、飞天 53 度
1000ml 茅台酒等产品投放量，进
一步强化“普茅大单品”作为橄榄
形产品矩阵“金字塔”底座的地
位，激活终端消费动能，提升消费
触达率。

五粮液则将稳价定为了新一
年的重点工作。尤其是对破除千
元价位段竞品纠缠的问题，公司强
调，既要稳价格也要抢份额，全面实
施“一地一策、一商一策”，强化 39
度五粮液、1618五粮液与第八代五
粮液的战术协同，重点打造高地市
场、重点市场，加快布局弱势市场、
空白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从经销商大会

透露出的信息来看，破除经销商盈
利难题是酒企共同的心声。其中，
贵州习酒表示，习酒会更加注重经
销商的利益诉求，想方设法扶持与
习酒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经销商；
贵州茅台 2025年的市场工作则更
突出“上下同欲、厂商同心”。

“总的来看，2025 年国内白酒
行业仍将承压，但是理性发展已
经成为行业共识，并且随着国家
相关刺激消费政策不断落地，以
及酒企积极去库存、调价格等行
为，白酒行业整体将进入平稳发
展阶段。”一位不愿具名的白酒行
业分析师向记者表示，2025年，优
势酒企的优势产品可能会出现价
格的温和反弹。而此轮优胜劣
汰，也有利于白酒行业的转型升
级和长期发展，为行业恢复增长
奠定了基础。

武汉京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竹青对记者表示，随着名酒的战
略调整和渠道下沉，2025年区域酒
企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白酒品牌经销商大会密集召开 保障经销商盈利成行业共识

贾 丽

在时代的浪潮中，3D打印技
术正引领着制造业的变革，描绘着
个性化定制与智造批量生产的未
来蓝图。

近年来，中国3D打印产业凭
借快速增长的产业规模和技术实
力，成为了国家产业升级和数字化
转型的关键力量。然而，市场的波
动与激烈竞争，也让3D打印产业
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了颠簸。

那么，站在技术革新与市场适
应的十字路口、创新与经济转型的
交叉点，中国3D打印如何实现高
质量发展？

首先，直面市场“碎片化”挑
战。碎片化是指市场出现的资源分

散、产业链协同不足、企业竞争力参
差不齐等现象。2024年全球3D打
印市场中，企业退市、倒闭、并购事
件频发，市场波动剧烈。国内市场
迅速崛起，却也面临“碎片化”挑
战。对此，国内头部企业可以借助
并购、联盟整合资源，促进核心竞争
力提升。同时，各地应为中小型创
新企业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推动

“大带小”模式，形成群聚效应。
其次，破解“高成本”难题。

3D打印的材料、设备高成本问题
是企业生存的一大挑战。在高精
度领域，部分设备的价格甚至可达
到每台数十万元甚至百万元，多数
中小企业难以承受。

对此，国内3D打印企业需在
创新中求变，通过合理增加层高、

填充密度等方式，优化打印设置，
寻求技术突破，降低原材料和设备
成本。同时，企业应提升设备的打
印速度和精度。

最后，向“快”“精”“新”持续突
破。在部分领域，3D打印速度仍有
待提升。企业可以从优化算法、智
能切分等方面着手提升打印提速，
以满足大规模生产需求。除了在
零部件小批量生产、修复替换等领
域发挥作用外，3D打印企业还应聚
焦高附加值领域，创新模式、产品，
不断发现更佳的3D打印应用场景。

如今，中国3D打印产业不仅
是技术创新的先锋，更是各产业升
级的重要推动力。期待中国3D打
印产业不断探索、壮大，为中国各
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3D打印要向“快”“精”“新”持续突破

图①“奥斯卡小金人”等3D打印玩具 图②“黑神话悟空”3D打印模型 刘晓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