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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公告： 我国激光制造业谋求突破    

     

    我国激光制造业谋求突破  

    ——第210次香山科学会议研讨“激光制造与未来技术产业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制造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制造技术从石器时代依靠人力本身制造简单的工具开始，经历

了力加工、火焰加工和电加工的历史进程，到了上世纪５０年代，新兴的激光便以“光能源”和“光工具”等新

加工手段加入到该进程中来，引领着制造技术进入激光制造时代。  

    在发达国家，激光在制造业中的效益十分显著，其应用已是如火如荼。可在我国，激光在众多制造行业仍没

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与激光制造有关的产、学、研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激光制造业如何获得大发展，时

时牵动着国内相关专家的心。于是，在９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召开的以“激光制造与未来技术产业的发展”为主题

的第２１０次香山科学会议上，“激光制造寻求大发展”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近４０位激光研究与应用专家的中心

议题，王大珩院士、姚建铨院士、周炳琨院士以及北京工业大学的左铁钏教授应邀担任了此次会议的执行主席。 

    进入激光制造时代  

    激光制造是以激光光子作为能量的载体，通过光子与材料的相互作用，引起材料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变化，

从而实现材料的制备、成型、改性和联结等。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现大功率激光器件以来，激光制造技术迄今已

形成了激光焊接、切割、打孔、刻槽、标记等十几种应用工艺，并且迅速取代传统加工方法，在汽车、电子、航

空航天、铁路、船舶等工业部门广泛应用。激光制造的益处显而易见，左铁钏教授举例说：“传统方法研制开发

一代新车一般需要５～７年时间，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制造技术后，新车型的开发周期缩短到了３年，在

此基础上应用激光技术，新车型的开发周期缩短到７个月。”  

    激光的诸多优势使其备受发达国家重视。１９９８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发布哈里森计划，指出“除了成功

应用在信息领域外，激光技术对经济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制造业和加工业。因此，各个部门应该支持其发展，使光

技术成为一个综合性学科，增进美国经济、军事实力。”在德国，政府制定了“尤利卡计划”、“激光２００

０”、“德国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光学促进计划”等一系列发展规划，其总理２００２年指出：电子、生物、光

技术是德国新的科技领域的三大发展重点。  



    差距在产业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激光制造技术在研究上取得显著成果，但从应用的水平和规模来看，与国际差距很

大。天津大学的姚建铨院士认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与国外差距不是太大，但产业方面的情景不容乐观。

不少激光加工应用在我国仍是空白或仅刚起步，如激光微加工、特种材料加工、激光纳米加工及飞秒激光加工

等。  

    当然，激光制造产业化在我国的确受到一定主、客观条件限制。左铁钏教授向记者介绍：“激光技术虽然先

进，但它从诞生到现在毕竟才有几十年的时间，把它作为能源和工具，从起步、推广、大规模应用乃至产业化需

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工业基础不是很强的国家里。”她举例说，我国制造业很大一部分是组装

业，而我国引进的组装机械在国外几乎是即将被转移或被淘汰的。国外可以在淘汰传统制造机械的基础上建立比

如激光制造之类的新工艺，而在国内，现有的工业基础使得对传统工艺的更新换代、对新工艺的设计的权利很难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另外，虽然许多厂家知道激光制造好处有很多，但真的敢于投资、应用激光技术，做“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厂商却非常少……  

    兰州理工大学的陈剑虹教授则认为：“要想推广激光技术，厂家生产的激光器具应当质量上乘、用途广泛，

但我国国产的激光器具令人不敢恭维，虽然我国某些激光技术研究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但优秀研究成果转化成

优秀产品、产业的并不多。”  

    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无法形成一定的产业，在这样的状况下，社会资本是不会青睐激光制造的。反过来，

没有市场介入和牵动，激光制造的技术研究也缺乏转化为生产力的催化剂。这样的非良性循环便是国内激光制造

业的真实状况。  

    突破点在于成果转化  

    与会专家认为，要突破国内激光制造发展瓶颈，必须加强产、学、研的结合，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  

    这要求研究人员增强自己的市场意识。王大珩院士说：“我们对‘光’的认识并不到位——往往花大工夫研

究光的基础理论，但对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却很陌生。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常常在开完鉴定会后就被放到柜子

里了。”左铁钏介绍了当前世界激光制造产业最发达的德国给我们的启示：“德国的激光制造项目一开始就寻求

研究与产业的合作，即所谓‘１＋１’，其中的‘１’指研究所，另一个‘１’指强有力的工业伙伴。此外，德

国教授对工业服务的意识也极强，尽最大可能争取自己的研究能为工业所用。”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委员会的邓树森教授谈到，从激光加工市场比较来看，２００２年的国际产值为２

９．９亿美元（近２５０亿元人民币），而国内仅为１０．３亿元人民币，这说明国内传统工业技改和新兴工业



市场留给激光加工还有很大空间。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国激光制造产业从产学研等多方面迅速整合。不过左铁钏也对记者说：“在国家重大发

展计划中，激光制造技术只是零散地分散在新材料、自动化领域，这与德、美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因此

她认为，激光制造的产业化既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又需要国内相关人才的培养，还需要与国际先进国

家的合作。  

    据左铁钏介绍，激光制造业下一步将以两大方面作为切入点，一是大工业，即在我国经济中占到很大份额的

汽车、航空航天等行业；另一个是与现代科技发展微型化趋势相一致的激光微制造。  

    (科学时报记者 刘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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