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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管晶晶

再制造再制造：：一场一场““变废为宝变废为宝””的技术革命的技术革命

5月8日，由机械工业环保产

业发展中心主办、中国循环经济

协会绿色制造与再制造专业委

员会和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兆激光”）承办的 2025再制造产

业发展大会在河北唐山举行。

大会以“节能节材、绿色发

展、循环增值、蓝海领航”为主

题，重点解读《机电产品再制造

行业规范条件》，系统梳理我国

再制造产业发展成果与现存短

板，推动循环经济与先进制造深

度融合，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

创新性解决方案。

再制造不是降级使用

再制造是以采用先进适用

的工艺、技术、设备和材料对旧

件进行专业化修复或升级改造，

使再制造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达

到 或 超 过 原 型 新 品 的 生 产 过

程。再制造产业具有高科技、高

效能、高质量特征，具有显著的

节材、节能、降本、减排效应，是

制造业中典型的新质生产力，也

是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

节约型社会、实现绿色发展的重

要抓手。

大会发布的《中国再制造产

业发展报告（2025）》显示，我国

再制造产业起步于 20世纪 90年

代，经过 3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

国 再 制 造 产 业 已 覆 盖 工 程 机

械、汽车零部件、机床工具、电

工电器、机械基础件、文化办公

设备等细分领域。同制造新品

相比，再制造产品可节约成本

50% 、节 能 60% 、节 约 原 材 料

70%以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 80%以上。

“再制造不是降级使用，不

是简单的维修或回收，而是通

过高科技手段对退役机电产品

进行深度修复和功能升级的过

程。”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多功能

经贸平台环境资源工作委员会

理事长陆志军说。

“我国再制造产业对产品

的性能和质量有着更为严格的

要求，必须达到或超过原型新

品。”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

心主任贾中华介绍道，国家严

格 把 控 再 制 造 产 品 的 质 量 标

准，是为了消除行业和用户对

再制造产品的疑虑，确保大家

对再制造产品有清晰统一的认

知。例如，汽轮机转动轴上的叶

片经过长时间运转后，表面磨损

或缺失影响使用效率。再制造

技术为产品表面增加金属元素，

不仅能增强产品强度、韧性和耐

腐蚀性，还能显著提升其性能。

再制造反哺高端装备制造

瑞兆激光董事长韩宏升认

为，发展再制造产业对于推动制

造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制造水

平，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和工业安

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19年间，瑞兆激光从最初只

有8名职工的小作坊式企业发展

成总资产超3亿元的国家级专精

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记者

注意到，瑞兆激光的工服上都印

有“机电医院”4个字。

“看到钢厂的机电设备只因

关键零部件磨损，就按吨计量，

以废铁价卖掉，很是心疼。于是

我开始琢磨，怎么通过研发技术

实现重复利用。”谈及创业时的

想法，韩宏升说。

“再制造会接触到各种门类

的机电设备，这些年来，我们将

这些旧设备恢复到原有性能的

技术不断提升，同时积累了大量

非常宝贵的数据，最终能推动制

造业发展，反哺高端装备制造。”

韩宏升对再制造产业的发展信

心满满。

韩 宏 升 向 记 者 介 绍 道 ：

“2019 年，沈鼓集团将 10.5 万空

分空气压缩机转子的加工、装配

及检测业务交给瑞兆激光，我们

立即成立技术攻坚小组，经过 45
天的艰苦鏖战，成功打破了国外

技术垄断，将该设备的制造成本

从1.8亿美元降到9000万美元。”

2021年，我国大型地面燃气

轮机检维修关键技术遭国外“卡

脖子”，影响到一些民生项目的

进度。韩宏升主动请缨，在一

没图纸、二没数据的情况下，经

过 100 余次探索和试验，历时 3
年攻克技术难题12项，彻底打破

了该领域长期受国外技术封锁

的局面。

装备中国，也要装备世界

贾中华认为，得益于我国拥

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

体系，我国再制造产业发展有巨

大的市场空间。展望未来，我

国再制造产业将得到更多的政

策支持，辅以技术提升、产品质

量保障、用户认可、市场扩容等

条件加持，会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制

造”一张新的名片。

与此同时，再制造产业在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有着巨

大的潜力与机遇。

陈志军表示，在全球范围

内，再制造市场规模预计将在

2030年突破万亿美元，其中“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增长尤为显

著。以汽车零部件为例，东南亚

和中东市场的再制造需求年均

增长率超过 15%，而中亚地区因

矿产开采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旺盛，工程机械再制造市场增速

更是高达20%。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普遍

面临资源短缺与成本压力的问

题，新设备价格昂贵且进口依赖

度高，而再制造产品成本仅为新

品的 1/3-1/2，特别适合中小企

业。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加

速，再制造产品因其低碳属性成

为满足环保标准的重要工具。”

陆志军介绍说。

尽管前景广阔，但陆志军也

指出了一些挑战，包括地缘政

治风险、本地化能力不足以及

消费者认知度低等问题。他呼

吁各国政府和企业加强合作，

通过技术培训、合资建厂等方

式弥补短板，共同推动再制造

产业的发展。

本报讯（记者于大勇）近日，

国际咨询研究机构德勤与总部位

于中国深圳的机器人行业领军

企业普渡机器人联合发布《开放

性的通用具身智能服务机器人

生态》白皮书。白皮书预测，到

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及类人

形机器人出货量双双超过百亿

台，将撬动万亿元级市场空间。

白皮书指出，当前全球服务

机器人市场迎来爆发期。伴随

着商用服务机器人行业下半场的

到来，普渡机器人在全球范围构建

开放性全栈式智能服务机器人生

态至关重要，这有利于促进机器人

的广泛应用与协作，推动服务机器

人迈向通用具身智能，实现更大规

模的商业化落地。

全球服务机器人产业蓬勃发

展，白皮书预测未来10年其将以

17.1%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到

2035 年全球服务机器人市场规

模有望达到1960亿美元，市场潜

力巨大。而商用服务机器人行

业如今已进入下半场，将迎来更

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白皮书认为，当前服务机器

人市场的用户需求呈现出多元

化、复合型的发展趋势，头部厂

商正在打造通用的多品类产品

矩阵为用户提供覆盖全场景的

一站式解决方案，大大降低用户

的学习、使用、管理和维护成本，

实现全栈式具身智能。

白皮书引述普渡机器人首

创的“单位工作面积内的自由

度”创新概念指出，专用、类人

形、人形 3种形态共同构成完整

的通用具身机器人生态。同时

白皮书预测称，到 2050年，全球

人形机器人及类人形机器人出

货量将分别达到 100.05 亿台和

125.07亿台，类人形机器人将超

过人形机器人的数量，撬动万亿

美元级的市场。

白皮书认为，过往的服务机

器 人 行 业 往 往 由 单 一 技 术 主

导，而进入行业下半场，以移动、

操作、交互为关键的多技术栈将

成为推动全栈式智能生态发展

的重要驱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球首

份服务机器人行业的ESG(环境、

社会、治理）实践指引，白皮书以

绿色供应链（E）、全球合规认证

（S）和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G）
等3个领域的措施为服务机器人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普适

性方案。白皮书显示，普渡机器

人的解决方案已在全球十大行

业众多细分场景落地，年均减碳

5万吨，相当于再造 2.7千公顷森

林。未来，服务机器人将成为各

行业ESG战略的核心支点，推动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超百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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