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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安桂华研究员谈“十一五”期间表面工程的发展机遇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进程的关键时期，国家发展对表面工程有哪些

要求，表面工程界如何为国家发展多做贡献，就此问题中国机械科学研究院企划管理部副部长、本刊编委安桂华研究

员 1月 20日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记 者：请安研究员先谈谈“十一五”期间我国机械制造业发展的总形势。 

安桂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我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在党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

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并具体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广泛应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形

成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发挥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装备制造业，要依托重点建设工程，坚

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强化政策支持，提高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水平，特别是在高效清洁发电和输变电、大型

石油化工、先进适用运输装备、高档数控机床、自动化控制、集成电路设备和先进动力装置等领域实现突破，提高研发

设计、核心元器件配套、加工制造和系统集成的整体水平。高技术产业，要加快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

按照产业集聚、规模发展和扩大国际合作的要求，大力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产业，培育更多

新的增长点。根据“十一五”规划的总要求，制造科技发展的趋势是：以绿色制造为制造科技的发展方向；坚持传统技

术与高新技术相互融合；以信息技术促进和提升制造技术水平；将极端条件下制造列为制造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 

记 者：机械科技发展的重点是什么？ 

安桂华：发展重点是三大领域，即重大成套装备和高技术装备、新一代绿色制造流程与装备、制造业信息化。攻关的

重大项目有：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大型海洋工程装备、关键基础件和通用部件、新一代轻纺装备、无线射频(RFID)技术与

应用和先进成形技术与装备。攻关的重点项目是：精密测量技术、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集成应用、数字化医疗设备及关键

技术、数字化与智能化印刷、包装机械。重大专项是：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记 者：请您谈谈在制造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表面工程的发展机遇。 

安桂华：国家“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将绿色制造技术、再制造技术列入其中，这为表面工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环境和发展平台。关键是我们如何抓住机遇，提升表面工程技术创新能力。表面工程最大优势是能够以多种方法制备

出优于本体材料性能的表面功能覆层，赋予物体表面原来没有而又希望具有的功能特性，如热、声、电、光、磁等性

能，特别是具有这些特性间的耦合、转换及复合等性能，使零件表面具有了比本体更高的性能，实践证明，即使采用

性能优异的贵重金属、稀有元素进行表面处理，也不会显著增加成本，是一项“事半功倍”节能节材的高新技术。 

“十一五”期间表面工程应紧紧围绕重大产品/工程寿命与可靠性技术，海洋工程装备及关键技术，新一代节能型

轿车及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技术等，推进我国实施绿色制造。要结合重点行业为制造企业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提

供关键技术，形成与绿色制造相关的新兴表面工程产业。在材料相关领域如纳米材料与器件，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

高效能源转换与储能材料，环境友好材料，重大工程及装备用关键材料，基础材料高性能化与绿色制备技术，材料制

备与先进制备技术等方面，利用表面工程关联特性设计创新策略，探寻创新机会。当今制造业的价值已经开始分解，

原本在一个企业内完成的研发、设计、制造等产品生产全过程，现在被分解到多个企业中，表面工程企业要善于利用

产品价值链分解带来的机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发展表面工程技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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