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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徐滨士院士谈节约型社会与表面工程 
《中国表面工程》2004 年第 2 期刊出徐滨士等撰写的“废旧机电产品资源化的基本途径及发展前景研

究”一文后，社会上反应强烈，该文在网上的点击率和下载率相当高，读者来信希望进一步介绍废旧机电
产品资源化与表面工程的关系。就此问题今年 9 月 28 日再制造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本刊编委会主任徐滨士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  者：读者阅读您的文章之后希望您进一步谈谈废旧机电产品资源化与表面工程的关系。 
徐滨士：2002年我承担了中国工程院的资询项目－废旧机电产品资源化。根据项目组成员大家的研究

成果撰写了“废旧机电资源化的基本途径及发展前景研究”一文。现在要回答废旧机电产品资源化与表面工
程的关系，我认为应站到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因为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
约型社会的重大决策，循环经济追求的是 4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
再制造(Remanufacture)，在 4R 的每个部分表面工程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最近，国务院连续颁发了
两个文件，即国发[2005]21号《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22号《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两个文件明确指出国家将大力支持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
和废旧机电产品再制造，并把绿色再制造技术列为支持循环经济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的项目之一。这
两个文件对我们构建节约型社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记  者：请徐院士先从再制造出发谈谈表面工程的地位作用。 
徐滨士：将再制造与表面工程紧密结合，是再制造的创新发展。我们可把再制造看成是应用表面工程

的载体，通过对废旧机电产品的再制造开发表面工程的应用。一部机器损坏或者报废，主要的原因是零件
表面失效，这就需要用表面工程来进行治理，表面工程已成为再制造的关键技术之一。表面工程在零件再
制造中的应用，不是消极地恢复尺寸，而是在恢复尺寸的同时根据需要积极地提高其表面性能，使再制造
的零件更加耐用，这是再制造产品在质量上能等同甚至超过原始制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外再制造的历史已很长，但再制造时多以换件为主，我们把表面工程大量引入到再制造过程中，使节

能、节材、保护环境的效果更加突显，从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制造技术，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记  者：表面工程在再利用、再循环和减量化方面是否也有重要作用？ 
徐滨士：是的。对废旧机电产品中某些零部件的再利用，通常先要进行表面清洗，然后重新进行涂装；

废旧机电产品中的再循环通常是指金属再冶炼、贵金属化学萃取、玻璃或塑料重熔等，表面工程不是直接
应用于这些再循环材料上，而是应用于再循环的机具设备上；至于减量化，表面工程则是大有用武之地。
例如过去许多零部件为了防腐选用不锈钢结构，为了耐热选用耐热钢结构，充分发挥表面工程作用，可以
使结构材料变为普通钢材，而在表面上进行防腐处理或制备耐热、隔热涂覆层，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高档材
料的消耗，节省了能源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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