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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床再制造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废旧机床资源循环利用的机床制造新模式，对于循环再利用我国量大面广的老、

旧机床设备资源以及更新提升我国制造业机床整体质量和制造加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导致若干新兴产业的形成。

在分析国内外机床维改再利用现状及不足的基础上，总结提出机床综合再制造流程，并建立废旧机床再制造技术框架；

结合机床再制造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分析并提出其产业需求、产业主体、产业模式等产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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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chnology Framework and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for Machine Tool Re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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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chine tool remanufacturing is actually a new manufacturing mode of machine tool,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cycling and reusing the worn-out resources and upgrading the whol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our country’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will lead to some new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 and shortage of repairing or rebuilding 

machine tool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low of machine tool compositive remanufacturing is presented, and the technology 

frame is established; combined the development foreground of the new machine tool re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industry 

strategy is analyzed and presented. 

Key words: worn-out machine tools; re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framework;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0 前 言 

废旧机床是一种极具回收和循环利用价值的
废旧机电产品。采用现代高新技术对旧机床进行综
合再制造利用，有效地恢复和提升其性能和功能，
并改善控制及加工精度，平均可比购置同样性能级
别的新机床节约成本 60 %～80 %。据统计，目前
我国各类机床设备的拥有量约 550 万台，机床保有
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其中 15 %左右是 50~60 年代的
传统旧机床，役龄 10 年以上的传统旧机床占 60 %

以上，超过 200 万台。未来 5~10 年将有大量机床
因功能性淘汰或技术性淘汰等原因而被淘汰。因此
废旧机床再制造在我国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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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再制造是一种充分利用现有废旧机床资
源的机床制造新模式，与传统的机床报废处理和旧
机床大修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充分运用现代先
进的制造工艺技术、信息技术、数控及自动化技术、
绿色制造技术等高新技术对废旧机床进行可再制
造性评估、拆卸以及创新性再设计、再制造、再装
配的过程，其目标是规模化地再制造出比原机床功
能更强和性能指标更优的新机床。机床的再制造充
分挖掘了废旧机床的可利用价值，是对废旧机床进
行的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修复和改造。 

机床再制造过程区别于传统的机床制造过程： 

(1) 机床再制造的毛坯是废旧机床或零部件； 

(2) 机床再制造是一个包括回收、拆卸、再设
计、再制造、再装配等工艺的更加复杂的过程； 

(3) 机床再制造的工艺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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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 

1  国内外机床再制造现状 

1.1  国外机床再制造现状 

美国机床再制造业认为，未来的出路是机床再
制造的专业化及其零部件的标准化和合理化。美国
已有 200 多家专门从事机床再制造的企业及公司,

如：Devlieg-Bullavd(得宝)服务集团、Machine Tool 

Rebuilding, Inc、DOC Machine Tool Services 等。此
外许多机床生产企业也非常重视机床再制造工作，
如：美国机床有限公司、美国辛辛那提机床公司
（Cincinnati Machine Ltd.）等机床企业[1]。 

欧洲通过了有利于再制造工程的相关法律和
法规，且正在德国建设欧洲再制造技术中心。据统
计，1998 年德国二手机床销售额达到约 25 亿马克，
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手机床市场。德国政府对机
床改造及再制造非常重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专门
拨款支持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德国席士(Schless)公
司成立机床改造服务部，欧洲最大的机床制造企业
——德国吉特迈集团股份公司（DMG）提供机床的
翻新（Retrofit）服务[2]。 

据统计，日本从事机床再制造并具有一定规模
的企业约有 20 家，如大隈工程公司、冈三机械公
司、千代田工机公司、野崎工程公司、滨田工机公
司和山本工程公司等[3]。 

1.2  国内机床再制造现状 

国内的机床制造企业进行了部分废旧机床的
再制造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沈阳机床集
团、大连机床集团、重庆机床厂等都有从事机床维
修的机床维修服务部或子公司。国内有许多家第三
方机床修理服务公司，如北京蓝拓、广州市设备维
修有限公司等专业于机床的维修改造等业务。广州
数控和华中数控主要为我国制造业企业进行设备
的数控化改造，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国内对废旧机床的再制造还停留在修复、数控
化改造等阶段。在数控化改造过程中，拆卸清洗造
成环境污染严重，改造后的机床注重功能恢复和数
控化，忽略了机床的环保性要求，资源浪费和环境
污染排放缺乏控制。现有的机床维修和数控化改造
模式由于并没有实现废旧机床资源充分利用和系
统化、专业化、标准化的技术提升，仍属于对废旧
机床资源的初级利用。从绿色制造资源利用率极高

和环境影响极小的角度上说，现有的机床维修和数
控化改造模式是对废旧机床资源的浪费。 

2  机床再制造流程与技术框架 

2.1  机床再制造流程[4] 

经过分析，机床再制造的流程如图 1 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出，再制造是一个闭环的过程，首先进
行机床及零部件的回收，经过拆卸、清洗、检测之
后进行零部件修复或机床的功能性再制造，然后对
修复后的零部件或新零部件进行再装配及整机检
验，最后出售给用户或者按照客户要求发送给客
户。由于客户的需求及机床损坏程度不同，再制造
的过程亦有所不同，具有不确定性。 

2.2  机床再制造技术框架 

基于对机床再制造流程的研究，并集成相关的
制造技术、数控技术、信息化技术、自动化技术等
关键技术，形成如图 2 所示的机床再制造技术框架。 

3  机床再制造产业策略分析 

3.1  产业需求 

目前我国机床拥有量约为 550 多万台。而据
1996 年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我国机械工业大中型 

企业的重要设备中，金切机床属于国内一般水平和

国内落后水平的竟占 89 %，属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仅
占 1.5 %，属国内先进水平的也只占 9 %。预计未

来 5~10 年将迎来我国机床淘汰和报废高峰，废旧
机床将以报废、闲置、技术性和功能性淘汰等各种

形式对再制造和提升提出需求。再制造一台机床的
费用可比购置新机床节约 60 %至 80 %，不但盘活

了废旧机床资源，同时还将节约大量的机床制造成
本，经济效益显著。同时，由于机床再制造强调对

废旧机床资源的充分利用，具有显著的节能、节材，
减少环境污染的效果，符合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建

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需要。因此，在未来 5~10 年，
机床再制造在我国将迎来一个很好的产业化良机，

具有良好而且广阔的产业前景。 

3.2  产业主体 

由于机床制造商是废旧机床的原始生产者，在
机床再制造中将会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
技术、人才、品牌、信息等各方面的优势，其必将
成为机床再制造的产业主体。机床制造商成立废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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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床再制造流程图 

Fig.1  The Flow Chart for Machine Tool Remanufacturing  

 

 

图 2  机床再制造技术框架 

Fig.2  The Technology Frame for Machine Tool Re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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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再制造事业部或分公司，开展再制造业务，将
是机床再制造产业的主要运行模式。目前国外很多
机床制造商的实践也表明这种模式具有较强的可
行性。此外，原来国有企业中的维改车间、数控化
改造企业以及闲置设备交易市场的个体户等也将
是机床再制造产业的重要参与者。 

3.3  产业模式 

随着机床再制造技术的逐步成熟，机床再制造将形
成基于废旧机床再造的新兴机床制造业、机床维修
与升级服务业、机床以旧换新综合产业、各机床制
造厂家的集成特约维修部、各生产企业的设备维修
车间等形式的新型产业模式。产业的发展可以考虑
在东北、华东、西南等优势地区优先鼓励和支持若
干已有一定机床再制造业务基础、条件较好的机床
制造企业开展并加强再制造业务，形成一些“产业
示范点”，形成规模后逐渐带动一批新的再制造企
业发展，形成多条“产业线”，然后发展成为大、中、
小型企业并存的机床再制造企业群，形成一个“产
业面”。 

4  结  论 

机床再制造是一种充分利用现有废旧机床资
源的机床制造新模式，国际上许多重要的机床制造
商都在开展相关的业务。未来5~10年，机床再制造

业将形成一个新兴行业。机床再制造属产品整体高
技术再造与提升，是一个回收、拆卸、再制造以及
质量控制直至再销售再使用的循环过程。机床再制
造技术包括绿色化再制造技术、数控化功能再制造
技术和信息化再制造技术等关键技术以及再制造
质量控制技术等支撑技术。在产业化方面，机床制
造商将成为机床再制造主体；产业模式将出现基于
废旧机床再造的新兴机床制造业、机床维修与升级
服务业、机床以旧换新综合产业、各机床制造厂家
的集成特约维修部、各生产企业的设备维修车间等
形式新型产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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