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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是以数字模型为基础，将材料逐层堆积制造

出实体物品的新兴制造技术，将对传统的工艺流程、生

产线、工厂模式、产业链组合产生深刻影响，是制造业

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

前言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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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3D打印行业简介



3D打印定义及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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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是以数字模型为基础，将材料逐层堆积制造出实体物品的新兴制造技术，将对传统

的工艺流程、生产线、工厂模式、产业链组合产生深刻影响，是制造业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

3D打印的工作原理是以计算机三维设计模型为蓝本，通过软件将其离散分解成若干层平面

切片，由数控成型系统利用激光束、热熔喷嘴等方式将材料进行逐层堆积黏结，叠加成型，制

造出实体产品。



3D打印技术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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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按照可用材料以及层构建创建部件的不同，可分为熔融层积型、光聚合成型、

颗粒物成型三种技术类型。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3D打印技术优缺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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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存在着不同的技术,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可用的材料的方式，并以不同层构建

创建部件，优缺点有有所不同。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3D打印技术 技术原理 优点 缺点

熔融沉积型

利用高温将材料融化成液态，
通过打印头挤出后固化，最后
在立体空间上排
列形成立体实物

设备、材料价格便宜，易推广
成型慢、精度低、产品
体积受限

光聚合成形
利用液态光敏树脂等材料在激
光/紫外激光照射下，快速固
化成型

成型精度、成型速度快、表面光
滑

材料强度一般、设备相
对较贵、生产环境要求
较高

颗粒物成型
利用激光、电子束、粘着剂、
热能等，将粉末颗粒材料连接
成型

适用多种材料

成型时间长、精度较低、
部分材料需要支撑材料、
打印、环境要求高、设
备相对昂贵



02 3D打印产业链分析



3D打印产业链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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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行业产业链从上中下游来看，上游为塑料、金属、蜡、石膏、砂等其他各种材料。中

游为3D打印设备及技术，下游则为制造、医疗、建筑、军事等应用领域。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3D打印产业链上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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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行业产业链上游为塑料、金属、蜡、石膏、砂等其他各种材料。不同的3D打印技术，

对材料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例如光聚合成型主要以液态光敏树脂为主要材料；颗粒物成型的主要材

料为金属、塑料、陶瓷等；而熔融层积型的适用材料为塑料等混合物。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技术分类 细分技术 适用材料

                                                                                    

光聚合成型

光固化成型（SLA）、聚合物材料喷射（Poly 

Jet）、数字光处理技术（DLP）等

光敏树脂等

颗粒物成型 选择性激光烧结/熔融（SLA/SLM）、3DP工艺、

电子束熔化成型（EBH）等

金属、塑料、陶瓷等

熔融层积型 -- 塑料等聚合物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3D打印技术及适用材料



3D打印产业链下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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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领域主要是3D打印服务，延伸到各个细分的实际应用方向，其中包括制造、医疗、军

事、建筑等领域均有所应用。随着3D打印行业的快速发展，3D打印技术应用场景将不断拓展。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3D打印部分应用领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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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3D打印发展环境分析



中国政策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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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近年来，中国持续出台多项政策支持3D打印产业的发展。 在2017年发布的《重大技术装备关

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中指出由骨干企业牵头，联合相关单位，研制工业级铸造3D打印设备，满

足大型发动机、航天航空等领域黑色及铝合金铸件的需求。

3D打印行业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相关内容

2015.05 《中国制造》 大力发展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

2016.11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

指出打造增材制造产业链。

2017.04 
《‘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
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提出要重点解决增材制造领域微观成型、缺陷分析等问题，结合重大需求开展应用示
范，具备开展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技术基础。

2017.10 
《‘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重点
专项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科技部为增材制造和激光制造安排了7亿元的经费，其中3D打印项目21项，激光项目9
项。

2017.10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
纲要》

支持3D设计与打印技术的初步应用，认识与掌握先进技术，提高创新能力。

2017.11 
《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指出在高端再制造。智能再制造行业发展过程中，高端化、智能化生产实践不断涌现，
激光熔覆、3D打印等增材技术在再制造领域应用广泛。

2017.12 
《增材制造（3D打印》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2017-2020年）》

产业保持高速发展，年均增速在30%以上，2020年增材制造产业销售收入超200亿元；
技术明显提高；行业应用显著深化；生态体系基本完善；全球布局初步实现。

2017.12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

《新材料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提到3D打印高分子材料，要对高分子材料进行改
性，从而适宜工业化3D打印技术。



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数据显示，2018上半年GDP总量418961亿元，同比增长6.8%，比上年同期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尽

管2013-2017年我国GDP增速有所放缓，但总量仍然表现为增长趋势。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4063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我国3D打印行业

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PAGE  15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中国技术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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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研发快速

成型技术的研发，至今已形成北航、华

中科大、西安交大、清华大学四大研发

中心。目前，中国的3D打印技术与国外

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技

术和市场应用方面，研发水平不高，与

市场衔接度较低，未产生较大的经济效

益。

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3D打印

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达到9809个。



04中国3D打印行业发展现状



中国3D打印行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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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启动开展增材制造技术的研
究，研制出系列增材制造装备，
并开展产业化应用。

20世纪80年代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华中科技大学成立快速制造中心，研
发基于纸材料的快速成型设备。
国内第一家增材制造企业，北京殷华
激光快速成型与模具技术有限公司成
立。
史玉升团队制造出第一个增材制造产
品-----计算机鼠标外壳。

1993年-1999年

2001-2012年

清华大学成立颜永年团队生物材料快
速成型机。
三种激光快速成型钛合金构建件在两
种飞机上装机应用。
中国首台高端选择性激光尼龙烧结设
备‘Faroon401’成功研制。

2013年以来

2015年《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
计划（2015-2016年）》发布
2017年《中国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报告
（2017）》发布



3D打印机出货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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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3D打印机出

货量为39.6万台，同比增长30.1%。随着

3D打印的快速发展,3D打印技术的逐渐成

熟，个人/桌面级3D打印机需求将持续增

长，未来3D打印机的出货量也将进一步

增长。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金融安防：
基于深度信息
进行目标检测、
利用深度相机
还原三维场景，
获取多个目标
的完整轨迹。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中国3D打印行业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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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3D打印应用主要集中

在家电及电子消费品、模具检测、医疗

及牙科正畸、汽车及其他交通工具、航

空航天等领域。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3D打印市场

规模达到17.5亿元，同比增长47.4%。伴

随着中国3D打印技术的相应成熟，在航

天航空，汽车等行业需求将持续增加。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中国3D打印应用领域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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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3D打印行业应用领域结构

情况中，工业机械占比最高，占比为

20%，其次为航天航空领域，占比为17%。

排名第三的是汽车领域，占比为14%。

其后分别为消费品/电子、医疗、科研、

政府/军用以及建筑领域，占比分布为

13&、12%、11%、6%和3%。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金融安防：
基于深度信息
进行目标检测、
利用深度相机
还原三维场景，
获取多个目标
的完整轨迹。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3D打印行业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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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壁垒

3D打印涉及多个技术领域，包括光学技术、电子、机械制造、信息技术、控制技术、材

料技术等，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多学科交叉、技术复杂度高的特点。目前，中 国 3D 

打印行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关键技术积累不足，相关学科融合不够，行业缺乏竞争力。

     人才壁垒

3D打印行业是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3D 打印在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

服务等阶段均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持，尤其需要同时兼备高水平专业技术知识和行

业应用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材料壁垒

由于3D打印技术的特殊性对材料行业依赖性较高，但3D打印材料行业处在成长初期阶段，

可适用的材料成熟度跟不上3D市场的发展，是制约3D打印发展的重要因素。



3D打印行业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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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政策的支持

2015年以来，国务院和工信部密集发文，并制定了《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

（2015-2016 年）》和《中国制造 2025》规划，明确了3D打印行业的发展目标，给予资金和

政策上的支持。2017年12月印发《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提到3D打印高分子

材料进行改性，从而适宜工业化技术。

   行业整合，催生行业巨头

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企业加强技术投入，保障企业技术领先，行业资源得到整治，逐渐

催生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

   应用市场广阔，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3D打印技术席卷各行业领域，包括制造、医疗、军事、建筑等领域均有所应用。随着3D打

印技术不断成熟，行业的快速发展，3D打印技术应用场景将不断拓展，市场需求也随之增长。



05 行业相关企业分析



1.银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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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简称：银禧科技，代码：300221）创立于

1997年，是一家集高性能高分子新材料研

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

  银禧及关联企业目前开成了改性塑

料，LED灯具配件加工，精密金属加工，3D

打印等新兴科技领域的产业布局。

2018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3611.04万元，同比增长41.23%；净利润

5015.44万元，同比增长16.03%。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2.南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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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

股票代码为300004。

近年自主研发的“重型金属构件电熔

精密成型技术”是一种国际首创、全新的

“3D打印”制造新技术，一定程度上将代替

传统的铸锻造技术，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核

电、火电、水电、石化、冶金、船舶等行业

的现代重大工业装备领域。

2018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1,321.26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2.41%, 净

利润-1,777.67万元，同比减少亏损8.77%。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3.银邦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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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于1988年6月， 2012年7月在深交所挂牌上

市，股票代码为300337。

公司立足铝合金复合材料、多金属复

合材料等新材料、新技术的综合化研发和生

产，向着轻量化材料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升

级。

2018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75亿

元，同比增长10.42%，净利润为0.11亿元。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4.东睦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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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

首家以粉末冶金机械零件生产为主业的上市

公司，股票代码为600114。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粉末冶金机

械结构零件和软磁材料的生产和销售，产品

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摩托车、工程机械

等产业。

2018年第一季度营收收入为5.32亿元，

净利润为0.76亿元。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5.先临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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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临三维公司公司成立于2004年，于

2014年8月8日在新三板挂牌（830978)，致

力于建设3D数字化与3D打印技术生态系统，

业务领域涵盖3D扫描、3D打印、3D材料、3D

设计与制造服务、3D网络云平台，在综合实

力、销售规模、技术种类、服务保障能力等

多方面。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06 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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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行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监管力度持续提升。未来促进行业规范发展以

及维护市场秩序，出台多项重磅政策。

行业监管加强，行业规范化发展

随着3D打印技术越来越普遍地运用到服装、设计、

生活生产当中，用户使用有更好的使用体验，才

能更普遍地推广这一技术。设备智能化、便捷化

是走向普及的保证。

智能化和便捷化

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正在萌发，

世界各国纷纷将增材制造作为未来产业发展新

增长点，推动增材制造技术与信息网络技术、

新材料技术、新设计理念的加速融合。

增材制造技术加速融合相关技术

在科学教育，工业制造，产品创意，工业美术等

方面有广泛地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

3D打印技术向低成本、高精度、高性能的方向发

展。

通用化

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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