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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龙

工业母机作为“制器之器”，承载着
中国制造的星辰大海。中国作为全球
最大的工业母机生产国和消费国，近年
来，广大企业奋起直追，工业母机行业
整体处于世界第三梯队向第二梯队迈
进阶段，为国防安全和制造强国建设提
供了有力支撑。

但是，由于基础材料、加工工艺、机
械设计等方面基础还相对薄弱，国产工
业母机的加工精度、稳定性、可靠性等
与第一梯队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浙
产”工业母机从经济型通用机床起步，
近年来不断突破“卡脖子”技术，逐渐探
索出一条高端升级、进口替代的进阶之
路。这背后，离不开民营企业家对工业
母机的坚守和持续“啃硬骨头”的干
劲。他们用实实在在的创新投入不断
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另一方面，
长三角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也为浙江工
业母机不断迭代升级提供了“温床”，本

地机床企业发挥贴近应用市场优势，快
速感知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针对性开发
专用精密机床。

前路催人奋进，仍需爬坡过坎。
高端数控机床自主可控是保障我国安
全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加快工业母机
高端突围，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支持
机制，出台更加精准有效的扶持政策；
加快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等底层技术
突破，完善工业母机用户、整机企业以
及功能部件企业链式协同创新机制，
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的技术难题进行突
破；培养一批技术先进、世界领先的企
业，带动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从而形
成具有持续创新
能 力 、技 术 全 球
领 先 的 产 业 集
群。

（作者系省工
业和信息化研究
院区域经济研究
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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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
发展促进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工业母机
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温岭举办，行业大
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相约“论剑”。

机床是工业母机，是制造业的根
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
以来，浙江通过民营自主创新和引入
头部外资企业双轮驱动，在我省的台
州、杭州、宁波、嘉兴等地形成了工业

母机产业集聚。
这其中，台州涌现出海德曼机

床、杰克机床、北平机床、东部数控等
2000 多家企业，且全部为民营企
业。这也是工业母机全国盛会第三
次落地温岭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码台州机床发展壮大的难与
险、变与谋，或可为浙产机床向上走、
冲刺高端领域提供借鉴。

作为台州机床装备行业唯一的
上市公司，位于玉环的海德曼表现
亮眼。

“走，带你们到车间看看。”海德
曼副总经理林素君带我们穿过一台
台簇新的智能车床，最终停在一台老
机床前。“这是我们2012年下线的第
一批高端机床，十多年过去了，连续
加工的稳定性几乎没变。”林素君说，
他们在2022年邀请第三方机构对机
床性能进行测试，精度和主轴跳动基
本和刚出厂时保持一致，误差在 0.5
微米。

一台好机床，需要全产业链“齐
步走”——基础部件决定了功能部
件，功能部件又决定了主机性能，这
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

机床产业在向上走，产业链上的
企业都不能落后。

“刀具是机床的牙齿，每年没有
30%的性能提升，晚上我都睡不好
觉。”力锋刀具总经理邵建地的底气，
来源于2022年在湖南设立的研发中
心。该中心研发出来的刀具涂层，在
去年下半年成功应用。邵建地向我
们展示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刀片，

“新研发的涂层厚度相当于头发丝的
二十分之一，最多能包含14层涂层，
寿命提升了一倍，价格却只有国际市
场的三分之一。”

在 2024 年德国汉诺威展会上，
新样品被客户扫荡一空，随之而来的
是小批量试单，“以前不自信，现在觉
得也能跟国外品牌掰掰手腕了！”问
及当下订单情况，邵建地笑道，“现在
淡季不淡，旺季只会更旺。”

刀塔是安放刀具的重要部件，刀
塔不稳，再锋利的刀具也没用。在这
个小众市场，三和数控战绩斐然：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 45%，今年上半年
产值同比增长 28%，“这几年刀塔的
需求增长快，产品性能提升、迭代也
很快，我们也得快马加鞭。”总经理林
坚勇说，不断叠加的实用型创新带来

性能上的质变，三和数控的刀塔重复
定位精度保持在 2 角秒，稳定性和效
率大大增强。

浙江是工业母机产业先发省份，
在台州、宁波、杭州、嘉兴等地，已经集
聚了数千家数控机床企业，形成了整
机及电主轴、滚珠丝杆、直线导轨等零
部件企业协作共生的产业链体系。

具体来看，各地发展各有侧重。
宁波以超大型压铸单元、精密冲压机
床和高端数控机床为主；嘉兴则更多
是走引入国际龙头企业、带动产业整
体提升的路线；台州则以本地民营企
业为根基。

“台州机床发展的秘诀，在于欣
欣向荣的产业链生态，韧性十足。”台
州市经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表示，一
方面刀塔、液压卡盘、工量刃具等关
键部件配套率在台州达到 90%以
上，另一方面，机床与本地优势产业
联动发展，如温岭泵与电机、玉环阀
门等产业形成了强大的市场需求支
撑，机床产业的发展又推动当地相关
产业快速发展。

一位来自嘉兴的机床企业负责
人告诉记者：“以前对于台州机床的
印象是中低端，现在明显感觉到他们
在进步，质量管理体系、产品技术水
平都提升得很快，比如北平机床的磨
床，比起国际顶尖产品也不逊色。”

韧性增强
全产业链“多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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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中，记者听到一个共同的反
映：市场上台州机床的声音并不响亮，
特别是高端产品不多；虽然产量位居全
国前列且不断增长，但行业利润率却
不高。

“温岭某空压机企业预定了国外
品牌的机床，预付了 2000 万元，还要
等两年才交付；杭州某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企业用的是德国机床，担心后面
人家不愿意卖给他们。”说起行业见
闻，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副院长武建
伟有点无奈。

对台州机床整个行业来说，建设
“塔尖重器”这一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
迫在眉睫。

“在数控系统、丝杠导轨、主轴等
核心零部件领域，我们距离国际先进
技术差距明显，高端领域的攻坚并非
企业单打独斗就能成功。”武建伟说，
机床产业的技术攻关到了必须凝聚合
力的时候。

去年 7 月，由温岭市人民政府和浙
江大学牵头共建的浙江省高档数控机
床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创新中
心”）落户温岭，聚力突破数控机床领域
一批“卡脖子”技术，并促进重大基础研
究成果产业化。

一些共性问题，逐步有了眉目。来
自创新中心的团队，走访了海德曼等上
百家机床企业，收集共性技术难题，形

成 13 个项目指南。省科技厅下达的
2024年度“尖兵领雁+X”研发攻关计划
项目中，创新中心承担 12 项，其中牵头
6 项、参与 6 项，投运以来，累计已获省
部级立项攻关项目13项。

“创新中心与杰克科技股份合作
的随动数控偏心圆磨床，已经进入产
业化阶段，加工精度比肩国际顶尖水
平。”武建伟告诉记者，“我们铆足了
劲，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硬骨头啃下
来，到时候浙产机床整体水平能往上

‘跳一跳’。”
在创新中心的项目簿上，新合作新

订单不断。比如华驰机械的机床设备
换上华中数控的“大脑”后，机床精度、
效率提升了近一半；为玉环屹捷机床量
身定制的高精度硬车车床，正在设计阶
段⋯⋯

创新中心的视野并不局限在一地
一域，服务半径正在逐渐延展。省内，
与桐乡市三精自动化科技合作搭建医
疗器械刀具的中试验证平台，与杭州三
相科技共同进行储能电机项目研发，杭
机股份、海天精工等10余家企业均在合
作名录；省外，与北京精雕共同搭建中
试验证平台。

积极打造“塔尖重器”，借助平台的
力量助力工业母机向上走，已经成为各
地的共识。

宁波，目前已经形成以等材制造
和减材制造工业母机为核心，增材制
造装备为辅的发展格局。为了提高行
业发展水平，当地成功创建了智能成
型 、电 驱 动 两 个 省 级 制 造 业 创 新 中
心。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甬江实验室
等，也开始聚焦工业母机“卡脖子”技
术开展研究。在 9 月上旬举办的第十
四届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上，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宁波智能机床研究
院 有 限 公 司 自 主 研 发 的“ 金 刚 旋 耕
刀”、盾构刀具高可靠自动化钎焊装备
等明星产品惊艳亮相，产品的卓越性
能和先进技术水平，赢得了与会者一
致好评。

技术突破
打造向上的主引擎

“好机床是用出来的！就算在实验
室内实现了‘0 到 1’的技术突破，无法
切入下游应用场景，‘1 到 100’就无法
真正实现，与国外产品的差距就难以弥
补，甚至会越来越大。”台州市经信局相
关科室负责人感慨，机床使用周期长达
10 年，单价高，受价格影响因素偏小，
市场很难开拓。

“技术上能达到国外水准，但市场
认可度不行，做出来也卖不出去，企业
哪来的动力？”“同样性能的产品，客户
宁可多花钱，也一定要买国外进口品
牌”⋯⋯走访中，我们听到不少机床企
业的困惑。

面对这一困境，一些企业开始进行
探索。“我们从行业头部企业突围。”林
素君说，海德曼的市场口碑，是靠进入
比亚迪、三一重工等头部企业的采购体
系积累起来的。

在保证企业服务的高标准上，海德
曼可谓费尽心思。为了提高用户黏性，
他们配备了专门的售前工程师。“以前
是有了产品再向客户推销，现在则把功
课做到前头，针对客户需求量身定制产
品。”林素君说。

不少企业意识到了这一点。东部
数控研发新产品时，会给关系紧密的合
作商免费试用，“上次我们 3 个月优化
调整了3个版本，最终投向市场的产品
获得了客户好评。”

事实上，机床产品的本地化应用，
也是一个大市场。在力锋刀具生产车
间，我们看到了东部数控机床的身影。
邵建地介绍，以前机床企业和他们之间
互相瞧不上，后来通过行业交流，尝试
着用了下，没想到还不错，他们就追加
了订单。

旨恒机床负责人赵加平对此颇有
感触，他们生产的电主轴车铣复合机
床，超过三分之一应用在台州。在不少
企业看来，地域相近是他们选择本地机
床的一大原因，“一旦遇到问题，维修工

程师便会火速前来，维护时间成本大大
降低”。

现如今，浙江各地都极为重视产
业生态的构建和企业的协同发展。今
年，“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
活动相继在平湖、温岭等地举办。“浙
江是工业母机大省，技术优势明显，应
用场景丰富，是推动我国工业母机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要强化结
对攻关、技术供给、需求牵引、交流合
作，促进产需协同和大中小企业融通，
实 现 同 步 研 发、共 同 验 证 和 利 益 共
享。”工信部装备中心总工程师左世全
表示。

在应用这条路上，有企业剑走偏
锋，专做定制化机床。比如大众精机，
其研发的立式车铣复合中心入选省首
台（套），当下正在攻关超高压水去毛刺
设备。“别人的市场好比海水、江水，我
们就是在一潭水库中精耕细作，市场空
间不大，需要企业家有一些情怀。”大众
精机负责人阮思郡说。

在行业专家看来，无论走什么路，
关键要让机床用起来，在使用中迭代更
新。浙江的应对之策是集群。目前，浙
江 将 机 器 人 与 数 控 机 床 产 业 纳 入

“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的 15 个省
级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布局了2个核心
区和3个协同区，并协调台州、宁波、嘉
兴、杭州四地签订协调发展机制，构建

“全省统筹、差异定位、特色发展、跨区
融合”的“一盘棋”发展格局。

“通过推动集群发展，可以促进企
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也能通过龙
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整体‘齐步走’，凝
聚发展合力。”省经信厅高端装备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前 8 个月，浙江机器人与数控
机床产业集群营收同比增长7%。上扬
的曲线里，是浙江工业母机可期的未来。

（本报记者 赵静 郑亚丽 通讯员
江盈盈 赵碧莹 翟爱玲 严梦玲）

市场开拓
在使用中迭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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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州机床企业发展看浙江产业进阶之路从台州机床企业发展看浙江产业进阶之路

工业母机工业母机，，向高端进击向高端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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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东部中小企业孵化园。 共享联盟·温岭 徐伟杰 摄

海德曼生产车间。
受访者供图

第20届中国（玉环）国际机床展上，参展商在参观交流。 共享联盟·玉环 吴晓红 路伟凤 摄

第四届工业母机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温岭举行。 共享联盟·温岭 王达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