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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我国现代铸造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宁夏，生产世

界顶级大型铸钢件、铸铁件的企业在宁夏，实现全球工业级铸

造 3D 打印技术产业化应用“零的突破”的企业也在宁夏。近

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宁夏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共享装备”），探访这家经过几十年建设的西北民营企业，如

何引领全球铸造业从“傻大黑粗”变身“窈窕淑女”，挖掘这家

世界先进铸造企业的创新路径。

国产铸造件走出国门

宁夏经济欠发达、缺企业，尤其缺乏外向型发展模式的

大企业。然而，共享装备却拥有大量国际订单：日本客户的

订单、美国通用电气订单、德国西门子订单……共享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凡介绍，“20 年来，从跟日本马扎克机

床合资，到与美国通用电气合作，直至与奥地利企业联手建

厂，共享装备与巨头跟跑、并跑直至领跑，发展之路可谓一

波三折”。

共享装备始建于 1966 年，原名为长城机床铸造厂，由辽

宁沈阳中捷友谊厂援建，为原机械工业部定点企业。事实

上，当初的铸造厂更像一个大车间，只有两个整机厂的配套

设施而已，没有产品的定价权和选择权。在这种统购统销

的机制下运行了 20 多年，公司依旧过着“朝不保夕”的日

子。1986 年该公司改组为长城机器制造厂，1998 年改制为

长城机器集团有限公司，2003 年更名为共享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我 1983 年大学毕业来到厂里时，正赶上企业第一次转

型，也是企业发展最艰难的时期。”彭凡介绍，为了改变现状，

上世纪 80年代后期，时任长城铸造厂厂长的孙文靖决定闯国

际市场，他带着铸件前往日本逐一拜访世界机床行业巨头山

崎马扎克机床公司等企业，却被日本素形材协会（日本铸造业

协会）会长当面评价：“中国的铸件也就是做马葫芦盖（下水井

盖）的水平，怎么能够做出口铸件呢？”

面对这样的质疑，孙文靖心里憋足了一口气，带着给马扎

克公司的铸件样品回到国内，下定决心做出口产品。“当时我

们选择技术最好的工人操作，从厂领导、总工到车间主任全部

投身于技术攻坚。最终，用时两个月把样品做好，这让马扎克

公司验收的时候都觉得难以置信。”彭凡回忆说。

通过日本马扎克这一敲门砖，上世纪90年代初期，长城铸

造厂逐渐打开了日本市场。但那时企业发展缺技术、缺资金，

如何才能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仍存在巨大挑战。好在合作机

遇不期而遇，经过与日本须崎铸工所多次谈判，最终双方于

1994年合资建立了长城须崎铸造有限公司。紧接着，经过与日

本马扎克公司的多次互访、考察和协商，2000年，该公司同意与

长城机器合资建设机床制造企业——“小巨人机床”公司，其中

长城公司占股 75%，日本马扎克占股 25%。小巨人机床公司的

建立，不仅把企业的发展带入了快车道，也同样引领了中国铸

造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告别“挥泪跟跑”赢得“满堂喝彩”

在日本市场站稳脚跟后，1999年，共享装备决意

将产品出口地域从日本扩展到欧美发达国家市

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大型动力机械铸件成

了他们下一个攻克的目标。

但在业内看来，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不是没人想做或者没人做过，而是没人

能坚持下来。”彭凡在向记者叙述这段

经历时，无意识地数次“咬紧牙”。

“多年来，我国动力铸造关键零

部件完全依赖发达国家进口，想

要给国际巨头供货谈何容易。”

共 享 装 备 副 总 裁 徐 国 强 介

绍，尽管合作初期仅仅是小

批量，但通用电气对燃气

轮机的外缸铸件生产

质量要求极其苛刻，

比如，铸件内部质

量甚至要做类似

人体的 X 射线

检 查 、超 声

波检查。

“跟跑”的日子不好过。建车间、买设备，打造国际级“射

线探伤室”，为了做国际标准的燃气轮机铸件，共享装备3年中

先后投入近亿元。“但谁也没想到，在如此巨大的投入下，还没

等‘开张’就差点失败了。”徐国强说，公司最初在试制某型号

透平机缸体铸件时，被验收认定为出现严重的“显微缩松缺

陷”，是不合格产品。通用电气的谈判代表不容分说就当场宣

布：“你们别干了，停产吧。”

彭凡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铁铮铮的汉子当场就流下了眼

泪。“我认为双方就标准环节没有理解沟通好，绝不是我们没

有制造能力，我们可以马上整改补救！”见彭凡一脸坦诚，谈判

代表冰冷地扔下“试试看吧”几个字后扬长而去。

紧接着是3个月的停产整顿。在此期间，共享装备掌握了

通用电气的标准，提升了质量管理与工艺水平，也最终通过了

产品验收。

被通用电气认可后，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订单纷至沓来，如

日本大隈、日立、三菱、东芝及德国西门子等。自 2010年起至

今，共享装备成功进入全球燃气轮机、蒸汽轮机、核电、水电、

风电等发电设备，以及大型燃气发动机、柴油发动机等内燃机

设备及压缩机和通用机械等领域。

从“挥泪跟跑”到赢得“满堂喝彩”，共享装备定位高技术、

高附加值和高端产品，凭借每年 80%以上的海外订单，目前已

发展成世界一流高端装备关键基础零部件制造企业。

有“铁”无“钢”成为历史

在共享装备发展历程中，创新是企业做优做强的主要原

因，告别有“铁”无“钢”的铸造能力短板，成为共享装备更上一

层楼的关键。

2003年，为了补齐没有铸钢生产技术、缺少完整产业链配

套生产能力的短板，共享装备决定与全球铸钢顶级企业奥地

利奥钢联合作。“刚开始，他们对我们很冷淡。”彭凡回忆说，开

启谈判时，奥钢联还同时考察了不少国内知名企业，共享装备

并不是首选。但最终，共享装备凭借多年给通用电气铸铁件

的供货经验，收到了奥钢联的口头答复，该公司决定与共享装

备合资建设全球顶级的铸钢生产企业——共享铸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共享铸钢”）。合资合同很快就签署了，共享装备

占股51%，奥钢联占股49%。

说干就干，与奥钢联合资的共享铸钢建设项目占地 16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于 2004 年 5 月 9 日正式破土动

工，2006年5月9日建成投产，项目一期投资超3亿元。

紧接着，“老客户”通用电气立即和共享铸钢签署了5年的

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了超过7000万美元的协议订单。随后，国

内的东方电气集团、芬兰的美卓矿机公司等顾客纷纷与共享

铸钢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并下了订单。

不过，共享铸钢总经理李永新介绍，尽管与奥钢联签约建

厂，但要建设一家国际一流铸钢件生产企业并不是有资金就

可以做到的。“生产一个高质量铸钢件，细分下来需要 64道工

序，我们先派出技术员和操作工人去奥钢联学习，紧接着奥钢

联又派出工程师到我们这手把手培训。但是，同样的工艺、不

同的生产环境，产品合格率就是上不去。”李永新说。

“忘记出了多少问题，但却记得每一次失败要损失多少

钱。”共享铸钢虚拟制造部部长苏志东说，他们花了1年多时间

才掌握了生产符合国际标准铸钢件的相关技术和工艺流程。

随后几年，共享铸钢研发团队陆续成功开发了用于重型燃气

轮机、超超临界蒸汽轮机的各类铸钢件，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被攻克了。

2007 年 12 月，共享铸钢被国家确定为大型水轮机叶片

定点生产企业。从此，我国结束了大型水电项目建设长期

依赖进口的局面，在此后建设的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白

鹤滩等一系列水电建设项目中，共享铸钢均提供了核心部

件。到 2020 年，共享铸钢仅叶片的生产和供货就超过了

2500 片。

此后，共享铸钢更加注重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应用，

进一步加大了技术研发投入，在高温合金、低温合金和耐腐蚀

合金材料研发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为 H级燃气轮机、超超临

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大型水电机组、大

型矿山破碎设备、大型化工低温压缩机、石油天然气设备等各

行各业高端大型设备提供了关键核心部件。目前，共享铸钢

的工艺设计、炼钢、焊接、检测、精加工等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率先实现铸造3D打印产业化

如今，3D 打印已是常见技术。但在当年，全球率先实现

铸造领域3D打印产业化应用的却是共享装备。

走进共享装备干净整洁的智能车间，看不见人来人往。

只看到 14套 3D 打印设备有条不紊地运行。在这些一幢幢排

列有序的“小房子”里，根据计算机控制，砂芯截面图形喷射的

树脂与砂子里的固化剂发生反应后固化，勾画出砂芯截面。

每打印完一层，升降平台就下降一层。经过 1500层至 2000层

堆叠，15个小时的连续工作，3D打印才能完成。

“为了完成 3D 打印，我们整整奋斗了 10 年。”彭凡感慨

地说，当年隐约觉得铸造 3D 打印产业化应用能够改变传

统铸造的生产方式，助推传统铸造实现绿色智能转型。

但搞研发容易，产业化推广难，铸造 3D 打印面临的问

题不少，比如生产效率低、应用成本高、服务不及时

等。即便共享装备不断推进产业化应用，但年

复一年的巨额投资也看不到结果。

“但是，一想到共享装备

对传统产业进行的

是颠覆性改

造，可以让铸造产品由原来的‘傻大黑粗’变成现在

的‘窈窕淑女’，研发团队上下于是又充满了信心。”彭

凡说。

“无数次地核定标准、修改参数、组装调试，最终研制

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产业化应用的铸造砂型 3D打

印机，使铸造 3D打印技术产业化应用成为可能。”共享装备铸

造3D打印智能工厂厂长郭亮告诉记者，铸造3D打印的产业化

应用要将误差由原来的1毫米降到0.3毫米，生产效率提高3倍

至5倍。

郭亮带记者走进车间，这里各种规格的砂芯都是由移动

机器人自动运载作业的。移动机器人、桁架机器人、微波烘干

设备、立体仓库等组成智能生产线，生产效率是同等规模传统

铸造的 5倍以上。随着砂箱推入、铺砂器铺砂，打印喷头喷出

树脂交替进行，每层砂的厚度只有 0.3毫米。“整个车间每班仅

需 7人，全部工作都在空调环境进行，无吊车、无重体力劳动，

而且实现了零排放。”郭亮说。

“总听老师傅们讲，以前铸造车间里粉尘大、噪声大。”智

能工厂工作人员包宗涛告诉记者，如今，工人们穿着白衬衫，

不再是白脸进黑脸出。

“我们组织了近300人的铸造3D打印及产业化应用团队，

累计投资 10 多亿元，终于攻克了铸造 3D 打印材料、工艺、软

件、设备及集成等关键技术，实现了铸造 3D 打印产业化应用

的国内首创，打造了世界首个万吨级铸造 3D打印智能工厂。”

彭凡告诉记者，近年来，通过 3D打印、机器人等“点”上共性技

术的创新，共享装备逐渐实现了铸造智能生产单元“线”上的

集成，形成铸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面”上的示范，并将构

筑“互联网+双创+绿色智能铸造”的产业生态。

以创新中心推广铸造3D打印

3D 打印技术产业化应用得到认可，让彭凡萌发了搭建国

家级开放创新平台的想法，进一步推广铸造3D打印技术。

2016年 12月 1日，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共享装备多了一

块“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的牌子。共享装备副总裁、

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总经理杨军介绍，创新中心宗旨

是推动行业转型升级，聚焦绿色智能关键共性问题，开展协同

研发、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应用。

杨军介绍，目前国内铸造企业有 2.6 万多家，共享装备作

为领先企业，将依托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打造智能铸

造系统解决方案，为行业转型提供关键软硬件、智能化改造等

集成服务。共享装备未来将形成自己的专家库、标准库、工艺

库，即全流程虚拟铸造系统。目前，共享装备已经打造了30余

款铸造行业成系列的工业软件。

听说

共 享 装 备

实 现 了 铸 造

3D 打印产业化

应用，国内同行有

的半信半疑，有的跃

跃欲试，第一个“吃螃

蟹”的是烟台冰轮股份

有限公司。

针对第一家服务企业，

共 享 装 备 派 出 了“ 精 兵 强

将”。杨军介绍，由于创新中心

不仅要为企业改造车间、调试设

备，还要开展相关软件应用及培训，

一定得把相关服务做到位。“不过，原

本 以 为 铸 造 行 业 的 3D 打 印 技 术 会 受

到 欢 迎 ，没 想 到 企 业 只 是 把 它 当‘ 噱

头’。”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设计总

监田学智解释，2018 年 7 月 20 日，智能服务

项目正式启动后，在设备安装、调试软件过程

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好在技术是可靠

的，经过不断论证试验，铸造 3D 打印应用终于在

烟台冰轮实现了有效运转。

杨军介绍，近两年来，共享装备已在四川、宁夏、山

东、安徽等地建设了 5 个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同时，创

新中心推行“1+5”框架布局，在北京、广东惠州、山东潍

坊、安徽芜湖、福建泉州建立了创新中心分支机构。

“此外，为了不断增强共享智能制造竞争优势，持续丰

富产品线，共享装备已协同中国铸造协会搭建了铸造行

业工业互联网平台——铸造云。平台运行两年多来，已

积累了5000多个企业用户。”杨军相信，铸造3D打印正

加速走向光明的未来。

““傻大黑粗傻大黑粗””变身变身““窈窕淑女窈窕淑女””
——宁夏共享装备公司的创新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西北经济欠发达，这里“傻大黑粗”的产品多，承

接东部梯次产业转移的企业多，尽管这些年也涌现

出不少新技术、新业态，然而却很难进入国内同行业

的前沿视野，外向型发展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

近几年，宁夏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铸

造行业率先实现 3D 打印产业化应用受到市场关

注，成为西北地区现代制造业转型的代表案例。成

功并非偶然，分析共享装备的发展路径，可以读懂

西北制造企业向上突破的动力根源。

首先，共享装备一起步就向世界级水准看齐。

过去，一些西北企业的发展模式单一，说白了就是

依赖政府、依赖补贴、依赖政策。共享装备的路子

则不同，从机床铸造、机器制造一路走来，都是与

国际机床制造顶级企业合作，产品销售也锁定为全

球铸造行业一流的欧美先进企业搞配套。

其次，共享装备不断创新，延伸产业链。共享

装备的年产值规模从千万元攀升至如今的 20 亿

元，其秘诀就是不断创新技术，延伸产业链价值

链。在掌握日本工艺的同时，他们还迫不及待地吸

收美国技术；在拥有奥钢联铸钢科技的同时，他们

还积极学习借鉴德国智能制造；在 3D 打印技术遍

地开花的时候，他们则进入了智能服务的前沿

领域。

“跟跑”凭耐力，“并跑”靠勇气，“领跑”是魄

力。咬牙超越不放松，共享装备从最初在日本

人眼里只能生产“马葫芦盖”开始，到填补国内

铸件只有“铁”没有“钢”的空白，直至将德国

试验室里的 3D 打印技术模型实现了产业化

应用，靠的不是技术转让，也不是强大的科

技外力支撑，靠的就是埋头自我研发，就是

坚信自己能行。就像该公司董事长彭凡说

的那样，“别怕失败，多失败几次就离成功

不远了”。

越是欠发达的地方越需要创新发展。

共享装备的案例告诉我们地处西北内陆的

企业如何才能枝繁叶茂，如何才能在国

际竞争中崭露头角，其外向型发展路径

离不开国际一流的发展视野，离不开

“站在巨人肩膀跳舞”的勇气，离不开

“ 不 获 全 胜 不 收

兵”的非凡韧性与

耐力。

向世界水准看齐
许 凌

图为共享装备

大尺寸高效率铸造

砂型3D打印设备。

何晓东摄

（中经视觉）

左图 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凡（左

一）与奥地利冶炼专家沟通技术。

右图 共享装备位于四川资阳的铸造 3D

打印数字化工厂。

何晓东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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