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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的起源

–再制造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再制造业
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初具雏形。

• 1922年，汽车发动机再制造协会（PERA）成立。
•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金钱及资源的匮
乏成为汽车再制造的主要原因。福特开始授权某些
福特经销商销售再制造零部件。

• 1941年，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协会（APRA）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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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的概念

再制造的定义
– 国际再制造工业委员会主席、美国汽车零件再制造协会会长卡柯：
再制造是一个将废旧产品恢复到如新品一样性能的过程。它能够
节约能源和自然资源，还能通过减少材料重熔而减少再循环过程
中造成的空气污染。

– 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教授在其著作《再制造-潜在的巨人》中的
定义：再制造是指将功能损坏的、被淘汰的或者过时的产品恢复
到如新品状态的过程，从而给产品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
寿命。需要再制造的产品（也叫毛坯）需先送到工厂拆解，对拆
解后的零部件进行清洗、检测、修复或者对于能够利用的进行更
新，替换不能再用的零部件，然后将零部件重新装配成再制造产
品，并依据原产品的性能标准对再制造品进行检测。部分产品在
进行再制造时要对其进行再制造升级，完善产品的控制系统或者
强化零部件以避免产品失效。再制造产品通常具有与新品相当的
质量保证，并且在市场上售价通常只有新产品的45%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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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的概念

再制造的定义
–英国再制造和再使用中心：再制造仅是将使用
过的产品恢复到顾客认为的不低于原始产品性
能的过程，同时，具有和新品一样的质量保证。

–欧洲逆向物流组织：再制造这种类型的修复，
产品被完全拆解，所有的模块和零部件均经过
仔细的检查。磨损的零部件被修复或用新零件
替换，如果需要或可行，模块将升级为相同工
艺的模块。再制造产品具有高质量保证，通常
以新产品质保的形式直接卖给消费者，原则
上，再制造产品可以和原始产品在同一市场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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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的概念

再制造的定义

–我国再制造工程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中国工程
院院士徐滨士：以机电产品全寿命周期设计和
管理为指导，以废旧机电产品实现性能跨越式
提升为目标，以优质、高效、节能、节材、环
保为准则，以先进技术和产业化生产为手段，
对废旧机电产品进行修复和改造的一系列技术
措施或工程活动的总称。简单概括，再制造就
是废旧产品高技术修复、改造的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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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的概念

再制造的定义

– 目前我国比较常用的一种定义为：再制造是把废旧产
品恢复到像原产品一样的技术性能和产品质量的生产
工艺流程，主要以机电产品（装备）等废旧工业制成
品为原料，在基本不改变产品结构和材质的情况下，
运用高科技的清洗工艺、修复技术或利用新材料、新
技术，进行专业化、批量化修复和改造，使得该产品
在主要技术性能和安全质量等方面能够达到与同类原
产品相同的标准要求。

– 再制造是实现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三原
则中再利用原则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废旧机电产品
循环利用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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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的内涵

再制造与其他再利用方式的区别

这种类型的修复，产品被完全拆解，所有的模块和零
部件均经过仔细的检查。磨损的零部件被修复或用新
零件替换，如果需要或可行，模块将升级为相同工艺
的模块。再制造产品具有高质量保证，通常以新产品
质保的形式直接卖给消费者，原则上，再制造产品可
以和原始产品在同一市场出售。

再制造（Remanufacturing）

与旧件相比，翻修产品或零部件会升级到更高的质量
或操作标准。

翻修（Refurbishing）

在进行修复后，产品重新恢复原始功能。修理后产品
的质量一般低于新品。

修理（Repair）

产品不再保持原有的功能，目的是利用回收产品的材
料。回收的材料可能用于原产品或其他产品。

回收利用（recycling）

这种类型的再利用不需要修复或升级，只需清洗并直
接安装即可。如踏板、瓶子等。

直接再使用（reuse）

定义回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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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的内涵

再制造相似概念对比

材料用于制造新零部
件

由产品原始零部件
决定

材料层回收利用（Recycling）

使用过的和新的模块/
零部件共同组成新产
品；有可能升级

检查所有模块和零
部件并升级到和新
品一样的质量

零部件层
再制造
（Remanufacturing）

部分模块修复/替换；
有可能升级

检查所有关键模块
并升级到特定的性
能、质量水平

模块层翻修（Refurbishing）

部分零部件被修复或
替换

恢复产品功能产品层修理（Repair）

最终产品质量要求拆解程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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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特点

再制造的特点(与大修的区别)
– 再制造是规模化、批量化的生产；

– 再制造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管理，包括现
代表面工程技术、先进的加工技术、先进的
检测技术，这是大修难以做到的；

– 再制造不仅是恢复原机的性能，有时还兼有
对原机的技术改造，而大修一般不含有技术
改造的呢内容；

– 再制造后的产品性能要达到原机新品甚至超
过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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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特点

再制造与新品制造的区别

– 加工对象不同；
– 毛坯的初始状态不同；
– 质量控制手段不同；
– 加工工艺不同；
– 制造流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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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发动机再制造流程

报 废

退役发动机 拆 解 检 测清 洗 再制造加工

检 测装 配整机测试包 装再制造发动机

报 废

不可再
制造件

可再制造件

合格件

完
好
件

易损件

原厂新配件

不合格件

技术升级、改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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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再制造标识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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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再制造产业发展概况

2008年我国正式开展第一批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
业试点，近两年又将再制造试点范围扩大到汽车
外的其他机电产品，包括机床、打印耗材、工程
机械、农机等领域。
国内再制造行业均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再制造产
品的范围较窄，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主要集中在发
动机、变速器、起动机、发电机等零部件。
我国目前从事再制造的企业数量不多，而且受原
材料来源、消费者认知度和国家法规限制等原
因，大部分再制造企业发展较缓慢，再制造产品
产销规模小。
随着法律法规的引导完善、消费者的认知度提高
和企业经营理念的变化，中国的再制造产业有着
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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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企业（第一批）情况

200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汽车零部件再
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14家第一批再制造试点企
业。
–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 奇瑞汽车有限公司
– 上海大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授权）
– 潍柴动力（潍坊）再制造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 武汉东风鸿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汽车公司授权）
– 广州市花都全球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
司等授权）

– 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授权）
–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 柏科（常熟）电机有限公司
–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有限公司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四五六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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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再制造试点管理要求

试点产品范围
– 发动机、变速箱、发电机、起动机、转向器五类产品
旧件来源要求
– 再制造所需旧件可从授权企业售后服务体系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企业回收，但不得从回收拆解企业回收“五大总成”用于再制造；

再制造产品质量及流通要求
– 再制造产品只在本企业或授权方的销售或售后服务渠道流通；
– 不得用于新车生产；
– 再制造非本企业生产的产品须取得原生产企业的授权；
– 再制造产品的技术性能和安全质量应当符合原产品相关标准的要
求；

– 再制造产品的保修标准和责任应当达到原产品同样的要求；
– 再制造产品除保留授权企业商标外，应加注再制造企业商标；
– 允许以来料加工为目的的旧件进口，但需符合产业政策规定；
– 再制造品必须有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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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效果

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取得了
初步成效，到2009年底，已形成汽车发动
机、变速箱、转向器、发电机共23万台套
的再制造能力。到2011年据不完全统计再
制造试点企业的再制造能力达到40万台套
的规模。

通过试点，在探索旧件回收、再制造生产、
再制造产品流通体系及监管措施等方面取
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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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企业介绍

（1）济南富强动力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是国内第
一家从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企业。

–目前形成以再制造斯太尔发动机为主的30余种
产品类型。具备年产20000台套的生产能力，
2010年实际产销17000台，产值3.26亿元。

–与装备再制造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合作，
开发表面修复设备，采取表面工程修复手段，
恢复零件的表面尺寸和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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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企业介绍

（2）潍柴动力再制造有限公司
– 潍柴动力再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动力”）成立
于2008年4月，一期设计产能年产20000台再制造发动
机。

– 目前，潍柴对主要生产量最大的WD615、WD12、
WP10、WP12系列等柴油机进行再制造， 2010年，再
制造发动机3000多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倍。

– 潍柴再制造公司通过潍柴动力的36个服务中心和3800
家维修站组成的营销服务网络回收旧机和销售再制造
发动机，并提供售后服务。使用潍柴生产的再制造发
动机的用户可以享受到与新机完全相同的三包售后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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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企业介绍

（3）柏科(常熟)电机有限公司
– 柏科（常熟）电机有限公司是柏科香港有限公司投资
的港资企业，从事新品电机和再制造产品的生产，其
再制造产品主要为汽车发电机、起动机等，产品主要
返销美国、东南亚及加拿大市场。

– 2008年~2010年，柏科再制造产品100%外销，2010年
销售再制造产品8万台。2011年已经有30多品种投入国
内市场试用。

– 目前，柏科年制造能力可达100万台，旧件利用率达到
92%，载重车产品的旧件利用率已达到96%。

– 柏科再制造的汽车发电机和起动机主要有FORD 
DELCO、MITSUBISHI、NIPPENDENSO、HITACHI、
BOSCH等。



23

http://www.catarc.ac.cn

典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企业介绍

（4）广州花都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8年，专业从事乘用车自动变速箱及
零部再制造、

–成为试点企业后，自动变速器再制造种类由试
点前37种增加到目前的100多种。再制造授权
企业整车厂合约由16个增加到20多个。

– 2009年公司完成再制造自动变速箱1万多台，
实现销售收入5000多万元。2010年，公司生产
能力达到15000台/年。

–依托上海、长春等汽车生产基地，在上海、长
春登记相继开设了控股直属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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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再制造技术发展现状

虽然我国开展再制造技术研究工作时间不长，但近
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国内一些科研单位
和企业积极开展再制造方面的研究，不仅基本掌握
了再制造基础理论，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已经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装甲兵工程学院装备再制造技术国防科技重
点实验室是国内从事再制造基本理论研究和关键技
术研究的重点机构，该实验室掌握了废旧零件寿命
预测和评估技术、纳米电刷镀技术、高速电弧喷涂
技术、微弧等离子熔覆技术和纳米自修复添加剂技
术在等再制造关键技术。

刷镀后的缸孔刷镀后的缸孔

珩磨后的缸孔珩磨后的缸孔
缸体纳米电刷镀设备缸体纳米电刷镀设备

高速电弧喷涂焰流高速电弧喷涂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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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第二批）

2011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深化再制造
试点工作的通知》
– 提出适当扩大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范围，继续开展
发动机、变速器等产品再制造，汽车零部件增加传动
轴、机油泵、水泵、助力泵等部件；

– 开展农业机械再制造试点；
– 开展专业化再制造服务试点；
– 开展旧件回收和再制造产品销售的服务网络建设试点。
后续支持政策：
– 国家发改委委、财政部已会同有关部门组成《再制造
产品目录》编制小组，将根据试点情况，把符合新品
标准、规模化生产的再制造产品纳入目录，享受相应
的优惠政策。

– 鼓励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优先采用再制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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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再制造相关政策法规

国务院《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2010年7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再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2011年9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0年10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制造产品认定管理暂行办法》2010年6月

国家发改委《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2010年5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单位名单（第一批）》、《机
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工作要求》

2009年12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2009年7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组织开展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2009年6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年8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2008年3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环保总局

《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2006年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关于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第一批）工作的通知》2005年10月

颁布部门政策颁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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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重要政策简介

2006年2月，《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中
指出：“对报废汽车零部件及维修更换的旧零部
件，鼓励有技术、设备、检测条件的企业进行再
制造，作为维修备件用于汽车修理。”
2008年3月，《关于组织开展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中提出“国家支持企业开展机动车零部件、工程机
械、机床等产品的再制造和轮胎翻新。销售的再
制造产品和翻新产品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
标准，并在显著位置标识为再制造产品或者翻新
产品。”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法律中明确提出
支持再制造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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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重要政策简介

2010年6月，《再制造产品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
组织对再制造工业品进行认定，2011年、2012年先后发
布了两批《再制造产品目录》(不含汽车产品)。
2010年，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
展的意见》明确了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和机床将作为今
后再制造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并提出编制再制造产业发
展规划。

2011年，国家发改委《关于深化再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
对拆解的发动机等机动车总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能够用
于再制造的，可以交售给符合条件的再制造企业。这将一
定程度上解决再制造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来源问题，为
扩大国内再制造产业规模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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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贸易政策现状

旧件及再制造产品进口政策情况

– 在进口管理上，再制造产品视为旧品。
• 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第五十
九条规定：国家禁止以贸易方式和接受捐赠方式进口旧汽车和
旧摩托车及其零部件，以及以废钢铁、废金属的名义进口旧汽
车总成和零件进行拆解和翻新。

– 目前我国政府对旧机电产品进口有着严格的限制，对
进口旧机电产品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

– 原因：为保护国内消费者利益，避免进口旧机电产品
因技术等原因无法正常使用或无法达到一定的技术指
标，导致国内消费者受到损失。同时为防止某些发达
国家把一些电子垃圾的以旧机电产品的名义输入我
国，给我国的自然环境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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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进口贸易政策简介

2002年，外经贸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三部委
颁布实施的《禁止进口货物目录(第二批)》
– 进出口税则中车类（87章）和发动机（子目

8407~8408）列入了禁止进口目录，基本切断了国内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从境外获得旧件原料的渠道。

2003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进口旧机电产品
检验监督程序规定》
– 明确进口旧机电产品的检验检疫监督管理流程包括：
进口旧机电产品备案、装运前预检验、到货检验和监
督管理四个环节。

– 未列入禁止目录的旧机电产品进口时，在进口质量检
验、海关通关等程序上手续繁杂，造成进口周期长、
成本高，不利于旧件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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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件及再制造产品进口政策汇总表

国家质检总局《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检验检
疫监督管理办法》

2009年8月

商务部、海关总
署、质检总局

《关于进一步简化旧机电设备进口手
续的通知》

2009年4月

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规范进口再制造用途旧机电产
品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2008年5月

商务部、海关总
署、质检总局

《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法》2008年4月

国家质检总局《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督程序规定》2003年8月

国家质检总局《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2002年12月

颁布部门政策颁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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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可再制造旧件来源不畅
– 法规限制

• 《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第307号令)。
• 旧件进口政策限制。

–我国汽车保有的特点与国外不同
• 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较晚，现阶段
使用年份短的新车(特别是乘用车)居多，临近报废
状态的较少。

–生产企业尚未重视再制造市场
• 我国汽车生产企业尚未建立逆向物流体系；售后市
场以销售新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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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一般
–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行业起步晚，规模小，
设备相对落后，这导致国内再制造行业与国外
同行相比，在技术和质量上还存在一定差距。
即使在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示范试点企业中，仍
然有大量企业使用相对落后的尺寸修理和换件
修理的方法，再制造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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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3）销售渠道不畅
–再制造产品主要市场是替代维修，虽然再制造
产品质量标准等同于原厂新品质量标准，价格
仅为新品的50%~70%。但目前汽车零部件再
制造产品占汽车维修市场的份额十分有限。

–原因：
• 主机厂、维修服务商对再制造产品特性的认识不
够，没有主动推广的意识；

• 中国的人工成本较低，4S店和汽修厂仍然愿意采取
大修而非更换再制造件；

• 再制造产品会冲击新配件的销售，主机厂和经销商
不愿意牺牲新配件的销售额而让给再制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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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4）社会认可度待提高
–在我国，再制造作为一个新的理念还没有被消
费者广泛接受，各方对发展再制造产业的重要
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很多消费者认为再制
造产品与旧品无异，都存在安全隐患，在性能
和质量上没有保证。由于公众意识及社会认知
度的问题，再制造产品市场开拓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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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日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战略合作的建议

（1）探索可再制造旧件的进口合作
–日本废旧零部件流通体系较为完善，旧件来源
充足，旧件出口市场大，而我国目前面临可再
制造旧件短缺的局面。中日可共同探索可再制
造旧件进口合作。

–具体方式：
•对于可进口的旧机电产品（如电机、机床等），可
直接开展合作；

•对于限制或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可采取试点方
式，先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开展旧件进口加工贸易。

•试点成熟之后，考虑对部分放开进口旧件再制造的
国内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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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日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战略合作的建议

（2）旧件回收技术及设备引进和开发
– 日本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体系，其报
废汽车拆解、破碎及后处理技术较高。包括：废油液、
氟里昂、ASR等）。

– 中国可与日本在报废汽车拆解技术及先进设备开发、
引进方面加强合作，在提升中国报废汽车拆解技术的
同时，也为再制造产业提供了旧件保证。

日本报废汽车专用拆解机械手日本报废汽车专用拆解机械手
日本报废汽车废油液抽取设备日本报废汽车废油液抽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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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日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战略合作的建议

（3）旧件及再制造产品流通信息服务平台
– 借鉴日本在废旧零部件流通信息管理方面的成熟经验

• 日本汽车再利用零部件流通管理系统(Super-line system)：实
现二手零部件在网络上进行销售。

• 在日本汽车拆解厂，一些可利用的汽车零部件经过翻新处理后
统一编号，存放在工厂内立体仓库，通过网上交易提供给修理
厂或用户。

– 国内协会、相关机构牵头，建立汽车旧件流通网络信
息服务系统，为我国可再制造旧件及再利用旧件流通
提供网络服务平台。

• 建立可再制造旧件溯源机制，方便追踪相关信息；
• 为产品交易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开拓市场；
• 为企业提供技术、市场及产品信息的交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