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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增材制造(3D 打印)产业创新峰会

增材制造 造崭新打印世界 传统变革 变增为创掌握先机

一场盛会 汇 3D 英才谋共生共荣

一、会议背景

随着 3D 打印行业正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膨胀，经过多年

来的快速发展已日渐成为新时代制造主流技术之一，在艺术

设计、航空航天、军工、医疗和消费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都

大有用武之地。相关数据统计指出，我国 2014 年 3D打印产

业规模迅速上升至 40 亿元，预计到 2016 年国内 3D 打印市

场规模可到达 100 亿元，约为 2012 年的十倍，并成为全球

最大的 3D 打印市场。“十三五”规划出台，《中国制造 2025》、

《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015-2016 年）》的相继

推出，给我国 3D 打印行业开启了新的机遇期。3D 打印发展

前景看好，但作为新兴产业，我国 3D 打印的最后一公里还

仍未突破，与工业领域、医疗领域、文创领域、建筑领域的

大规模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突破工业 3D 打印机、生物医疗 3D 打印机以及桌

面打印机设备成本和材料成本普遍偏高的桎梏

 如何转变传统“重生产、轻研发”的商业模式适应新

兴产业发展，建设 3D打印循环经济新业态

 如何对接上下游企业及终端用户需求，聚焦可“变现”

的核心技术研发

 如何完善法律法规缺失，行业标准不统一现状，打破

设备供应商、软件供应商各自为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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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针对用户基础薄弱加强国产 3D打印品牌建设

 如何弥补核心技术人才、设计人才缺失短板

为推动 3D 打印上下游产业链形成合力，提升制造业转

型效率，建设健康的 3D 打印产业生态环境，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泰州国泰智

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泰州双创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电子商务推进中心、江苏泰州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管委会协办，7 月 16 日在泰州市举办“2016 增材制造

（3D 打印）产业创新峰会”。旨在广邀优秀 3D打印产业上下

游企业及传统企业共同探讨 3D 打印未来发展方向，搭建整

合“政、产、学、研、金、介、贸、媒”等多方创新资源对

接平台，促进 3D 打印产业优化升级，打造“3D 打印+”健康

业态。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

泰州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泰州国泰智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双创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电子商务推进中心

江苏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委会

支持单位：金仁宝集团

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三、大会规模

来自相关政府部门领导、3D 打印产业园区、3D 打印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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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器、制造业、航天、军工、医疗、建筑等传统企业、教育

机构、互联网企业、3D 打印设备商、3D 打印材料商、3D 打

印软件提供商、3D 打印代理商及 3D 打印服务商等企业领军

人物、CEO、媒体代表、专家、金融机构等超过 200 人。

四、会议亮点

1．3D 打印产业链齐聚

会议将邀请传统领域及 3D 打印领域 3D 打印服务商、新

锐 3D 打印人才、3D打印园区及教育机构共聚一堂，探讨“十

三五”时期 3D 打印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利用互联

网新属性以及国内外新技术、新材料，优化资源配置，提升

国产 3D打印技术实力，完善产业政策环境。

2．《2016 增材制造（3D 打印）产业发展报告》编制工作

启动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指导，增材制造

（3D 打印）公共服务平台牵头编制的《2016 增材制造（3D

打印）产业发展报告》将于本次大会启动编制工作，并于年

底编制完成。报告将针对全国范围内 3D 打印产业园区、3D

打印上下游供应商开展调研及评估，统计产业发展状况，最

终形成领域内建设指引，为 3D 打印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提

供指导思路及理论依据。

3．打造中国 3D 打印服务商联盟、3D 打印设计师联盟

本次会议前夕，将组织专家进行国内外优秀 3D 打印产

业调研，在会上分享新技术、新成果，探讨 3D打印+的共享

经济新模式，并成立“3D 打印服务商联盟”和“3D 打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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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联盟”，基于增材制造（3D 打印）公共服务平台，打造

数据、资源、人才、信息、技术、材料的共享平台，实现区

域联动。

4．“3D打印大讲堂”

由增材制造（3D 打印）公共服务平台主办，将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3D 打印大讲堂”巡回讲座。本次大会期间将在泰

州举办第一场，邀请国内外顶尖 3D 打印工程师、3D 打印设

计师就 3D 打印领域的新技术、新模式与企业、机构开展互

动，普及 3D 打印专业知识，增强用户对 3D 打印、3D设计的

理解。

五、 3D打印“双创”大赛启动

为推动 3D打印全民化，加快 3D 打印创新创业，突破国

产 3D 打印技术及设计水平提升，本次大会将启动一系列 3D

打印“双创”大赛，广邀拥有独创设计能力和创新细胞的个

人及团队积极参与，培养良好创新氛围。大赛内容主要涵盖：

 3D 打印“双创”项目浮生汇：邀请天使基金及相关投

资机构共同参与，选出最具投资价值、产业园区最爱

的 3D 打印项目；

 3D 打印设计精英大赛：以增材制造（3D打印）公共服

务平台为基础，选拔优秀设计个人及团队参与比赛，

选出最具设计构想的 3D 设计工程师及团队，并促成其

与企业签约。

六、 3D打印超体验

 让人食指大动的 3D 打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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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打印带你畅想金属帝国

 3D 打印与生物医疗：让人生不再缺憾

 VR 与 3D 打印的奇妙组合

七、费用

本次峰会免收参会费，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八、报名办法

请参加人员按要求认真填写报名表，并及时报峰会会务

组，我们将按报名先后传发报到通知。

报名咨询电话：010-68208435 68208438 68208436（传

真）汤 帅 13910929286 王明磊 15117946000

电子信箱：15117946000@163.com

网 址：www.miit-idpc.org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万寿路机关 14号楼，邮编：100846。

九、峰会日程（拟）

时间 内容 地点

2016 年 7 月 15 日 （周五全天）

全天

签到

泰州国际金陵大酒店酒店房间安排、入

住

2016 年 7 月 16 日（周六上午 9:00--11:45）

时间 内容 嘉宾

9:00--9:05 开场、来宾介绍
主持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

张云飞

9:05--9:20 致辞并推介 泰州市政府领导

9:20--9:25 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朱宏任

9:25--9:30 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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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9:40 增材制造（3D 打印）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及系列签约仪式

9:40--9:55 主题演讲
金仁宝集团新金宝 CEO 兼三纬国际董事

长 沈轼荣

9:55--10:10 主题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卢秉恒

10:10--10:25 主题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博导 王华明

10:25--10:40 茶歇

10:40--10:55 主题演讲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 3D 打印技术产

业联盟联席理事长 史玉升

10:55--11:10
打造智能显示新生

态

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D显示事

业群副总裁 张飚

11:10--11:25 主题演讲
台湾三维列印产业协会、台湾科技大学

机械系教授兼工学院院长 郑正元

11:25--11:35 《2016 增材制造（3D 打印）产业发展报告》编制工作启动

11:35--11:45 3D 打印“双创”大赛启动

12:00 午餐 （自助餐）

2016 年 7 月 16 日（周六下午 14:00--17:30）

时间 内容 嘉宾

14:00--14:15 主题演讲
北京市教育技术设备中心主任、

北京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会长 丁书林

14:15--14:30 主题演讲

世界 3D 打印技术产业协会 CEO、中国 3D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无限三

维(青岛)科技产业集团 CEO 罗军

14:30--14:45 主题演讲
3D 打印三纬国际立体列印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研发负责人 何况

14:45--15:00 主题演讲
深圳三迪时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培学

15:00--15:15 主题演讲
Materialise 中国区总经理 Kim

Franc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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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30 茶歇

15:30--16:30
高端对话主题：3D

打印产业化发展思

路

主持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

中心领导

对话嘉宾共：4 人

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党委

书记、总工程师 李志强

上海联泰三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邹波

达索系统大中华区总经理 王皓峰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王成焘

16:30--17:30 参观增材制造（3D 打印）公共服务平台

18:00 晚餐

附件：2016 增材制造(3D 打印)产业创新峰会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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