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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属塑性成形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大
显身手的伺服压力机（系列一）
文 | 江苏兴锻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副董事长 张清林

众所周知，伺服压力机（本文只限于伺服机械压力机）

诞生在 1990 年代，目前在国际上早已成为金属塑性成形中

司空见惯的主力设备，在中国市场却始终没有打开局面，一

直都是行业协会和学术界的雷声大，而企业界的雨点小。直

到近几年，业内对伺服压力机才有了点重视，在一定的领域

内有了些普及，但仍然普遍被认为伺服压力机是高不可攀或

者华而不实的装备。只要谈到价格，就没有兴趣了解更多，

这是业内众多企业的基本反应。 

这其实与减排节能的双碳方针不相容的，和全国金属成

形行业正在快速发展的智能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 AI

融入制造的趋势也是格格不入的。对伺服压力机和伺服技术

的忽视，将会制约高端精密成形行业的发展，在全球高附加

值冲压订单中处于不利地位。

这绝非危言耸听。难道我们就一直摆脱不了传统的观念

的束缚，就只能一直墨守成规地坚持传统制造方式吗？

笔者作为行业专业人士和高端伺服压力机的研发和制造

者，觉有责无旁贷地从更专业的角度，理论联系实际，来探

究伺服压力机对金属塑性成形的利与弊，用数据来看看伺服

压力机的性价比究竟如何，希望把伺服压力机对金属成形行

业高速度发展的重要性阐述清楚，帮助广大用户能够理性地

理解和正确地选择这种新机器，享受到到由此带来的好处，

来加快企业发展，进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如果因此能加速伺服压力机在中国的普及，固然对笔者

所在的公司至关重要，但是从业产业的角度讲，伺服压力机

的高效、节能、柔性化生产等性能将极大改变锻压行业目前

在低水平价格、低技术门槛的零部件上过度内卷的困境，促

进中国伺服压力机和冲压零部件行业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

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本文将以十二次连载的形式推出，分别从重温伺服压力

机的功能特点，对不同金属功能零部件的成形模式的分析入

手，同时结合多年来我们在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和不同场景，

全方位来展示伺服压力机的多种用途和优越性，活用好伺服

成形技术，一起为落实国家的双碳方针做出贡献！

我的系列文章目录如下：

一、伺服压力机诞生的背景与我国的应用推广现状

二、伺服压力机为什么要优选低速大扭矩直驱方式

三、伺服压力机可编程控制所带来的无限成形模式

四、伺服压力机对产品高精度贡献和节能减排原理

五、金属成形工艺充分利用伺服成形技术的重要性

六、伺服成形技术在不同金属成形领域的应用案例

七、伺服成形技术在新能源金属结构件的应用案例

八、高强度钢和难成形材料的热成形领域伺服技术

九、金属精冲成形部分替代油压机的伺服技术应用

十、金属塑性伺服成形中如何正确选用伺服压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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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如何解决伺服压力机和伺服成形技术发展瓶颈

十二、对我国金属伺服压力机与伺服成形技术的展望

伺服压力机诞生的背景与我国的现状

金属机加工的主要设备是切削铣刨磨等工业母机，金属

塑性成形的主要设备是锻造和冲压的压力机或冲床。对于前

者，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世界上第一台数控机床就问世了，

也就是一种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床。相对于传统机

床，数控机床能较好地解决了复杂、精密，小批量、多品种

的零件加工问题，代表了现代机床技术的发展方向，迅速推

进了工业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

然而，几乎同时发展的锻压机械却没有没有实现类似的

数控化革命，适合压力机的伺服电机和数控系统迟迟没有制

造出来，究其原因，是锻压设备的工作环境更恶劣，要求更高，

而市场前景和需求量并不足以能引起伺服电机厂家为之投入

研发。因此锻压机械一直沿用着传统的驱动方式，专机专用，

只适用于大批量制造，而不能满足小批量和多品种的柔性生

产。

交流伺服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大功率交流伺服电机为核

心的伺服直驱技术在各行业的迅速运用，给机械领域传动系

统带来一场深刻变化，也刺激着锻压行业的有志之士，思考

如何用低速大扭矩伺服电机改变锻压设备的驱动方式。

笔者当时所在日本的老东家 AIDA 公司率先花重金投入

给一家专业伺服电机厂家，联合开发适合于机械压力机直驱

的低速大扭矩伺服电机。老天不负有心人，AIDA 终于在上

世纪 90 年代中期率先成功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伺服压力

机，优越的性能和工艺灵活性全面超越传统压力机，可谓是

世界锻压设备领域的一场革命性的大改变。一石激起千层浪，

日本的小松和德国的舒勒也随后发布了秘密开发的伺服压力

机。之后，各个压力机制造国家纷纷加入研发和制造伺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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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探究伺服成形技术的热潮。在随后的三十年里，这些

国家的客户在选用新压力机时，伺服压力机一定会是首选。

然而，我国伺服压力机的发展非常缓慢，普通机械压力

机和液压机一直是市场的主流。本世纪初有部分外资压力机

企业试图把伺服压力机引进到了国内，只有外企或者合资的

冲压企业才会采用，而本土零部件企业在高价前止步，只能

是望洋兴叹。国内头部压力机企业也只是用国家的补贴经费，

去进口昂贵的伺服电机和驱动伺服控制系统，象征性地做了

几条伺服压力机生产线，价格也非常昂贵，对核心技术并没

有吃透。许多用户早就听闻伺服压力机的种种好处，打心里

都一直在期盼着可靠的国产伺服压力机能早日问世。

笔者在十几年前看到国内这种的实际情况，又多次回国

对行业情况进行了反复调查，自信能解决国产伺服压力机的

种种瓶颈，便毅然地回国创建了兴锻智能公司（前身为中兴

西田），立志“做中国企业用得起、用得放心的国产伺服压

力机”。

经过团队十几年的不断努力和创新，经历过不同阶段和

几代产品的迭代升级和实际应用，我们终于在市场上让客户

将兴锻品牌与伺服压力机关联，在不同领域里培养开发伺服

应用客户，让客户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

我们不遗余力在行业展会、会议、论坛和客户联谊会上

为伺服压力机摇旗呐喊，推动行业标准的制定，也在一定程

度和一定范围内提升行业客户的认可度和实际使用率。据不

完全统计，国内已经有大约二十多家设备厂家也都在制造不

同类型的伺服压力机，共同培育市场，这值得庆幸和欣慰。

但是，笔者认为，国内伺服压力机每年两位数的实际使

用量，与我们这个锻压大国的每年数以万计的压力机需求量

相比是忽略不计的，与中国这个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是极不

匹配的。业内展会上新展机层出不穷，理论研究和学术文章

也发表了数百篇，然而伺服机的应用场景和每年导入的台数

还是少得可怜。很多企业觉得花一台伺服压力机的钱，可以

买几台同等吨位普通压力机，这钱花得不值得，但是很多有

实力的企业并不差钱，在购买伺服压力机的时候也同样忧虑

重重。

笔者认为其主客观的深层原因可归纳如下，有不对的地

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也希望业界人士集思广益，从不同角

度提出更多真实的原因，消除疑虑，加快以推进市场应用。

一些伺服压力机设备厂家不懂产品工艺，冲压用户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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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懂伺服压力机的优劣势，就造成了选型不合理，出现了高

配低用的浪费。客户由于不完全理解伺服压力机的特点，明

明买了伺服压力机，只用了普通的曲轴功能，就草草判定伺

服压力机名过其实，还不如普通压力机好用，好比买了一台

全画幅的单反相机，却只用傻瓜模式，断言拍照效果不如手

机一样；

用户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对原有的冲压设备和工艺形成

依赖，抗拒新事物，畏惧切换技术路线带来的潜在风险，宁

可在模具和自动化花费更多的精力和金钱，而没有意识到伺

服工艺能大大降低对模具和操作工人的依赖，兼顾大批量高

效生产和柔性化制造的双重优势。

用户一般都喜欢从众购买新设备，同行用得好就跟风买

入。而中国并没有伺服压力机的准入门槛，导致一些厂家急

于炒作概念，在技术尚不成熟、功能不全，或者产品生产工

艺不匹配的情况下，就贸然将所谓的伺服压力机推向市场，

如果再加上本身的质量问题和瑕疵，导致生产不稳定，故障

频发。一些敢于吃螃蟹的客户误以为这是伺服压力机这种新

型结构的机器固有的问题，给予不好的风评，影响了同行的

跟进。这种短视的行为，在早期进入越南市场的中国摩托车

厂家身上也发生过，他们假冒伪劣的短视行为伤害了整个中

国摩托车的口碑；

部分客户的物美价廉意识并没有改变，也就没有认识到

物有所值的价值，而是简单地觉得价格高就觉得不值。如果

并没有察觉到伺服压力机所带来的高性价比，高效率，高精

度和高寿命等的优势亮点，用于大批量生产原本无法加工的

更复杂、利润更高的产品，或者去承接原本无利可图的小批

量订单，就能建立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长久以来，国外品牌及中国的代理人灌输进口机床肯定

优于国产机床的理念，对德国、日本、瑞士等发达国家生产

的机床过度神话，同时一些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对国产机床进

行各种不负责任地不实报道 ...... 凡此种种，很多客户不相信

国产伺服压力机的水平与质量能够与国外同行抗衡；

也有部分客户对环保和节能减排的意识不够，对伺服压

力机的节能优势认识不足，仍然被以冲床用着“差不多”，“凑

合着也能用”，“设备好坏没关系”，忽略了日积月累的浪

费造成极大成本损失；

国产就应该便宜，这是用户长久以来的心理预期。为了

自抬身价，部分设备厂家使用大量进口核心部件，甚至超配

国外同等机型，证明设备性能优越，但是这样以来，推出的

伺服压力机和进口竞品没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因为客户用量

太少，国外核心部件厂家根本不会给予太多的技术支持。即

使客户原本青睐伺服压力机，但在在选型评估时，往往对国

产品牌信心不足，对性价比和投资回报率很难做出准确判断，

初选就把这些国产厂家踢出局，相当于辛苦半天为进口品牌

做了嫁衣。

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光伏、风电、储能、机器人等

行业的成功经验表明，只要用户给予足够的信任，培育本土

伺服压力机完整的供应链，在中国庞大市场的规模效应下，

任何技术难题都不难解决。中国市场特有的内卷特质，会让

所有参与其中设备厂家迅速提升水平，在保证质量和功能的

前提下，通过成品管控，不断降低伺服压力机的投资成本，

进而将降本增效的红利返回给用户，从而带来双赢，实现良

性循环的多赢效果。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冲压投资一定要千篇一律地去选用

伺服压力机。对于低价值、精度要求不高、利润不高的产品，

也确实并不需要伺服压力机。国外用户更多投资伺服压力机，

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么迅猛的发展态势，订单批量没有中国

这么大，投资一台机床要考虑多种用途和使用年限。在使用

伺服压力机过程中，国外同行整体冲压加工水平在显著进步。

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没有优势，如果国外同行能具有价格

和效率优势，那么我们冲压行业的订单就会大量流失，这才

是我们要担心的地方。

和发达国家类似，中国市场现在也到了个性化、定制化

的阶段，大批量规模化的订单集中到主机厂和核心零部件企

业供应商手中，留给市场上广大中小企业的订单多是小品种、

多批量的零散订单，而伺服压力机正是应运而生的，对模具

的要求更低，加工的材料范围更广。

这就是我写这系列文章的初衷，希望通过我们积累的经

验现身说法，让用户、同行和供应商再次拾起对伺服压力机

和伺服技术的信心，群策群力，一起努力找到转型升级的方

向，用新的工艺来丰富我们的加工手段，让原本需要更昂贵

的机器、更复杂工艺才能生产的例如精冲、深拉伸、热成形、

冷挤压、复合材料成形等产品，用伺服压力机更高效、更廉

价和更优质地生产出来，推进我国金属塑性成形技术的健全

发展，共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双碳方针落地的推进做出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