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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制造业的“国家代表队”，
装备制造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将
迎来又一个五年战略机遇期。

据21世纪宏观研究院了解，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为实
现制造强国战略，未来五年中国将
实施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内含
航空航天装备等八大重点方向。

“十二五”前四年，中国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
13.2%，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7个百分点。至2015年，装备制
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为31.8%，较2008年提升了3.8
个百分点；整个行业主营业务收
入超30万亿元，已连续5年居世
界首位。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工信部
“十三五”期间聚焦的三个重点领
域之一，今后将制定一系列的规
划、行动计划或者具体的政策措
施来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发
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为何选这八大行业？
按照《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要求，上一个五年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主要以航空装
备、卫星及应用、轨道交通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装备等
五大方向为重点，而“十三五”规
划则将制造强国的落脚点放在了
八大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上。

八大行业分别是：航空航天
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
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

机床、机器人装备、现代农机装
备、高性能医疗机械、先进化工成
套装备。为何会确定这八大行
业，且支持重点又较上一个五年
有所增多？

根据工信部组织相关行业协
会进行的评估显示，高端装备占
装备行业比重接近 20%，“十二
五”目标全面实现。

这八大重点行业实际与《中
国制造2025》所明确的“高端装备
创新工程”一脉相承。作为未来
10年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行动纲
领，《中国制造2025》就高端装备
制造列出了10个重点领域：包括
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
机、民用航天、智能绿色列车、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
及高技术船舶、智能电网成套装
备、高档数控机床、核电装备、高
端诊疗设备。

此外，从美德等发达国家推
出的一系列工业振兴计划来看，
发展装备制造成为制造强国战略
的必然选择，且中国制造面临高
低端供给严重错位的情况。2015
外资企业占据高端市场67%的市
场份额；而低端的挖掘机等机械
销量下降了38%，面临供给过剩
的矛盾，以高端装备制造带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必然。

尽管中国2013年装备制造业
产值规模就已突破20万亿元，占
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1/3，
但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
薄弱、基础制造水平落后、产业链
高端缺位、产业规模小、产业体系
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以创新能力而言，在高端装
备领域，中国80%的集成电路芯
片制造装备、40%的大型石化装
备、70%的汽车制造关键设备及先

进集约化农业装备仍依靠进口，
多数出口产品是贴牌生产，拥有
自主品牌的不足20%。

而按照装备制造升级三步走
战略，到2025年，中国要进入世界
装备制造强国第二方阵，部分优
势产业率先实现又大又强。由此
可以看出，装备制造政策红利期
不仅是“十三五”。

国产替代暗藏商机
除了政策长期利好外，沿着

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国产化替代的
两大主线，高端装备制造作为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所需的高技术、高附加值
装备，内外市场需求巨大。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到
2020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销售收入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

将提高到 25%，达到 16.55 万亿
元，工业增加值率较“十二五”末
提高2个百分点，未来五年将成为
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具体到细分行业来看，部分已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将率
先成为“走出去”的代表，高铁等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就是典型。2014
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达到
11.18万公里，仅次于美国位居世
界第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1.6万公里，占世界的60%以上。

在国内市场满足的条件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辐射中南
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国家，并
延伸至东欧、北非，这些地区都对
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有迫切
的需求。按照规划，到2025年，中
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境外业务
占比要达到40%，服务业务占比
要超过20%。

部分进口替代行业将在国产
化刺激和市场管制放开等政策效
应下，逐步填补国内市场需求，其
中机器人、高性能现代医疗、民用
航空、农用机械等行业将受益于
此。

以数控机床为例，尽管其被
誉为装备制造业的“工作母机”，
但关键技术受制于人。这种可国
产替代的情况在医疗设备、机器
人领域也同样存在。

市场空间有多大？工信部预
计，仅农机装备一项，到2020年，
农机工业总产值将达6000亿元，
届时国产农机产品市场占有率要
达到90%以上。

（作者单位：21世纪宏观研
究院）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期
发布了《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业
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下称
《发展规划》）。在2018-2025年的
规划期内，为促进山东省高端装
备制造业发展，《发展规划》提出

“三核引领”和“一带支撑”的区域
布局，依托区位、交通和资源优
势，培育济南、青岛、烟台三大核
心区，打造集聚胶济和京沪铁路
沿线的产业带，培植壮大五大战
略新兴装备，做优做强五大特色
优势装备。根据发展目标，到
2025年，形成以新技术、新产品、
新业态、新模式主导发展的现代
产业体系，打造一批代表中国高
端装备形象和水平的企业、产品
及品牌，建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
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成为现代
装备制造业强国的重要支柱。

该《发展规划》依据《山东新
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
方案》、《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实施规划》制定，规划期为

2018—2025年，《发展规划》落款
时间为2018年10月26日，印发时
间为2018年10月29日。

《发展规划》对济南、青岛和
烟台的“三核引领”提出规划要
求。济南要发挥高铁枢纽和省会
城市优势，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和
科研院所合作，充分吸引国内外
高端装备创新团队和人才，打造
国际先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
装备基地、快速重载货运轨道交
通装备基地、高端能源装备基地
和全国领先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
器人基地、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
基地。

青岛要发挥国家军民融合创
新示范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海洋科研资
源集聚、对外开放程度高等优势，
进一步扩大对外合作，打造国际
先进的海洋工程装备与高技术船
舶基地、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基地
和全国领先的机器人与增材制造
（3D打印）装备基地、新能源汽车

基地、通用航空装备基地、集成电
路及智能家电装备基地。

烟台要发挥深水海港多、新
材料研发能力强、装备制造基础
好的优势，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海
洋工程装备、核电等创新机构和
人才，打造国际先进的海洋工程
装备研发制造基地、高端航空材
料配套基地和全国领先的先进核
电装备研发制造基地、人工智能
和新能源汽车创新基地。

在强化“一带支撑”方面，《发
展规划》提出，要推动淄博、枣庄、
潍坊、济宁、泰安、威海等胶济和
京沪铁路沿线城市，围绕现有基
础，发挥各自优势，集中力量打造
各具特色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形成一条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协
同联动、集群发展的高端装备产
业带。引导其它市，根据本地资
源和条件，发展特色优势产品及
配套关键零部件，打造“专精特
新”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与产业带
主体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格局。

《发展规划》还提出了十大
发展重点，包括要培植壮大五大
战略新兴装备和做优做强五大
特色优势装备。五大战略新兴
装备包括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
技术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
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智
能制造装备和航空航天装备。
五大特色优势装备包括加快发
展新能源汽车、高档数控机床与
机器人、高性能医疗设备、高端
能源装备和智能农业装备，形成
重点引领、优势突出的高端装备
产业体系。

在发展目标上，《发展规划》
对产业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和
产业集聚度三方面分别提出2022
年和2025年两档目标。在产业竞
争力方面，到2022年，力争全省高
端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万亿元；培育5家以上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千亿级企业集团，30家
以上综合实力全国领先的百亿级
企业，100家“专精特新”单项冠军

企业。到2025年，力争主营业务
收入达到3万亿元，大企业群体进
一步扩大。

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到
2022年，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研
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
到3%以上，重点骨干企业技术研
发投入占比达到5%以上；建成10
个以上高端装备行业创新平台，
引进20家以上高水平研发机构，
培育30家以上自主创新示范企
业。到2025年，技术研发投入占
比力争达到3.5%，形成一大批国
内领先、国际有影响力的自主技
术、产品和品牌。

在产业集聚度方面，到2022
年，形成济南、青岛、烟台三个产
业核心区，产业规模占全省的
60%以上。到2025年，沿胶济和
京沪铁路沿线的城市，建成10个
以上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基地），
形成一条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协
同联动的高端装备产业带。

（来源：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网）

案例

山东高端制造路线图：发展十大装备，培育千亿级企业

高端装备步入政策红利期
“十三五”重点发力八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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