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中
高速增长、结构调整转型和深化改
革的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
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
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传统的粗放
增长模式基本告别。符合新常态的
智能装备迎来快速成长期，未来成
长空间巨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以及中
国企业用工成本的不断上升，智能
装备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替代人工成
为企业的选择。工业 4.0 高科技战略

计划强调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的深度
融合，打造智能化工厂。目前，我国
每万名工人拥有机器人数量仅为 27
台，低于全球55台的平均水平，远低
于韩国、日本 300 台以上的水平，未
来我国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装备
将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工业 4.0 作
为提升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未来
方向，必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工信部将组织制订中国机器人
技术路线图及《机器人产业“十三
五”规划》，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引导

行业发展，同时完善标准体系建设，
组织编制我国机器人产业行业标准
体系结构图和标准明细表。根据工
信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的 预 计 ，到 2020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产业体系要具
备 3 至 5 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8 至 10 个产业配套集群，机器人密
度达到 100以上。

机器人行业步入黄金十年，工
业机器人国产化替代在加速，成本
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未来十年
都处在黄金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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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四季度中经装备制造
业景气指数为 94.8，与上季度基本
持平，指数全年基本维持在 95 至
96 的区间内。

纵观全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增
速保持领先全国工业 2 个百分点，
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支撑经济发
展转型的作用依然突出。各主要子
行业进一步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
度，提高研发创新投入，通过适应
市场实现自我调节，通过转型升级
应对用户转型升级的市场倒逼，在
满足国内需求、研制国内建设急需
的重大技术装备、化解关键零部件
瓶颈制约矛盾、提高国产装备的国
际市场竞争能力、推动装备的智能
化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新成绩。

2014 年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逐步趋缓的形势下，全年行业主要
增长指标保持上年水平，其中营业
收入维持在 10%水平，利润增速达
到 10%以上。四季度装备制造业销
售利润率为 6.5%，比上年同期低
0.2 个百分点，但比同期全部工业
销售利润率依然高 0.3 个百分点。
效益较好的子行业有汽车、电气机
械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中汽车行
业利润增速 16.7%，销售利润率达

到 8.8%。2014 年装备价格总趋势
维持下降，虽然营收规模保持增
长，但利润增速继续下降。全年库
存压力增加显著。截至四季度末，
装备制造业产成品资金为 1.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8.3%，增速依然远
高于主营业务收入 8.9%的水平。

装备制造业的结构调整主要
是产品结构调整，2014 年以来结
构调整已经从关键技术攻关、国内
产业生态链搭建上升到了国际市
场突破阶段，成为中国制造具备国
际顶级竞争力的优势产业。2014
年以高端装备制造的拳头行业诸
如以高铁技术为核心的轨道交通
装备、以核电技术突破为典型代表
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备伴
随我国内政外交中的一系列活动，
成为我国引领制造业升级、扩大国
际经贸合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中的亮点和热点。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15 年 我 国 将 继 续 实 施 西 部 开
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
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国家发展改革
委在 2014 年初就提出信息电网油

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养老服
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
利、交通、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
程等 7 个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
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的工程
包，尤其是进入四季度，一批铁路、
机场等交通基建项目被集中批复，
总投资达到万亿以上，为装备制造
业带来巨大的市场增量，拉动效果
将在今年显现。

此 外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与 中
国进出口银行发布了《关于加大
重大技术装备融资支持力度的若
干 意 见》，从 研 发 及 创 新 能 力 建
设、技术改造和产业化、进口及技
术 引 进 、产 品 出 口 及 企 业“ 走 出
去”、企业兼并重组等产业链环节
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我国装备
制造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保
障更加有力和有效，国际市场开
拓有望进入新阶段。

2015 年机床、仪表、机器人等
智能装备和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
的新兴产业商业化进程仍将加快，
市场空间不断拓宽，市场环境进一
步向好。总体看，2015 年，装备制
造业市场新的增长空间逐步扩大，
景气度有望稳步回升。

经模型测算，预计 2015 年一季度
和二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数分
别为 94.8 和 95.0，预警指数分别为 66.7
和 70.0。

2014 年 四 季 度 装 备 制 造 业 企 业
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反映装备制造业
企 业 家 对 2015 年 一 季 度 企 业 经 营 状
况 预 测 的 预 期 指 数 为 122.1，比 反 映
本 季 度 企 业 经 营 状 况 的 即 期 指 数 低
6.5 点。

四季度，接受调查的装备行业企业
中 订 货“ 增 加 ”及“ 持 平 ”的 企 业 占
80.6%，与上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
订货“增加”及“持平”的企业占 89.6%，
与上季度持平；企业用工计划“增加”比

“减少”的企业比重高 2.6 个百分点，两
者的剪刀差比上季度扩大 0.3 个百分
点；企业投资计划“增加”比“减少”的企
业比重低 11.9 个百分点，两者的剪刀差
比上季度扩大 1.5 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
将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有利因素与
不利因素交织的复杂形势，下一阶段
或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装备制造业
要抓住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有利机
遇，坚持“稳中求进”的主基调，全面深
化改革，继续推进科技创新和结构优
化，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任
务，为宏观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提供
有力支撑。此外，深入推进两化融合，
积极参与全球化融合进程，优化进出
口结构。

1 月 15 日，湖南长沙麓谷工业区里，中联重科环境产业公司紧跟市场，自主研发了多系列多型号的专业化设备，
在环卫机械行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60%。 本报记者 刘 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