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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

本版编辑 陶 玙 潘卓然 美 编 夏 祎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民航业发展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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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为特征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恰恰说

明中国经济已迈入以结构调整升级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同样也推动了装备制造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7 月份，规模

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较

6 月份有所加快，增速连续 12 个月高于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压舱石”作用继续凸显。

装备制造业持续多年表现亮眼，是拉动

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看总量，7 月，装备制

造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

率接近五成，累计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

业的比重已连续 17 个月保持在 30%以上。

看细分，电子、汽车等行业增长带动作用明

显。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行业保持两位数

增长，7 月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

居各工业行业首位。

装备制造业一马当先，反映了制造业转

型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是“生产机器

的机器制造业”，被誉为“工业之母”，主要为

国民经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技

术和装备，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一直以

来，中国制造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就是高端

产能供给短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高端

装备制造业竞争力不足，甚至成为我国产业

结构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近年来，以高技

术、高附加值为特征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

势头强劲，恰恰说明中国经济已迈入以结构

调整升级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同样也推动了装备

制造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

7 月，高端装备行业如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

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

公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增加值增速均达两位

数。代表智能化的民用无人机、虚拟现实设

备、服务机器人等数字产品产量增速可以用

井喷式来形容；代表绿色化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新能源产业链也保持良好增势，带动

配套产品、上游原材料和装备产品等实现较

快增长。

从供给端看，装备制造业保持高增速，

得益于行业自身实力的提升。在全球最完

备的产业体系、较强的综合成本竞争力、超

大规模的市场需求等多重优势作用下，我国

装备制造业核心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配套能

力持续提升，尤其是在高铁、船舶、电动汽

车、电气机械等领域，比较优势突出。多年

来，通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推进

基础和关键领域创新突破，在细分领域补链

强链，产业结构优化、创新动力培育进入了

收获期和稳定发展期，装备制造业才得以成

为引领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需求端看，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给行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7 部门发布的《推动

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到 2027 年，工

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

上。今年前 7 个月，反映设备更新情况的设

备购置投资增速不仅引领全部投资，还有效

带动全部投资增长。此外，汽车以旧换新等

政策落地，也是新能源汽车产量保持高速增

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测算显示，大规模设

备更新将撬动超 5 万亿元大市场，为装备制

造业提供新的市场需求和投资机会。

可以预见，装备制造业还将延续良好增

长态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短期政策发力、中

期结构调整、长

期 转 型 升 级 等

多 重 因 素 叠 加

之下，在我国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的进程中，作为

国之重器，装备

制 造 业 仍 将 继

续 彰 显“ 脊 梁 ”

担当。

“目前，中国有运输飞机 4335

架，运输机场 262 个、机场总容量达

16 亿人次，无人机年飞行达千万小

时量级，新注册无人机总数正在以

月均 10 万架的速度增长。在大体

量、高速度发展态势下，中国民航运

输航空亿客公里死亡人数和百万飞

行小时重大事故率 10 年滚动平均

值为 0.0016 和 0.01，分别为全球平

均值的三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在日

前举行的第二届亚太航空安全研讨

会上，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宋志勇

表示，中国民航始终致力于积极为

全球民航安全发展贡献力量。

“只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不断

强化人的资质能力，才能更好塑造

民航安全。”宋志勇表示，在加强队

伍建设上，中国民航局采取一系列

措施促进人员能力恢复和提升，开

展飞行能力提升训练 12.3 万人次，

重点提升维修能力、强化放行人员

资质保持，开展空管人员基础能力

强化培训，重点加强大流量、突发特

情训练等。注重职业健康管理，督

促各运行主体严格落实航卫管理、

疲劳管理要求，关注心理健康，引导

人员加强自身健康管理，将预防保

健转化为自觉行动。

持续推进民航安全相关科技投

入，不断提高人的工作效能，为民航

安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近年

来，民航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

支持民航企业安全运行保障能力提

升、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以及安全重

大关键技术应用推广等项目，有效

提升安全运行水平。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分享安全

经验和成果，是推进民航安全的重

要举措。宋志勇表示，作为国际民

用航空组织的创始会员国和一类理

事国，中国建设性参与国际民航组

织各项活动和项目，有效促进了区

域民航安全、高效发展。

“民航安全发展仍然面临诸多

风险挑战，需要共同努力解决。”宋志勇表示，一方面，民航运

行风险交织叠加，运行环境更加复杂。更频繁的航班运行叠

加机场新建、改扩建、不停航施工等，将进一步提高跑道混淆、

跑道侵入风险；极端天气增多导致空中失控、颠簸伤人风险加

大，航班大面积延误、备降对运行秩序、人员疲劳等方面的影

响都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另一方面，自动化、人工智能、无人

机等新技术带来衍生风险。航空器自动化技术不断升级容易

衍生出人工操作技能下滑的风险；以人工智能、无人机为代表

的新技术也对安全提出了新挑战，需要持续完善相关法律规

章、强化数据保护，提升有人机与无人机融合飞行态势的实时

感知和协同运行，以及安全预警告警能力。

宋志勇认为，要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支撑。在人才培养

上，持续加强专业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和全生命周期管理。顺

应民航全球化程度加深趋势，加大国际人才培养力度，持续为

国际民航治理提供有力支持。提高民航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和整体素养，增强社会各界对民航安全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共

同营造更加健康、积极的行业发展环境。

在提高科技支撑水平上，秉承互信、合作、共赢的精神，积

极推进新技术研究和应用，携手打造民航安全发展的新动能、

新优势。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葛金梅建议，聚焦民航

安全发展的需求和科技前沿，加快构建以智慧民航为引领的

覆盖全要素、全流程的民航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在安全等重点

领域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重要技术装备

场景应用示范，加快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

创新生态，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转型，提升核心技术

装备自主可控能力。

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日照山太飞机工程股份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日照山太飞机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高标准机库内有限公司高标准机库内，，工作人员在维护飞机工作人员在维护飞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摄摄

眼下，畜牧业面临主要畜产品市场疲软

低迷和成本居高不下的双重夹击。在日前

举办的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 2024 年年会

上，专家学者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畜产品总体价格下滑

农业农村部信息显示，2023 年，畜牧

业生产全面增长，肉蛋奶消费需求得到有

效 保 障 。 全 国 肉 蛋 奶 总 产 量 超 过 1.75 亿

吨，同比增长 4.7%，再创历史新高。畜牧

业产业素质持续提升，规模化、标准化、

集约化发展深入推进。畜产品质量安全保

持较好水平，粪污资源化、兽药减量化成

效显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4712 万吨，同比增长

0.6%，其中，牛肉、禽肉、牛奶、禽蛋均

实现增长。

尽管产量增长，但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阶段性“过剩的烦恼”。2023 年畜产品价

格持续低迷，养殖盈利不及预期。今年以

来，除生猪价格反弹、市场明显改善外，其他

畜产品市场依然低迷。

“今年上半年羊肉价格、活羊价格和养

殖效益呈加速下跌态势，跌幅为近 3 年最

大。”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农

业 农 村 部 肉 羊 监 测 预 警 首 席 专 家 肖 海 峰

说，我国羊肉价格波动存在明显周期性特

征 。 不 过 ， 由 于 繁 殖 率 低 、 养 殖 周 期 较

长，羊周期与猪周期有明显不同。羊周期

的 特 点 是 增 长 型 波 动 ， 大 涨 小 跌 ， 长 涨

短跌。

今 年 6 月 份 ，全 国 活 牛 价 格 为 每 公 斤

25.2 元，为 2018 年以来的最低值。吉林农业

大学教授、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

经济研究室主任曹建民表示，2023 年以来，

全国牛肉产能持续稳步增长，年进口总量进

一步扩大，但活牛交易价格跌幅显著、进口

牛肉价格走低、国产牛肉价格回落，且在消

费旺季也出现行情上涨乏力的现象。受市

场疲软影响，养殖行业经济效益严重下滑，

大部分养殖者出现亏损，部分养殖者压缩规

模甚至退出。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

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

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祯妮介绍，进入 2024

年以来，受前两年产能快速扩张、生鲜乳产

量不断增加和奶类消费低迷影响，生鲜乳价

格持续下跌，截至今年 7 月，年内生鲜乳平

均收购价为 3.45 元/公斤，比去年同期下跌

12.1%，基本回到 2018 年的价格水平。国内

生鲜乳价格已连续 29 个月同比下跌，下跌

持续时间是近 10 年来最长的一次，累计降

幅达 23.9%。

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并存

尽管畜产品不同品种价格走弱有各自

的具体原因，但大多离不开供给增加叠加需

求走弱。专家认为，畜牧业发展面临诸多困

难，主要表现为需求减弱和供给增多短期集

聚、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等。今后一段

时期，行业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消费基数大，

保供压力大；养殖规模大，资源压力大；集中

度提高，资本化风险加大；产业链条长，一体

化程度低。

对于羊肉价格下降的原因，肖海峰表

示 ，一 方 面 ，羊 肉 产 量 持 续 增 加 。 尽 管 从

2021 年开始肉羊价格下跌，但整体处于相对

较高水平，养殖户积极性高涨，加上多胎羊

的 推 广 ，肉 羊 出 栏 数 量 、羊 肉 产 量 持 续 增

加。另一方面，羊肉消费仍未达预期。猪肉

价格持续低位震荡、牛肉价格下跌，消费者

更多选择猪肉、牛肉，替代了一部分羊肉消

费需求，对羊肉价格也有拉低作用。

曹 建 民 分 析 ， 国 内 牛 肉 市 场 短 期 的

“供强需弱”是造成当前肉牛及牛肉行情下

滑的主要原因之一。2023 年我国牛肉总产

量 753 万吨，加上进口的 270 多万吨，总量

超过 1000 万吨，在需求不旺的背景下呈现

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同时，随着双边多

边自由贸易合作不断强化，进口税率逐步

下调，进口量不断增多，进口牛肉低价优

势越发凸显。此外，由于奶价持续走低，

行业加大奶牛淘汰力度，进一步扩大了牛

肉供应。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兼

畜牧业经济专委会主任王明利表示，畜牧业

目前仍然大而不强，可持续发展问题依然突

出。面对新消费群体崛起、轻简化烹饪需

求、老龄化消费特点以及休闲健康营养需

要，畜牧业保供的新任务繁重。“双碳”目标

下环境约束更突出，行业生产效率仍然不

高，动物疫情冲击风险并没有降低。“目前市

场低迷，是宏观微观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只是当前市场容量下的阶段性、相对性、

结构性过剩。当前形势下，如何保障肉牛、

奶牛和肉羊等长周期生产畜种的基础产能，

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重塑产业发展格局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辛国昌

表示，用历史思维看畜牧业，不同阶段的政

策着力点有所不同：在家庭副业阶段，重点

解决肥料供应和种植业副产品利用问题；在

数量扩张阶段，重点解决不够吃的问题；在

质量优化阶段，重点解决安全问题；在方式

转型阶段，重点解决粪污利用问题；在高质

量发展的格局重塑阶段，重点解决效率和竞

争力问题。

眼下的阶段特征是：生产方面，集中

度 越 来 越 高 ； 经 营 方 面 ， 资 本 化 特 征 明

显；产业方面，一体化要求更迫切；消费

方面，多数畜产品消费趋于饱和，产品差

异 化 、 多 样 化 与 群 体 分 化 特 征 明 显 。 可

见，畜牧业发展“两难”“多难”问题增

多，需要重塑发展格局。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中 心 主

任、农业农村部贸易预警救济专家委员会

禽肉禽蛋首席专家于爱芝认为，中国家禽

产业科技创新在过去 10 年完成了从追赶到

接近、某些领域并跑的跨越。这表现在摆

脱了种源进口依赖、自主研发设备设施和

中国特色的疫病防控、饲料营养技术取得

重大进展等。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发生了

重要变化，驱动产业发展的供求力量不同

以往。

新阶段家禽产业发展要把握新趋势，

挖掘新质要素，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途径之一是了解消费者需求，建立以

消 费 者 为 主 导 的 生 产 体 系 ， 包 括 品 牌 建

设、产品深加工等。二是引导养殖从业者

拉长产业链，接近终端消费，分享更多产

业利润，实现从养好鸡到卖好价。三是数

据赋能，助力要素重组，构建家禽产业发

展新生态。

促 进 羊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肖 海 峰 表

示，要加大对羊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建

议恢复并扩大种公羊补贴政策覆盖面，确

保 每 位 购 置 种 公 羊 的 养 殖 户 都 能 获 得 补

贴，并提高补贴标准。将能繁母羊补贴政

策制度化、常态化，在补贴品种方面实行

“优品优补”。

还要加大技术推广力度，努力提高农牧

户养殖技术水平。实行“订单式培训”，改进

培训方式和内容，扶持培育养殖技术示范

户，建立网上科技小院。

此外，大力推行种养结合、家庭适度规

模养殖模式，加快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

不少地区已形成了“舍饲养羊、适度规模、农

牧结合、综合收益”的种养一体化生产经营

模式，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

会效益。另外，还要大力发展养羊专业合作

社，提高农牧户组织化程度。

推动肉牛产业更好发展，曹建民建议，

一是以市场指导生产。未来无论生产哪种

产品，以牛肉及其制品的市场需求指导其前

端养殖；肉牛产业链条长、占用资金大，注意

发挥小农户的资源禀赋作用。二是努力降

本增效。一方面，发力科技创新，实现牛种

和饲料等领域突破；另一方面，发力组织模

式创新，减少中间环节，减少大范围多频次

运转。三是差异化发展。推出创新型产品，

通过产品、服务、品牌等差异化来满足不同

消费群体的需求，从而实现市场细分和产品

多样化。

专 家 表 示 ， 按 照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 促 进 畜 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意 见》 要

求 ， 畜 牧 业 要 聚 焦 提 升 质 量 效 益 和 竞 争

力 ， 努 力 形 成 产 出 高 效 、 产 品 安 全 、 资

源 节 约 、 环 境 友 好 、 调 控 有 效 的 高 质 量

发展新格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伊利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左旗伊利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

的奶牛的奶牛。。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连连 振振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