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4 月 11日 星期五2025年 4 月 11日 星期五1010 调 查调 查

设备更新塑造制造业新动能
——来自重庆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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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实现新旧动能有序衔接

制 造 业 是 实 体 经 济 的 根

基。为重构产业基因和发展

新优势，西部工业重镇重庆深

入推进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高水平技术改造，加快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

增长新动能持续释放。这场

从车间设备开始的技术变革

究竟带来了哪些改变？

四月的重庆，春潮涌动，万物竞发。在长江

之畔的涪陵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剑涛铝业有限

公司的 7 条再生铝生产线全速运转，再生铝产品

有序下线。“去年以来，我们对 4 条再生铝生产线

开展技术改造，再生铝产能提升 30%。”该公司总

经理胡英剑说，新设备、新技术带来新发展，今年

一季度公司产值同比翻番，达 11 亿元。

202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

出，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

设备更新工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年来，重庆市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抢抓

国家“两新”政策机遇，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建设，深入推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高水平技术改造，工业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

释放。2024 年，重庆市工业设备投资增长 6.1%，

占工业投资比重为 25.5%；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24%，占工业投资比重为 31.5%；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7.3%，高于全国 1.5 个百分点。

这场从车间设备开始的技术变革，为制造业

企业带来了哪些改变和收益？将如何重构这座

西部工业重镇的产业基因和发展新优势？

老车间开启“逆生长”

走进坐落于重庆璧山高新区的蓝黛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忙碌的新能源电机轴

生产线上，数十台车铣复合机床有序运转，整个

车间见不到几个工人。“原来的生产线每天生产

1000 台电机轴需要 8 个人，更新设备后 2 个人便

能完成生产。”谈起设备更新，该公司运营中心总

监李凌云按捺不住喜悦。

蓝黛科技始创于 1996 年，是璧山区土生土

长的汽车传动零部件制造企业。近几年，该公司

顺应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加大新产品研发和生

产布局，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等产品进入中高端

整车产品配套体系。为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这

家企业去年投入 1.36 亿元，启动实施新能源汽车

高精密传动齿轴生产线智能化转型升级项目。

“新能源汽车对电驱动系统的转速要求是传

统燃油车的 2倍至 3倍，传动齿轮是决定转速大小

的重要零件。如果齿轮加工精度不高，会直接降低

机械传动系统效率。”李凌云说，整个项目将购置约

170台（套）先进设备，目前已经投用80多台（套）。

依靠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蓝黛科技的生产

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均有新

跃升。该公司副总经理王鑫说，项目实施后，公司产

线数控化率达 80%以上，生产效率提升 18%，设备

综合利用率提升20%，高精度齿轮产能提升1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今在重庆，像

蓝黛科技这样向新设备、新技术要“新质生产力”

的制造业企业比比皆是。数据显示，2024 年，重

庆制造业更新设备 1.2 万台（套）。记者调查了解

到，不仅大企业在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上有较大

需求，许多中小企业也表现积极，把设备更新的

主要方向瞄准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贾旭东认为，设备更新不单是用新设备替换老

设备的“物理迭代”，更是数字化、智能化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的“化学反应”过程。该公司去年对

玻璃纤维生产线开展设备更新，淘汰老旧落后设

备 253 套，升级高端先进设备 379 套，同时引入智

能制造技术，设备数控化率提升 20%以上，生产

线产能提升 45%以上。

从记者的调研情况看，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为重庆制造业企业带来三大预期。

一是促进企业降本增效。重庆美心翼申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佘仁波说，他们正在

实施老旧设备更新改造项目，计划淘汰落后低效

设备 183 台（套），新购高端先进设备 120 余台

（套）。项目建成后，制冷压缩机和通用内燃机曲

轴生产线生产效率将由 66.39%提升至 90.41%，

综合能耗将降低 25.64%。

二是通过设备更新布局新技术、新产品，提

升市场竞争力。在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长

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有序忙碌，

每 3 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2 月底，该公司推

出一款商用车新产品，销量持续增长。“受益于设

备更新和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公司形成了多平台

车型混线柔性生产能力，新产品研发生产提速。”

长安跨越综合部总监邱毅说，公司今年还将有多

款全新车型上市。

三是推进节能降碳，提升绿色发展水平。重

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1991 年

的大型氮肥生产企业，深受设备老化能耗高问题

困扰。去年，该公司投资 2.01 亿元成功更新 28

套重点能耗设备，全年累计节约标准煤 3.18 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0 万吨。“今年，公司将

再投资 1.6 亿元，完成一批能耗设备的更新工作，

为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大动力。”该公司

副总经理左科说。

协同进化带来链式创新

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涟漪，正在加快重庆制造

业版图重塑。随着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成为工

业企业的集体行动。关键设备的技术红利沿着

产业链纵向传导、从产业集群横向溢出，形成“一

点突破、全线激活”的乘数效应。

从单台设备智能化到整条生产线数字化，从

企业个体改造到制造业集群整体跃升，重庆逐步

走出了一条“设备进化—工艺革新—产业迭代”

的先进制造业进阶之路。

鑫源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家整车制造企业。

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只见机械臂精准挥舞，

AGV 小车灵活准确运送物流，一辆辆新能源汽

车有序下线。“公司去年对 4 个车间实施设备更

新和数字化改造，整车生产效率提升了 20%。”鑫

源汽车工艺技术部副部长文江峰告诉记者，他们

今年还将投入 4 亿元迭代升级生产线，更好满足

新能源汽车新产品的生产需求。

让文江峰更高兴的是，随着公司设备更新和

制造升级，越来越多上游零部件供应商积极加大

研发投入、升级生产设备、改进工艺流程，有效满

足了新产品、新产线对零部件的高要求。“我们工

厂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率超过 90%。”文江峰表

示，上下游协同推进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提升

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由点到链地带动了重

庆汽车产业集群的迭代升级。

重庆山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汽车零部

件制造商，该公司董事长罗伟近来天天泡在车间

里，与技术人员一起安装新设备。“市场非优即汰，

设备更新时不我待。”罗伟说，“产业链整体都在迈

向高端，再不加紧上马新设备，公司可能会被市场

淘汰。为跟上时代，我们去年抢抓大规模设备更新

机遇，投入1600多万元购置了28台（套）新设备。”

近年来，重庆聚力打造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聚集了 19 家整车企业和 1200

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为提升行

业整体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庆积极鼓

励企业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更新一批高

技术、高效率、高可靠性的先进设备，提

高优质产品供给能力。

全链条的设备更新行动不断加速重

庆汽车制造能力跃升，推动汽车产业跑

出加速度。在两江新区，重庆渝江压铸股

份有限公司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赛

道，引进多台超大型智能化压铸岛，智能

制造全面升级；在渝北区，恒伟

林汽车零部件公司实施了新能

源汽车防震橡塑零部件生产线

设备智能化更新改造项目，生

产效率提升 17%以上⋯⋯2024

年，“重庆造”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95.3万

辆，同比增长 90.5%。

先进材料产业也是重庆着力打造的万亿级

主导产业之一。在重庆长寿区，200 多家新材料企

业集聚发展，当地抢抓“两新”政策机遇，积极引

导企业实施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推动新材料

产业朝着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大步迈进。

重庆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长寿化工新

材料产业链上的一家配套企业，他们通过对当地

化工项目产生的废弃氯化氢、贵金属等有害物质

进行回收、处置和再利用，为下游用户提供氯气、

盐酸等产品。“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公司不

仅盘活了闲置产能，帮助 20 多家新材料企业节

能减排和降本增效，还实现换热气设备的国产化

替代，降低了投资成本。”飞华环保公司董事长李

定山说，2024 年公司营收增长 15.8%。

长寿区经济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戚亮告诉记

者，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为新材料产业集群赋能，

扩大了产业规模，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024年，长寿区新材料产业企业实现营收近899亿

元，占全区规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72.8%。

“四侧推动四链”破解难题

记者调研发现，工业企业对设备更新改造需

求强烈，积极性高，但仍存在一些压力和挑战。

首当其冲的是资金压力。由于高端制造设

备价格昂贵，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因资金不

足，难以承担转型成本。此外，技术和人才的支

撑不足也让部分企业踌躇不定。有企业告诉记

者，高端制造需要匹配高端技术人才，但设备人

才的引进和培训成本高、难度大，期盼政府能有

更多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帮助企业引才育才。

针对企业所需所盼，重庆不断加强政策供

给。去年以来，重庆出台《重庆市推动工业领域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实施方案》《重庆市金融

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五条政策措施》《重庆市

迭代优化“技改专项贷”二十

条政策措施（2024—2027

年）》《重庆市支持制

造业稳增长促转

型 提 能 级 政

策措施》等系列文件，并实施“渝跃行动”和新重庆

引才计划，从财政支持、金融支持、人才保障等多方

面入手，真金白银助力企业设备“上新”。

重庆还积极推动惠企利企政策兑现落实，助

推企业减负前行。

江津区发展改革委主动走访重点企业，宣传

解读设备更新政策，并联动规划、住建、生态环境等

部门为企业办理申报要件提供便利服务。江津区发

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袁伟告诉记者，去年，他们

为6家企业争取到设备改造资金1.22亿元。

长寿区 29 个政府部门联合成立了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专班，设立了

10 个专项工作组，联动企业服务专员、园区工作

人员、银行工作人员，通过专题培训、入企宣传等

方式，以最快速度将助企政策传递到企业。“在区

政府帮助下，我们获批大规模设备更新超长期特

别国债资金 2300 万元，占整个更新改造项目投

资的 20%，企业资金压力得到缓解。”重庆飞华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吕忠兵说。

在万州区，当地经信委牵头开展技术改造与

设备更新需求“扫街”摸排，并建立动态化更新的

技改项目储备库，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各级相关政

策。“去年，我们充分利用区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安排 1600 多万元对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进

行补贴支持。”万州区经信委副主任陈颖新说。

聚焦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重庆税务部

门依托税收大数据梳理相关经营主体，通过线上

税企互动平台精准推送税收优惠政策。重庆渝江

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去年购置了一批总价约 4.5 亿

元的新设备，公司财务部长刘丹说：“在税务部门

指导帮助下，我们享受到固定资产一次性税前扣

除 3.1亿元，为设备更新和技术研发增添了底气。”

数据显示，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2 月，重庆市

企业采购机械设备类金额同比增长 10.9%，高于

全国 5 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出大规模设备更新

政策落地见效，企业设备更新步伐不断加快。”重

庆市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处处长孔小峰说。

重庆山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近日向招商银行

重庆璧山支行申请了 1000 万元的设备更新贷款。

“以前申请设备贷款要抵押厂房，现在用新设备就

能融资，且利率较低。”该公司董事长罗伟说。为化

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重庆不少金融机构推出“设

备更新贷”“专精特新信用贷”等信贷产品支持企

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以招商银行重庆璧山支

行为例，该行目前累计为 7 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提

供设备更新和技改贷款融资支持，金额超 4亿元。

政府侧、社会侧、产业侧、企业侧“四侧”协同，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重庆正

用“四侧推动四链”的新招数，破解着产业转型升级

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奋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不久前，重庆启动 2025 年工业领域技术改造

与设备更新“扫街”摸排专项行动。重庆市经信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完善技术改造和大规模

设备更新机制，推动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实施

规模化技术改造，特别是加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技术改造力度。按照计划，到 2027 年，重庆将累计

实施技术改造投资项目 8000 个，带动设备更新改

造 5 万台（套）以上，退出老旧设备 2 万台（套）以

上，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推动制造业领域设备更新有利于促进

技术进步、扩大有效投资、提升先进产能比

重，对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与

重庆一样，许多地方积极推进工业领域设备

更新，加快重塑制造业竞争力。

制造业企业量大面广，设备种类繁多、

专业性强，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升级是一项

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因地制宜，科学把

握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内在逻辑，充分运用辩

证思维，处理好破与立、点与面、稳与进等辩

证关系，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制造业设备

更新。

平衡“破”与“立”。设备更新表面上看

是用新生产设备实现“腾笼换鸟”，实质上是

以科技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在

这一过程中，“立”的是新设备、新技术、新模

式，“破”的是落后设备和旧的生产模式，目

的是降本增效。企业要摸清家底，算好破立

转换的经济账，构建“渐进渗透、滚动替代”

的更新机制，先立后破、有立有破，在破与立

的动态平衡中实现新旧动能有序衔接，避免

因过快淘汰旧设备导致产业链断裂。

贯通“点”与“面”。站在产业变革的历

史性窗口，设备更新不单是企业个体需求，

更是产业集群跃升的关键支撑，需要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协同推进。只有打通企业单点

变革与产业整体转型的传导路径，以点的突

破撬动面的升级，以面的规划引导点的布

局，以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促进点与面共

振，才能促成产业转型升级的燎原之势。

兼顾“稳”与“进”。在国家大规模设备

更新政策带动下，各地推动设备更新的热情

高涨。在制定政策和配置资源过程中，地方

政府应充分考量自身产业实际和企业市场

需求，找准重点领域，稳中求进、循序渐进。

要精准把握技术迭代周期与市场消化能力

的匹配度，不能因求稳而错失技术革命窗

口，也不可为求进而忽视系统风险，更要防

止过度更新透支企业转型能力。 重庆恩瑞实业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重庆恩瑞实业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在无尘车间赶制芯片在无尘车间赶制芯片。。李李 辉辉摄摄

重庆博俊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数字车间内重庆博俊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数字车间内，，忙碌的智能化生产线上汽车零部件产品忙碌的智能化生产线上汽车零部件产品

有序下线有序下线。。 李李 辉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