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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新”政策拉动装备制造业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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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矿种找矿收获丰

本报记者

黄晓芳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

年 ，全 国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6.4%。其中，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0.2%，远超工业增速，凸显了装备制造

业支撑工业经济发展的硬担当。这背后，新一

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

新”）政策功不可没，为装备制造业增长注入强

劲动力。

装 备 制 造 业 是 拉 动 工 业 增 长 的 重 要 力

量。被称为“工业之母”的装备制造业处于产

业链核心环节，为各行业提供生产装备，直接

支撑制造业升级和产业链完善，并带动产业链

上下游协同增长，是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半年，装备制造业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

业增长 3.4 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

比重为 35.5%，“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夯实。装

备制造业中的 8 个行业均保持增长，其中汽

车、电子等行业增速较快。

设备更新政策激活了各行业对装备的更

新需求。通过资金支持、政策优惠等手段，工

业领域设备更新鼓励企业淘汰老旧设备，购置

先进的生产装备。许多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

率、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纷纷投身

设备更新浪潮。在此带动下，船舶及相关装置

制造、电机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等重点细分

行业均展现出强劲增长态势，包装专用设备、

电站用汽轮机、数控金属成形机床等关键产品

产量实现大幅提升。

以旧换新政策有效释放装备制造业消费

潜力。汽车报废置换更新补贴政策带动汽车

产量提升，进而拉动汽车生产线、检测设备等

装备需求增长，与之配套的充电桩产量也同步

提升，又拓展了充电设施制造装备的市场空

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购新补贴政策为消费

电子和家电市场注入活力，平板电脑、5G 智能

手机、家用洗衣机等产品销量增长，又倒逼上

游电子元器件、智能控制设备等装备升级迭

代。这种消费端与生产端的良性互动，形成产

业链协同增长效应，推动装备制造业扩大生产

规模、提升增加值。

装备制造业快速增长，是产业升级的重要

表现。一直以来，中国制造面临着高端产能供

给短缺的问题，高端装备制造业竞争力不足成

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因素。如今，以高技

术、高附加值为特征的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

表明我国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

进展，中国制造迈入以结构调整升级为引领的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在“两新”政策推动下，装备制造业朝着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速迈进。企业获

得更多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集中力量攻关

“卡脖子”技术瓶颈；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生产全过程深度融合，提

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实施绿色化改造，采

用绿色生产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都

为装备制造业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

装备制造业增长还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

协同发展。“两新”政策刺激装备需求增长，装

备制造企业加大生产，对上游原材料供应商，

如钢铁、有色金属、电子元器件等行业的订单

量随之大幅增加，促进了这些行业发展。下游

应用行业，如制造业、交通运输业、能源电力业

等，因更新设备提升了生产运营效率，进一步

增强了对装备的采购能力与应用需求，形成了

产业链良性循环。

装备制造业领跑为工业稳增长奠定了坚

实基础，也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政策支

持、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的多重推动下，装备

制造业将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支撑中国制

造稳步前行、由大向强。

自然资源部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办公室近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

重 要 矿 种 找 矿 取 得 重 大 突

破，绝大多数矿种已提前完

成“十四五”找矿目标任务。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

在黑龙江省发现该省首个特

大型铀矿；在河北省兴隆县，

新增铷资源量 337 万吨，达

到特大型规模，进一步巩固

我国铷矿优势地位；在河北

省隆化县，新增钴资源量 2.7

万吨，达到大型规模；在贵州

省 松 桃 县 ，新 增 锰 资 源 量

2285 万吨，达到大型规模；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

县，新增金资源量 81 吨，累

计查明近百吨，达到超大型

规模。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提升国内能源资源

保障能力、确保安全成为当

务之急。为此，我国实施了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近日

发布消息显示，郴州市临武

县鸡脚山矿区通天庙矿段探

获超大型蚀变花岗岩型锂矿

床 ，共 提 交 锂 矿 石 量 4.9 亿

吨 、氧 化 锂 资 源 量 131 万

吨。同时，伴生铷、钨、锡、

铌、钽等战略性矿产，均达中

型以上规模。目前，该项目

提交了超大型锂矿床及中型

和大型以上钨、锡、铌、钽矿

矿床的勘探成果，配套采矿、

选矿、冶炼建设已经全面启

动，带动了当地锂电产业投

资数百亿元。

取得这些成果的背后，

是 一 系 列 矿 产 资 源 政 策 措

施 的 大 力 支 持 。 7 月 1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 开 始 施 行 。 这 是 矿 产

资源法自 1986 年颁布实施

以来的首次大修，将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作为重

中之重。这部新矿产资源法建立了战略性矿产资源

特殊保护制度，将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重要矿产资源纳入战略

性矿产资源目录，并对其中部分特殊矿产资源实行

保护性开采。同时，我国也将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

性出让，严格控制协议出让，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

平参与市场竞争。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十四

五”矿产资源规划实施情况总结评估，提出“十五五”矿

产资源规划编制的对策建议。通知要求完善战略性矿

产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推动矿产资源快速增

储上产。

据称，上半年我国非油气矿产勘查投入资金 69.93

亿元，同比增长 23.9%，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同比增

幅持续扩大。其中，社会资金 33.59 亿元，同比增长

28.2%，占矿产勘查总投入的 48%，表明企业投入矿产

勘查的积极性不断增强。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 36.34

亿元，同比增长 20.1%。

从矿种来看，锡矿、铝土矿、钨矿、铜矿、磷矿等矿

种勘查投入同比增长 50%以上，煤炭、铅锌矿、钼矿、金

矿、石墨等矿种勘查投入也有不同程度增长。此外，自

然资源部门加大了探矿权供给，2024 年战略性矿产探

矿权投放 581 个，创 10 年来新高。今年上半年，战略性

矿产探矿权投放 318 个。

2024 年，我国重要矿产资源找矿突破也收获颇

丰。我国新发现了西昆仑—松潘—甘孜世界级锂辉石

型锂成矿带，预测资源潜力达 3000 万吨。我国自产

锂资源增幅超 30%，我国锂矿储量全球占比由 6%提

升至 16.5%，排名从第六位提升至第二位。同时，我

国镓、锗、铟等资源再评价成果显示，我国镓、锗、

铟等 12 种矿产全国资源量显著增加，与保有资源量

相比，钴、铼新增资源量实现超 100%增幅，镍、铟

新增资源量超 30%增幅，镓、锗、钒、钾盐 4 种新增

资源量超 10%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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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携手并肩，稳固奶业上游，筑牢发展根基，共同开

创中国奶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日前举办的第十六届奶业

大会上，30 家乳品企业代表宣读倡议书，从稳定生乳收购、深化

产业协同、加大金融支持、强化技术帮扶、保障质量安全、扩大

精深加工等方面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彰显行业决心。

产能供给质效双升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国务院参事、农业农村部

原副部长于康震表示，“十四五”期间奶业发展取得突破性成

就。产能供给实现质效双升，安全底线全面筑牢，科技驱动产

业升级，消费信心全面重塑，品牌矩阵构建竞争优势，国际影响

力持续攀升，融合发展格局成型。

“2024 年，全国存栏百头以上规模养殖比例达 78%，同比提

高 2 个百分点；奶牛平均单产 9.9 吨，较上年提高 0.5 吨；规模牧

场 99%以上配备全混合日粮搅拌车，原料奶生产 100%实现机械

化挤奶。”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亚清说，奶业处于转

型升级关键期，产能随市场需求小幅缩减，规模化养殖比例进

一步提升，产业综合素质持续增强，乳品质量保持较高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奶业协会代理会长沈建忠介绍，转

型升级驱动节本增效成果显著。2024 年，进口苜蓿干草 109.53

万吨，比 2018 年减少 20.1%；全年审批种用奶牛进口 1.11 万头，

比 2018 年减少 66.4%。随着智慧养殖、装备升级推进，绿色转

型加快，融合发展产业新格局逐步形成，南北产区协同，特色奶

彰显区域优势，生鲜乳价格协商机制覆盖 80%的产区，“奶农办

加工”等模式推广。企业竞逐共促行业竞争力提升，大型集团

领航，中小企业和家庭农场实现差异化发展。

专家认为，当前奶业发展面临着结构性挑战与机遇。挑战

主要是消费潜力释放不足，城乡差距制约市场扩容；供需结构

性矛盾突出，成本压力持续加大；利益联结机制待完善，产业链

协同效率偏低。挑战中蕴含机遇。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

施，乳制品作为优质蛋白重要来源，消费升级趋势不可逆转；乡

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市场开拓提供政策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为

科技突破创造条件；新发展格局为品牌国际化带来新空间。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

胜利说，需要密切关注消费、奶价和生鲜乳供求等。建议奶牛

养殖企业积极去产能，提高后备牛的留养标准。未来 5 年至 10

年奶牛养殖转型升级，除了继续提高技术水平、控制产能建设

增速外，还要加强行业战略研判。

推动产加销一体化

中国奶业协会战略发展工作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毕美家认

为，当前奶业已迈入新阶段，养殖端向标准化、集约化转型，加

工端向数智化、集群化发展，产加销一体化程度达 65%。但产

业链仍面临利益联结松散、养殖抗风险能力弱、产品结构单一、

消费场景固化等问题。中国奶业协会发布的《奶业产加销一体

化战略发展方案》明确，到 2030 年，奶业产加销一体化覆盖率

突破 75%，形成以加工企业垂直一体化为主、家庭牧场直销一

体化为辅的多元协同发展格局。

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说，要激活创新驱动力，开

拓增长新局面。长期以来，奶业发展受到周期波动影响，而

奶业深加工就是穿越周期、破解难题的一把金钥匙。一方

面，当原奶出现阶段性过剩时，通过深加工把过剩原奶转化

为高附加值产品，这不仅拉长了产业链，更提升了价值链；

另一方面，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升级，依托深加工技术，能开

发出更多量身定制的产品，满足不同人群需求。伊利多年来

在奶业深加工领域持续布局，取得多项技术创新成果，正陆

续转化成产品。

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表示，14 亿多人的全生命周期营养

需求，特别是“一老一小”群体的健康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这要求行业不仅要提供基础营养产品，更要开发满足不同人群

个性化需求的精准营养解决方案。行业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

积极探索，针对孕产妇、婴幼儿、儿童青少年、中老年等人群，推

出多元化产品。这既顺应了消费升级趋势，也为行业高质量发

展开辟了新路径。未来，要持续深化推动乳制品从基础营养向

精准营养升级，让奶业在服务国民健康中发挥更大价值。

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说，当前，B 端（企

业端）乳制品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以茶饮、咖啡、烘焙

等为代表的新消费市场乳制品需求量巨大，B 端市场规模近千

亿元，但 70%至 80%的份额被进口乳企占据。通过加强与 B 端

客户合作，扩大国产乳制品在 B 端的使用，加速推动市场扩容，

是乳制品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君乐宝目前已与茶饮、咖

啡品牌开展战略合作，扩大乳制品销量。未来，将加速向高附

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深加工要效益。

专家认为，要全面推动我国奶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能

有效调节、利益科学分配和风险合理共担的可持续发展。

挖掘乳品消费潜力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表示，当前我国乳

品消费市场面临消费者乳品营养需求认知不足、养殖生产加工

水平与社会需求适配度不高等挑战。中国奶业协会发布的《奶

制品结构优化与消费拓展新路径方案》提出，到 2030 年我国人

均乳制品消费超过 47 公斤，干乳制品比例提升，奶制品结构更

加合理，消费业态更具活力。

在结构优化和消费拓展上，奶酪被业内寄予厚望。中国农

产品市场协会会长张玉香认为，奶酪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

品，是奶业高质量发展的抓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学

首席专家丁钢强认为，中国人均奶制品摄入量较低，与普遍存

在的乳糖不耐受现象有直接关系，而奶酪很好解决了这一

问题。

据介绍，奶酪是一国奶业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当前，我

国奶酪产业初具规模，推动奶酪发展进入更高层次恰逢其时。

奶酪是使用原料奶最多的品类之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原

料奶季节性、区域性供需不平衡问题。奶酪是奶制品中技术含

量高、精细化深加工难度极大的品类，发展奶酪产业有利于提

升奶业供应链及生产技术水平。

“作为新兴的奶制品，丰富奶酪产品体系，可以激发新的消

费需求。”奶酪企业妙可蓝多创始人、CEO 柴琇表示，奶酪品类

创新扩容具有广阔空间，妙可蓝多将加大纵横两大维度的发

展，纵向深耕技术，横向扩容品类。

从行业整体来看，如何扩大乳品消费？陈萌山建议，整合

科普资源、创新科普形式，提升国民对乳品营养的认知水平；加

强传统渠道建设、拓展新兴渠道、优化消费场景，优化乳品市场

流通与消费场景；加强奶源基地建设、提升乳品加工水平、强化

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奶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新疆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康利来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包装车间新疆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康利来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员工在生产员工在生产

线上作业线上作业。。 何何 龙龙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检察院

多措并举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聚焦“高质效办

好每一个案件”，以经济犯罪案件涉案财物处置诉讼化试点
工作为抓手，多措并举，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助力经济平稳
运行。

针对经济犯罪涉案财物取证困难、相关证据难固定等问
题，制定《经济犯罪案件涉案财物取证指引清单》，明确电子
数据固定等 20 余项取证要点，着力强化侦查取证，利用侦协
办公室平台，对涉案财物扣押、移送、鉴定等环节的实时数据
进行互通，及时掌握扣押、冻结等具体情况，以形成并固定完
整证据链，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针对改革试点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探索“先行”处置
模式，不断创新制度机制，充分利用经济犯罪涉案财物处置
诉讼化改革和罚没物品公物仓集中管理改革双试点优势，将
经济犯罪涉案财物链接至相关部门“公物仓”进行集中保管，
实现全过程闭环管理。坚持“一案一策”处置赃物，注重提醒
财物流转。仅用 6 个月就提出涉案财物处置意见案件 28 件，
涉案金额 940 余万元。

针对涉案财物处置不规范的情形，大力推行“实物返还”
与“价值退赔”相结合，实现经济犯罪涉案财物全流程监督制
约，提醒立整立改的同时，注重追赃挽损，加强与相关部门的
协作，探索建立涉案财物信息快速查询、查控反馈通道，形成
追赃挽损合力。截至 2025 年 7 月上旬，共召开涉案财物处置
联席会议 4次、发出整改建议 6份，为相关企业追赃挽损 410余
万元。 （朱梓瑄 朱孔明）

·广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公开处置不良资产包公告

附件：标的资产清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公开
处置以下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

对深圳市境内 1 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该等债权及其
附属担保权益的所有人为东方。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该等债权项下未偿本
息合计人民币 655,235,493.57 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293,295,851.91 元，未偿
利息人民币 361,939,641.66 元。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
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及时效，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
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
并存续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为：（1）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该项资产处
置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及上述人员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
实体、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2）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和其直
系亲属，及上述自然人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3）债务企业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
企业的其他关联企 业 ，及 上 述 主 体 出 资 成 立 的 法 人 机 构 或 特 殊 目 的 实
体；（4）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债务人管理人员，及上述主体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5）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6）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
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
情，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www.coamc.com.cn。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议。欢迎社
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标的资产处置交易的联系人如下：
东方联系人：钱先生
电话：13121555592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 栋 B 座 49 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226（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

0755-82215576（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纪检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31898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285111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25 年 7 月 18 日

债务人类型

借款人

抵押人

保证人 1

保证人 2

保证人 3

保证人 4

债权金额（债权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本金（元）

利息、罚息、复利等（元）

合计

主体名称

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

北京国泰恒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清波

合同名称及编号

《借款合同》（81101201000000278）

《抵押合同》（81902201000003736）

《保证合同》（81905201000000096）

293,295,851.91

361,939,641.66

655,235,493.57

备注

公司注册地深圳市

抵押物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西五马路 10 号永春商城地下
一层至地上三层的 72,865.55 平方米商业服务用房

公司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

公司注册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

公司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

身份证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