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4年6月25日
编辑：徐恒 电话：010-88558813 E-mail：xuh@cena.com.cn 综合新闻

工业设备更新政策带动效应进一步显
现，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政策带动通信设
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7%，数控锻
压设备产量和电子工业专用设备产量同比分
别增长17.2%和11%。

不过，作为工业设备更新的主体，企业在
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等已成为制约
企业开展设备更新工作的主要原因。推动大
规模设备更新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
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专家认为，推动设备更新要坚持市场为
主、政府引导，充分尊重企业意愿，支持各类
经营主体积极参与。随着相关政策持续落
地，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参与到这项工作
中，让更多先进设备进入生产车间。

破解资金难题

消除企业后顾之忧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的生产车间内，干净明
亮、井然有序，新引进的设备正在高效运作。
近四年来，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旗下兴澄特钢
在设备更新方面累计项目投资超36亿元。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发展部副部长缪亮介
绍设备更新面临的挑战时表示，设备更新需
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大型特钢企业来说，
更新一条生产线或某些关键设备的成本非常
高昂，筹集足够的资金就是一大挑战；钢铁市
场的波动性较大，需求难以预测，在不稳定的
市场环境中做出设备更新的决策，增加了投
资的风险；设备更新往往需要停产或减产，将
影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会造成经济损失。

事实上，很多企业都认识到大规模设备
更新将带来各种好处，但设备更新投入大、周
期长，导致一些企业更新改造积极性不高，只
有解决好企业资金从何而来的问题，才能让
好政策起到好效果。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痛点为‘保生
存、保生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等‘可选’
投资多数被取消或延后了。”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规划所工业投资研究室主任樊
蒙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建议加大现有
各类资金支持力度，对工业领域高端先进设
备、智能制造设备、绿色节能设备、安全生产

设备的更新替换予以支持。”
神州控股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崔学文

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尤其要加大对
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及具有行业代表性的
典型企业试点，通过展示其转型成果与明
确路径，为其他企业树立可效仿的模板，从
而激励更多企业主动参与设备更新与数字
化改造的实践，共同推进工业领域的现代
化进程。”

对于设备更新的资金问题，企业并非孤
军奋战。记者了解到，日前，中国人民银行
宣布，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激
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
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融支
持力度。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
达5000亿元，利率1.75%，期限1年，可展期
2次，每次展期期限1年。

专家认为，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的设立将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
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处于初创期、成长期
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重点领域的数字

化、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技术改造和设备
更新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相应
政策。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
近日在解读《四川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时表示，四川将
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多种政策工具，
提升更新改造的支持“温度”。在充分用好
国家各项政策红利的基础上，省级层面进一
步“加力”，统筹工业发展资金、新增预算，安
排30亿元资金支持企业设备更新。进一步
加强金融供给，推广“技改贷”“更新贷”“专
精特新贷”“制惠贷”等金融产品，常态化开
展政银企融资对接活动。

北京市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重
点领域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贷款贴息的实
施方案》提出，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2.5个
百分点的贴息、期限2年，贷款实际利率低于
2.5%的按实际利率贴息。该政策适用于每
年度实际发生采购、可形成固定资产投资的
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项目。

前五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在大
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作用下，设备工器具购置
投资增长加快，拉动效应大，1—5月对全部
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8%。

设备更新不是简单更替

“授之以渔”至关重要

德意智家智慧工厂位于浙江杭州萧山
区，上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内紧张有序。在
一楼钣金车间，墙上处处悬挂着电脑屏幕，
屏幕上数据闪烁，不时有工人上前操作。工
厂智能改造后，一期工厂产能为之前的 4
倍，人力却减少了约 2/3。“以前车间有近
500名员工，现在只有148人，但留下来的员
工生产水平更高了。”在分管研发生产技术
的德意智家相关负责人看来，不仅工人的流
动性明显减少，“更难得的是，不少人都愿意
去学技术、长本事了”。

设备更新不是简单地更替先进设备，不

但需要具备相应技能的一线工人来操作和维
护，还需要既懂制造又懂新兴技术的复合型
人才对生产线改造进行精准判断，推动生产
能力整体升级。

樊蒙表示，调研汽车行业发现，该行业十
分积极“拥抱”变革，加快软件和硬件结合的
智能化等方面改造，但既懂汽车制造，又懂智
能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成为技术改造的
关键“堵点”。“建议搭建先进技术设备共享、
培训平台，支持企业开展专业技术培训。鼓
励各地组织专家技术团赴企业开展诊断服务
和培训。”他说道。

设备更新关键在人，企业内部进行人才
培养、企业外部进行人才引进，应对人才短缺
的挑战需要双管齐下。

长虹智能制造推进部部长顾尚林向记者
介绍，目前长虹整体的解决思路是加强自身
技术研发能力的建设，同时与高校、科研院所
形成紧密的战略合作，结合技术发展趋势和
产业发展需求，打造贴合业务目标和产业特
征的融合应用。

崔学文认为，政府、行业协会等相关机构
宜采取“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相结合的双
轨策略。“所谓‘授之以渔’，即通过多元化渠
道组织工业企业领导者及高层管理者参与数
字化转型的专题培训，建立访问考察成功转
型案例的渠道，以直观体验激发转型意愿；而

‘授之以鱼’则涉及构建技术支持生态系统，
为企业引入外部专家智囊团，为转型之路提
供专业技术支撑。”崔学文表示。

随着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逐渐开展和深
入，各地越来越多的具体政策细则也在出台，
助力企业解决设备更新的人才难题。记者了
解到，广东省印发的《广东省推进工业设备更
新和技术改造提质增效工作方案》中，一个主
要任务就是“强化企业技术改造服务与人才
培养”。该方案提出，要推进中小企业技改人
才培训，面向工业企业从事技术改造相关工
作的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等，开展投资理论
与方向、技术改造相关政策解读、企业经验分
享等培训。

江苏省日前印发了《江苏省推动工业领
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对于工业领域设备更
新的实施有了更多细节，其中特别提到，“围
绕设备更新改造衍生的复合型技能岗位需
求，强化专业技能人才培养和企业职工岗位
技能提升培训，为推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
更新改造提供有力支撑”。

企业设备更新两大难题加速破解
本报记者 路轶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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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备更新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