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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产线、赶项目、抓研发……龙年春节后
众多上市公司生产线一派繁忙景象。在位于
广州经济开发区的一家上市公司生产车间里，
上百条生产线上的精密设备快速运转。“这是2
月份公司刚采购回来的一批新设备。高速柔
性封边机、超高速全自动数控裁板锯等投入使
用后，将大幅提升出材率，还能更好地满足消
费者的家具制造需求。”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对

《证券日报》记者介绍。
这只是设备更新大潮之下的一个缩影。2

月2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问题。会议
强调，实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将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既利当前、更利长远。
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部

署将涉及哪些行业领域？还有哪些配套措施
值得期待？就上述问题，《证券日报》记者对消
费电子、汽车模具、智能制造等领域上市公司
进行广泛调研，同时邀请了多位全国两会代表
委员、专业人士进行解读。

既是消费升级更是生产变革

2023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这一重点工作部署中，就
提到“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
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这是拉动投资和扩大内需的
现实需要，也是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居民
生活水平的现实需要。”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
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这一举措将扩大消费规模，加快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
设备更新是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的主要

动力。根据粤开证券研报，固定资产投资中，
按构成分，设备工器具购置占比在18%左右；
按建设性质分，改建投资占比在14%左右。汽
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占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
售总额比重在35%左右。

“传统的需求刺激政策通常直接作用于增
量，而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呈现出‘从存量中
挖掘增量’的政策思路调整。”粤开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认为，具体到政策效果方面，有助
于统筹扩大有效需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
实经济回升向好基础，加快经济绿色转型。

作为高端工业母机的领军企业，科德数控
除了研发、生产高端数控机床，其在机床关键
功能部件的生产加工过程中也需要用到工业
母机，设备的更新和扩充有效推动了公司高质
量发展。“预计2025年、2028年公司产能可达到

2023年产能的约1.4倍、3.1倍。”该公司董事、董
秘朱莉华告诉记者，国产高端数控机床目前供
不应求，公司急需快速扩产，除了部分生产设
备是自制外，还需要引进高端工业母机及生产
辅助设备。而其产业链下游的客户由于中低
端设备无法满足高端制造业加工需求和产品
迭代升级的考虑，目前也存在更新设备的
需求。

设备更新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过程中，具体将是哪些行业进行设备更新、消
费品换新，又将如何更新、换新？

从设备更新角度看，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指出，“要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田惠
敏对记者表示，需重点关注工业自动化、通用
设备领域，特别是机床、锅炉、油气装备、纺织
服装机械等生产类设备。其中，工业制造的基
础设备机床类设备将是受益环节之一。“在产
业链自主可控的趋势下，高档数控机床的国产
化进程将会加速。”他说。

“会议的部署意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而
产业升级离不开硬件设备的更新换代。”中国
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特别是部分重大装备领域、大规模设备更
新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包括工业自动化、通
用设备等设备更新需要重点关注。

泰禾智能是基于AI视觉识别技术的智能
化装备和服务的提供商，公司相关负责人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致力于为农副食
品、果蔬、煤炭及其他矿石类、再生资源等领域
的生产型企业提供智能检测分选装备与智能
包装装备等服务，在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背景
下，公司将继续坚持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打造
自身智能化绿色工厂，切实推动智能化装备相
关技术的进步与创新，为客户的设备升级换代
提供强有力支持。”

从消费品以旧换新角度看，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指出，“鼓励汽车、家电等传统消
费品以旧换新，推动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

在1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今年促消费的一个重
点是将推动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

目前，我国汽车和家电市场已从单纯的
“增量时代”进入到“增量和存量并重时代”。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汽车保有量约3.4亿
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主要品类家电保有量
超过30亿台，一些家电使用了十多年、二十年，
更新换代的需求和潜力很大。

谈及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的领域，华创证
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具体领域看，
家电支持领域或主要是绿色、智能家电。

吉利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旧换新”政
策将有效撬动增量和存量两个市场，拉动汽车
消费，有望开启汽车行业新一轮上升周期，公
司将紧紧抓住机遇，开启“春季购车节”对购车
的消费者进行补贴。

“家电和汽车是典型的大宗消费，对消费
带动作用突出。”梁斯表示，随着政策细则的发
布及落地，消费者购买汽车或家电等产品积极

性有望提升，行业发展也将迎来新机遇。通过
引导供给端加快绿色化、智能化产品创新，不
仅能够巩固我国相关领域的技术优势，也能够
加快推动经济低碳绿色发展。这些部署能够
撬动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巩固经济延续
回升向好势头。

相关政策支持值得期待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要坚
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坚持鼓励先进、淘汰落
后，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业界认为，政策
落地亦可期待配套措施的支持。

“当前企业和居民对于主动进行设备更
新和以旧换新的意愿不高，一是设备还能正
常使用，二是更新换代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罗志恒认为，因此需要财政、货币等政策协同
支持，通过激励措施充分调动企业和居民的
积极性。

从财政政策角度看，红塔证券研究所分析
师杨欣认为，一方面，可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鼓励居民和企业以旧换新；另一方面，可以出
台或延续针对性的税收减免政策，比如延续乘
用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等。同时，可以扩大政府
采购范围，尤其是对节能环保设备、智能化设
备等的采购。

会议还提到，“对消费品以旧换新，要坚持
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联动，统筹支持全链条各
环节，更多惠及消费者”。罗志恒表示，在落实
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
度外，中央和地方财政也可共同出资，采用补
贴、以旧换新、积分奖励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
和居民选购。

“在现有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税费优
惠政策之外，如能进一步对企业创新给予税收
支持，加强设备更新换代的财政补贴力度，必
将激励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改造
和设备更新，培育壮大新动能。”全国人大代
表、金后盾专用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彦平说。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杨欣预计，可扩大专
项再贷款规模，提高中长期贷款资金支持
力度。

2022年9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
出，对高校、职业院校和实训基地、医院、地下
综合管廊、新型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和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设备购置和更新改
造新增贷款，实施阶段性鼓励政策，中央财政
贴息2.5个百分点，期限2年。随后，中国人民银
行宣布，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专项
支持金融机构以不高于3.2%的利率向制造业、
社会服务领域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设
备更新改造提供贷款。

罗志恒认为，当前可重启专项再贷款工具。
“也可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提振金融机构

业务开展意愿。金融机构借助配合政策便利，
推出或升级相关信贷品种，可更好支持相关业
务开展。”梁斯补充说。

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外，田惠敏认
为，资本市场具有连接科技、产业、资本的枢纽
功能，能够有效促进创新要素形成，赋能科技
成果转化，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新一轮“以旧换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本报两会报道组 郭冀川

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
案》。此前，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
开，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问题。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将
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市场。多位受访者认
为，此次设备更新的重点在于“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数字化”。在国内持续推动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下，政策支持
唤醒新的市场需求，企业端将获得更多的增
长机遇，同时面临产业升级的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中手游联合创始人冼汉
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一重要部
署，将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提高国民经济循
环质量和水平。同时，这也可促进现代化产
业体系加快建设，并加快经济绿色转型。

引导消费结构绿色化升级

目前全球主流制造业企业正处于生产制
造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中，推动
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一方面有助于统筹扩大有效需求和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夯实经济回升向好基础；另一方
面，也将加快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引导消费
结构的绿色化升级。

在此背景下，多家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制造业公司表示，正在为转型升级蓄力。

上市公司思进智能的下游主要为各类金
属零部件生产企业，主要依赖设备来提高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下游行业企业的设备老旧较为普
遍，存在较大的设备更新需求。此次国家出
台大规模设备更新支持政策，对鼓励相关企
业更新生产设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进
一步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
产率提供了新动能。

海尔智家副总裁、再循环产业总经理任
贤全对记者介绍，目前，公司正在搭建行业首
个家电再循环大数据平台。将充分利用、持
续迭代这一平台，赋能家电回收、拆解、再生、
再利用等全链路的一体化、高质化、数字化升
级，推动整个行业的绿色循环发展，为构建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贡献力量。

对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有力促进制造业投资和市场消费，提高有效
需求，政策如何支持设备换新？拓斯达相关
负责人在采访中表达了更为具体的期待。作
为通用设备制造企业，公司既是设备更新环
节的卖方也是买方，希望政策支持更务实，比
如销售先进设备企业的税收优惠、研发补贴、
产能扩产贷款优惠、产品销售阶梯奖励等，以
及设备购买企业的购买补贴、税收优惠、先进
技术人员津贴等。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
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热潮蔚然成势，企业需要
借助设备更新的契机，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落
地应用，培育研发标志性技术产品，进而扩大
市场份额，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北京社科
院副研究员王鹏如是说。

以旧换新激活“二手经济”

新一轮以旧换新正在激活“二手经济”。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指出，推动大规
模回收循环利用，加强“换新+回收”物流体系
和新模式发展。

闲鱼总裁丁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对于行业而言，能激发用户闲置
交易意愿，让闲置交易行业乃至整个循环经
济迎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未来，闲鱼将进
一步利用数字化技术，丰富和创新闲置交易
的形式和机制。 一方面将配合有关部门进
一步推动闲置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
探索数字化社区便民回收的新模式。同时利
用数字化能力，助力回收行业在回收方式及
产品技术端的升级。”

转转集团CEO黄炜对记者表示，新的设
备和产品往往伴随着新的技术和服务需
求，企业正在借此机会提供更高附加值的
服务。

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就是着眼于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智帆
海岸机构首席顾问梁振鹏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首先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进而
刺激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为企业提供扩张的
机会。其次，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提升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此外，企业还可以
通过回收旧设备，开发新的业务领域和业务
模式。

以闲鱼为例，该平台拥有包括C2C闲置
交易、回收、帮卖、同城等多个循环交易模式
和场景，2023年闲鱼上多品类的循环交易都
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家电销量同比增长11%，
手机销量同比增长17%。

随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逐步落地，面对新的市场机会，多位
受访者认为，企业在加快产品更新换代过程
中，还要重点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掌握核心
技术，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通过高品质新品
确立市场领先地位。对于服务型企业和平
台来说，通过优化服务模式，提供全方位的
售后保障，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也将
迎来“万象更新”。

从存量中挖掘增量
加快“以旧换新”激发消费潜能

谢若琳

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会议指出，推动新

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着眼于
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

从政策部署来看，“以旧换新”是今年经济工作的关键词之
一。2023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提高技

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今年2月2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实行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将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既利当前、更
利长远”。此次，国常会再次对“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进行详细部署，足见其重要性。

过去十余年中，“以旧换新”支持政策多次出台，发挥消费拉动经
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尽管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回升向好，但也不可
否认面临“国内有效需求仍显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挑战。

此时提出“以旧换新”支持政策，正是顺应趋势，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手段。

一方面，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可解决
多年来积累的产能过剩问题，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经济体系，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建设，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

争力。
另一方面，鼓励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耐用

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在当前汽车、家电行业饱和的存量竞争中，找
到增量消费空间的有力举措。通过以旧换新，消费潜力从“有”到

“优”渐次释放，进而促使产业结构优化，终端向智能化、高端化迭
代发展。

同时，推动大规模回收循环利用，加强“换新+回收”物流体系和
新模式发展，有利于培养日益繁荣的“二手经济”，促使资源得到更有
效地循环利用，从而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打好政策组合拳。笔者认为，首先是要强
化金融支持，开设专项资金，授予符合条件的企业低息贷款，降低更
新成本，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其次，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财政政策，
降低企业和消费者的置换成本。再次，中央与地方紧密协作，建立多
部门协同的政策执行机制，形成政策合力，确保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最后，确保以旧换新政策实施的标准化、规范化，建立相关监管制
度。值得注意的是，还要防范潜在的滥竽充数、骗补等情况，确保政
策落实到位。

总而言之，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统筹推进扩大内需和优
化供给，从全链条各环节入手，最终实现从设备换新到产能焕新，这
既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因此，
需要各方协同努力，扩生产、兴消费、强经济。

从设备换新到产能焕新
应打好政策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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