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03 月 15 日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行业点评 

 

 

 

 

请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机械设备 投资评级 同步大市 
 维持评级 

    
行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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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与耐用品升级提速，节能降耗标准趋严 
投资要点   
[table_summary] 
◆ 国务院 3 月 13 日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

下简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

医疗等七大领域的设备更新、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换新、增强回收循环利

用、能耗等技术标准提升四大行动，并辅之以配套专班及落实方案、财政资金

支持、税收支持、金融工具和创新支撑。目标到 2027 年，七大领域设备投资规

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重点行业主要用能设备基本达到节能水平，环保绩

效 A 级的产能比例大幅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 90%、75%；报废汽车回收量较 2023 年增加约一倍，

二手车交易量增长 45%，废旧家电回收量增长 30%，再生材料在资源供给中的

占比进一步提升。 

◆ 设备市场有望大幅提振。2019~2021 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的设备工器具

购置处于同比下滑状态，2022 年国家出台了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在内

的鼓励性政策，当年的购置金额同比增速回正并达到 3.5%，2023 年进一步提升

至 6.6%。而本次设备更新预估将有 5 万亿左右的市场空间，超过 2023 年工业、

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投资规模总额（4.9 万亿），约为 2023 年全国设备工器具购

置投资完成额的 40%，预计将有力的提振市场需求。 

◆ 高端设备预期明显受益。《行动方案》要求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

电力、机械、航空、船舶、轻纺、电子等重点行业，大力推动生产设备、用能

设备、发输配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造。一方面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另

一方面强调在各方面技术标准上瞄准更高水平，并以创新产品解决传统产业升

级中的重大技术装备“卡脖子”难题。我们认为诸如工业机器人、机床等直接

关系生产效率与产品水平，在新质生产力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型高端设备

将成为重点受益对象，迎来需求量与技术水平要求的提升。以工业机器人为例，

我国 2022 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为 392 台/万名工人，目标在 2025 年达到 500 台

/万名工人左右，这一过程将产生大量新增购入与旧型号的替换，在设备更新政

策支持下有望同步实现我国工业机器人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 寿命周期与产品升级形成耐用消费品换新推力。2009 年开始的一轮家电下乡、

以旧换新活动距今已基本达到耐用消费品的使用寿命长度，目前超过 30 亿台的

家电存量可释放出广阔的替换空间。同时家电市场也进入了智能化时代，升级

换代需求不断增长，在商务部等 13 部门 2023 年 7 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家居消

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中，便提到要提升完善绿色、智能、适老家装供应。在汽

车领域，3.36 亿辆的民用汽车保有量在电动化、智能化汽车浪潮下同样有海量

市场空间可挖掘。消费的增长将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2023 年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2.5%，拉动经济增长 4.3 个百分点，较 2022 年分

别提升 43.1pct 和 3.1pct。 

◆ 环保与能耗要求成为本轮关键性指标。随着“双碳”目标节点日趋临近，能耗

要求不断收紧。2023 年 2 月发改委等部门出台《关于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

加快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的指导意见》，对于锅炉的热效率提升、家电、

制冷等机电设备中的高效节能产品占比提升提出了具体要求。2024 年 2 月工信

部等 7 部门出台《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委也更新了

《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在 2024 年政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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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中，又提出要将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5%。预计在本轮设备更新中，能

耗与环保指标将成为淘汰现有设备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将借助标准提升对新增

设备与消费品进行认证筛选，减少高能耗产品占比。以铁路运输领域为例，已

先期开展工作计划淘汰老旧内燃机车+制定内燃机车排放标准并完善更新补贴

政策+推动新能源机车运用，完成能耗水平的降低。 

◆ 投资建议：关注高端装备领域，特别是工业机器人、机床等直接关系生产效率

与产品质量的加工设备领域，量与质的要求均将有较大提升，建议关注绿的谐

波、天准科技、美畅股份等核心零部件与耗材企业。关注耐用消费品的升级赛

道，例如伊之密、广东鸿图等车身一体化压铸供应链以及比亚迪等新能源整车

企业。关注用能设备的节能减碳方向，如正在推进工程机械产品新能源化的柳

工等。 

◆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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