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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重要决定，部署未来五年改革任务。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7 月 21

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发布，从中可梳理出涉及机械设备领域的四条主线：1、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推进能源、铁路、电信、

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2、建

立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基础设施与服务配套体系。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

体系，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深化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进服务业标准化与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强调城乡融合，提升规划、建设水平。3、提升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

融合程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自主可控。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

革。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产业链加紧推进自主可控。4、实现高水平对

外开放。《决定》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

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助于机械设备行业出海拓展新市场。 

◆ 设备更新加力政策配合出台，明确各领域补贴标准。2024 年 7 月 24 日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

措施》，统筹安排 3000 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基金，加大设备更新支持力度

并优化项目支持方式，加大对家电、汽车等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支持力度并落实

资金支持政策。 

◆ 根据《决定》的四大政策主线，综合考虑设备更新政策的发力方向，我们选择

出机械设备领域值得关注的三大主要领域：1、铁路领域，同时涉及国资国企改

革、物流交运水平提升、设备更新三大要点。2、高端装备，提升实体经济与数

字经济融合程度、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对于各类数

控系统、高端机床、半导体设备的需求必然会有所增长。从供应链安全角度，

工业母机与半导体设备国产替代是必然趋势。高水平对外开放也有利于国产设

备进入国际市场竞争。3、工程机械。国内工程机械销量有所复苏，出海步伐预

计将持续，设备更新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引领下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 

◆ 投资建议：铁路领域关注国资国企和电气化产业链，国资国企在铁路行业扮演

着核心角色，同时也是本次《决定》中的重点改革对象。新能源机车是铁路领

域设备更新的重要抓手，电力机车与相关电气化线路设备预期将得到利好。高

端装备领域关注高端机床和半导体设备，二者分别是新质生产力建设中实体经

济和数字经济的基础性设备，也是我国目前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道路上的关键

“卡脖子”环节，需求释放可期。工程机械关注电动化、智能化趋势，电动工

程机械在工况适应性、污染排放、可靠性等方面已逐步形成竞争优势，设备更

新将成为其推广的重要推手，建议关注各厂家的相关技术进步和产品发布，将

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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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重要决定，部署未来五年改革任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发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7 月 21 日，《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共 15 部分、60 条，

分三大板块，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部署改革，

到 202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机械领域四大政策主线。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相比，本次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

前者基础上更为重视发展质量，强调新质生产力、供应链安全和科技创新，并且要求进一步推

进国资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在涉及到机械设备领域，梳理出如下几

条主线： 

（一）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决定》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

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机械设备领域国企数量较多，

且多涉及关键装备，在市场化改革中有望焕发新活力。 

（二） 建立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基础设施与服务配套体系 

《决定》提出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推进传统

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深化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改革，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加快

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进服务业标准化与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同时强调城乡融合，提升规划、建设水平。基础设施、物流交运等领域向来为

机械设备重要下游应用领域，新增与换新需求有望进一步提振。 

（三） 提升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程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

现自主可控 

《决定》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同时在集成电

路、工业母机等重点产业链加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当前大背景下关键技术国产替

代、自主可控的需求迫切，相关领域值得重点关注。 

（四） 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决定》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机械设备领域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出海成为市场拓展新方向。 

 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政策配合出台 

加力支持政策出台，明确各领域补贴标准。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24 年 7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根据《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印发了《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的若干措施》，统筹安排 3000 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基金，加大设备更新支持力度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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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支持方式，加大对家电、汽车等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支持力度并落实资金支持政策。对老

旧营运船舶、营运车辆、农机报废换新、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家电以旧换新、私家车

报废更新等提出明确补贴标准。设备更新支持范围亦扩展至能源电力、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

新以及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和安全改造，取消了对于申报超长期国债资金的“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1

亿元”要求，将中央财政贴息由 1 个百分点提升至 1.5 个百分点，期限 2 年，总规模 200 亿元。 

 关注机械设备三大领域 

根据《决定》的四大政策主线，综合考虑设备更新政策的发力方向，我们选择出机械设备领域值

得关注的三大主要领域： 

（一） 铁路交通 

铁路领域同时涉及三大要点： 

1、国资国企改革，铁路领域龙头设备企业多数为国资国企，在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大方向下有望

发挥出其技术、规模优势。 

2、物流交运水平提升，铁路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 年上半年铁路客运量

同比增长 18.40%、货运量增长 1.80%，铁路运输业固定资产完成额同比增长 18.50%。同时我国

正在推进煤炭、矿石等大宗货物“公转铁”，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图 1  铁路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运量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万和证券研究所 

3、设备更新，我国铁路仍大量使用内燃机车，部分工矿企业仍在使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机车。

当前正在推进新能源机车推广应用，力争到 2027 年实现老旧内燃机车基本淘汰，也是实现碳达

峰的重要举措。 

（二） 高端装备 

从下游需求角度，《决定》提出提升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程度，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基础设施数字化，对于各类数控系统、高端机床、半导体设备的需求必然会有所增长，在设备更

新政策的支持下将为相关企业带来红利。从供应链安全角度，工业母机与半导体设备是制造业

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水平，国产替代是必然趋势。同时，高水平

对外开放也有利于国产设备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实现新市场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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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程机械 

国内工程机械销量有所复苏，自 2024 年 3 月起挖掘机国内月销量持续同比增长，上半年合计销

量同比上涨 4.66%。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方向对工程机械的未来需求存在利

好。同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调下，工程机械出海的步伐预计将持续，从 2022 年开始，挖掘

机的出口占比有明显提升，2024 年上半年占总销量的 48.26%。同时设备更新政策支持和技术创

新引领下，工程机械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一方面生产企业在生产环节大量应用

数字化技术，智能制造应用面扩大；另一方面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

成为以旧换新的重要选择。 

图 2  挖掘机月销量 

 
资料来源：Wind，万和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 

铁路领域关注国资国企和电气化产业链，国资国企在铁路行业扮演着核心角色，同时也是本次

《决定》中的重点改革对象。新能源机车是铁路领域设备更新的重要抓手，电力机车与相关电

气化线路设备预期将得到利好。 

高端装备领域关注高端机床和半导体设备，二者分别是新质生产力建设中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

的基础性设备，也是我国目前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道路上的关键“卡脖子”环节，需求释放可

期。 

工程机械关注电动化、智能化趋势，电动工程机械在工况适应性、污染排放、可靠性等方面已

逐步形成竞争优势，设备更新将成为其推广的重要推手，建议关注各厂家的相关技术进步和产

品发布，将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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