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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许昌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是隶属于市科技局的财政全额供给事业单
位。为适应新时期科技信息工作的需要，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决定升级改版《许昌竞争情报快递》这一内部交流刊
物。该刊物立足许昌市现有工业基础，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6+3+3”发
展新态势，即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
车、节能环保 6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食品、发制品 3 大优势主
导产业，建材、化工、轻纺 3大传统产业的运行咨询和发展态势，为市、
县两级四大班子领导、重点企业等提供最新的行业动态、财经数据、金融
要点等综合信息，为建设“智造之都宜居许昌”尽微薄之力。您对该刊物有什
么意见和建议，请及时与我们沟通联系，以便我们改进工作、不断提高刊
物质量，更好地服务于许昌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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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2025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普及数字化

近日，为加快推动智能制造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
了《“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

规划提出，到 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普及数字化，重点行
业骨干企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到 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
数字化，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能转型。

2025年的具体目标是：一是转型升级成效显著，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 2级及以上的企业超过 50%，重点行业、区域达 3
级及以上的企业分别超过 20%和 15%；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产品良率、
能源资源利用率等大幅提升。二是供给能力明显增强，智能制造装备和工
业软件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国内市场满足率分别超过 70%和
50%；主营业务收入超 50亿元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达到 10家以上。三
是基础支撑更加坚实，建设一批智能制造领域创新载体和公共服务平台，
并形成服务网络。制修订 200 项以上智能制造国家、行业标准；建成 120
个以上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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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趋势

13 部门联合发文，大力支持智能制造企业上市
3 月 2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利用 5G、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实现供需精准高效匹配，促进制造业发展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要点一：支持制造服务业到主板、创业板及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要拓
宽融资渠道，要引导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对制
造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服务业企业开展债券
融资，有效扩大知识产权、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等无形资产质押融资
规模，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鼓励创投机构加大对制造服务业的资本投入。

要点二：资本市场要为制造业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一是要增强制
造业发展活力。必须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充分利用多元化金融工具，
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二是要推动制造业供应链创新应用。稳步推进制造业智慧供应链体系，创
新网络和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制造业供应链向产业服务供应链转型。推动
感知技术在制造业供应链关键节点的应用，推进重点行业供应链体系智能
化，逐步实现供应链可视化。建立制造业供应链评价体系，逐步形成重要
资源和产品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完善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机制，提
升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

要点三：鼓励咨询、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与制造业协同走出去。推
动服务业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全球优质服务资源，鼓励研发
设计、节能环保、环境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进口。以“一带一路”建设
为重点，鼓励供应链管理、咨询、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与制造业协同走
出去，增强全球服务市场资源配置能力。

要点四：利用 5G、大数据等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利用 5G、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加快
发展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培育共享制造、共享设计和共享数据平台，
推动制造业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价值共享。

要点五：加快制造服务业发展专项行动。以专项行动和重点工程为抓
手，统筹谋划、重点突破，实现制造业与制造服务业耦合共生、相融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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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报告

全国各省市电力装备产业“十四五”发展思路汇总分析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两
个十五年”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是全面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关键时期。为实现电力工业高质量发展，中国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电力装备领域全产业链竞争力，推动先进
电力装备、产业创新发展。

发电新增设备容量扩大

2016年，全国电源新增装机容量 12061万千瓦，2020年，全国电源新
增装机容量 19087 万千瓦。其中水电 1323万千瓦、风电 7167万千瓦、太
阳能发电 4820万千瓦，合计装机占比约 70%，成为我国电力增长主力。2021
年一季度，全国电源新增装机容量 2351万千瓦。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2021
年我国电源新增装机容量突破 20000万千瓦。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增加

2016 年我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 3429亿元。2020年我国电源基
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 5244 亿元，同比增长 29.2%，其中水电 1077 亿元，
同比增长 19%；火电 553 亿元，同比下滑 27.3%；核电 378 亿元，同比下
滑 22.6%。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 4699亿元，同比下滑 6.2%。中商产
业研究院预计，2021年我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将小幅增长。

发电设备总产量增加

2020 年发电设备总产量为 1.42 亿千瓦（2019 年之前我国发电设备连
续 12年超过亿千瓦产量，2019年为 9271万千瓦），同比增长 30.25%，其
中水电机组超过 2091万千瓦，同比增加 85.17%以上；火电机组 5280万千
瓦，基本持平；风电机组 5500 万千瓦，增幅 83.67%，增长迅速；核电机
组 170 万千瓦，下滑 61%。输配电设备中，变压器 17.36 亿千伏安，与去
年持平，同属历史高点；高压、低压开关板、电力电容器有不同程度的下
滑，分别为-1.74%、-18.66%和-16.24%。用电设备领域，铅酸蓄电池产品、
电焊机、工业电炉、电动工具实现较大增长，增幅分别为 16.14%、
17.31%12.01%和 7.02%，为行业的平稳运行奠定了基础。中商产业研究院
预计，2021年我国发电设备总产量将达 1.44亿千瓦。

十四五时期各省市电力装备产业发展思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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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装备的应用贯穿整个电力产业链，为电力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性
支撑，而电力行业的发展也为电力装备行业提供了市场保证。中国十四五
规划提出，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巩固提升
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全产业链竞争力，从符合未来产业
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
推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先进电力装备、工程机械、高端数控机床、医药及医疗设备等产业
创新发展。地方重视电力装备产业发展，13省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及电力
装备相关内容。

全国：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巩固提升高
铁、电力装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全产业链竞争力,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
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
集成电路、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先进电力装备、工程机械、高端数控机床、医药及医疗设备等产业创新发
展。

广西：大力发展先进电力装备制造,以智能电网、智慧能源产业为核心,
加快建设柳州智能电网产业园,打造全国电网智能制造核心基地。

山西：立足电力外送基地战略定位,推进电力资源跨区域配置能力建
设。以华北、华中等受电地区为重点,布局推进一批特高压及外送通道重点
电网工程。适应煤电从主体性电源逐步向基础性电源转变趋势,探索大容
量、高参数先进煤电项目与风电、光伏、储能项目一体化不局,实施多能互
补和深度调峰,提升电力供给效率。

山东：实施“强链”工程,巩固提升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轨道交
通装备、电力装备、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海工装备、新型智能终
端等产业优势,培育核心技术、拳头产品和标准体系,提升产业引领力和市场
占有率。

广东：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推动省管海域风
电项目建成投产装机容量超 800万千瓦,打造粤东千万千瓦级基地,加快 8兆
瓦及以上大容量机组规模化应用,促进海上风电实现平价上网。

辽宁：加强电源电网建设,在保障电力充足供应的基础上,提升电力应急
能力。加强重要城市、灾害多发地区和机关、通信、医疗、电网、核电等
关键部位供电应急设施建设。适度配置电网备用火电机组,加强应急柴油发
电机、化学储能和机械储能等应急电力设施建设,确保电网调峰、调频和关
键单位突发应急供电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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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推进煤电机组节能减排升级改造和电网节能降耗,推广应用高效
节能电力设备,进一步降低发电煤耗,减少电网传输损耗,提高电力系统运行
效率。

湖北：实施新能源倍增行动,打造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新增新能源装
机千万千瓦以上,风电、光伏发电成为新增电力装机主体。

吉林：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构建专业化、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
系, 提升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医药健康、装备制造等产业核心带动
能力,创新发展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建设半导体产业园,打造创新型引领企
业。

湖南：顺应分布式发展、清洁化利用、多能互补的发展方向,优化风能、
太阳能布局,壮大新型能源及电力装备产业规模,有序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
发展,打造绿色供应链。

内蒙古：积极发展先进化工、电力设备和农牧业机械制造产业。到 2025
年,新能源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主体能源,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黑龙江：到 2025年世界领先的电站锅炉、水电装备、高压容器研发制
造基地,世界一流的火电装备、核电装备、中小型燃汽轮机研发制造基地,
全国领先的电机研发制造基地。建设中俄国际电力装备制造产业园。

江苏：充分发挥江苏制造业体系健全和规模技术优势,坚持空间集聚、
创新引领、智能升级、网络协同、开放集成的方向,着力在技术、设计、品
牌、供应链等领域锻长板补短板,加快建设省级和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重点打造物联网、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
和新型医疗器械等万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培育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新型
医疗器械、高端装备、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物联网、高端纺
织、前沿新材料、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节能环保、核心信息技术、汽
车及零部件、新型显示、绿色食品等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到 2025年,省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规模突破 6 万亿元,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物联网、
工程机械、软件和信息服务、纳米新材料等集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贵州：大力发展电力装备及器材制造,重点生产智能高低压成套开关、
全封闭组含电器等数字化智能化输变电装备,加快发展核电零部件和亲能
源汽车充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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