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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热点话题
Focus of Hot Concern

国家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将引导更多企业

和个人认识到再制造产品的经济性和可行性，激发消费者对再制造

产品的兴趣，从而扩大有效投资和市场规模。我们将分析现有装备

和设备情况，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为原则，开展工程机械更新工

作，努力提升设备本质安全水平，更好地赋能新质生产力。

 马春青

“设备更新” 
为再制造领域带来哪些新机遇

—— 对话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工程机械再制造委员会主任， 
中油工程设备共享运营中心（管道局设备租赁公司）经理马春青

▋本期热词  大规模设备更新

大规模设备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

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要加以

必要的激励和引导，推动设备更新换代形成规模效应。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节点，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的

重大部署，既能促进消费、拉动投资，也能增加先进

产能、提高生产效率及培育新质生产力，从而有力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策划：陈雪芹  曹旭  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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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今年 3 月，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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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将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

标准提升“四大行动”，请谈一谈这一政策为再制造领域

带来了哪些新机遇？

马春青：2023 年，全国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达 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占全社会设备投资的 70% 以上，

设备更新空间大、潜力足。《行动方案》的发布为再制造

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国家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将引导

更多企业和个人认识到再制造产品的经济性和可行性，激

发了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兴趣，从而扩大有效投资和市

场规模。随着需求的增加，再制造企业将面临技术创新和

升级的挑战，这将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生产工艺、

设备和提升技术水平，为市场提供更高效、更环保的再制

造解决方案，同时有利于提升先进产能比重。

国家推动的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将鼓励企业更加关注资

源的有效和循环利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国家提出的标准提升和行业

规范将优化行业竞争格局，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消

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信任度。

此次《行动方案》涵盖了各个环节，从技术研发到生

产制造、销售服务、后期维护，方案任务明确、目标清晰，

为再制造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也为经济增长

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持。

我们将分析现有装备和设备情况，以实事求是、精益

求精为原则，开展工程机械更新工作，努力提升设备本质

安全水平，更好地赋能新质生产力。

本刊：身为中油工程设备共享运营中心（管道局设备

租赁公司）经理，您认为设备租赁领域与设备更新换代有

何必然的联系？

马春青：据有关机构测算，目前全社会设备存量资产

净值大约是 39.3 万亿元，其中工业设备存量资产大概是

28 万亿元。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市场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设

备升级能够带动我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提升。

推动设备更新改造，是租赁行业的优势所在。设备租

赁产业在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带动产业

升级、促进产品销售、缓解市场主体资金压力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可以说，设备更新的增量和存量都是租赁业务

的未来机会，设备租赁产业也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截至 2024 年 1 月底，中石油管道局拥有各类主要施

工生产设备 25000 余台（套），原值 75.17 亿元，总装备

功率 126 万千瓦。公司作为一个大型的管道建设和运营企

业，拥有大量的施工生产设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设备性能逐渐下降，由于技术性能的不断升级，设备的更

新换代是企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环。

公司遵循自内而外的原则，充分挖掘内部潜力盘活自

有设备，通过再制造技术使现有设备达到或超出原机的技

术性能，进而减少投资，提高现有设备使用效率，通过集

中租赁与再制造有机结合，降低设备使用成本。根据实际

需求灵活调整设备配置数量，避免因设备过剩或不足而造

成资源的浪费，提升在行业内的竞争力。

另外，公司与合作伙伴对现场出租设备进行跟踪服务，

负责现场设备的维护、保养及故障处置，从而提升设备完

好率、设备利用率，降低故障停机率，为施工提供安全可

靠的设备。

让工程机械更新赋能新质生产力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会长牛昌文（左图中）、副会长魏景林（右图右二）参观中油工程设备共享运营中心（管道

局设备租赁公司）再制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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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去年 12 月，你们成立了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工

程机械再制造委员会，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目前做了哪

些具体工作？

马春青：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再制造

行业在我国逐渐成为关注焦点。尤其是工程机械再制造

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重要的环保意义。

公司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会议精神、国务院《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及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推动设备更新工作的有关要

求，立足长远、谋划全局、加强统筹、把握关键，为工程

机械再制造行业和设备更新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

设备管理协会工程机械再制造委员会的成立，是基于对国

内再制造行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全面考量。

工程机械再制造委员会的成立，秉承国家产业政策

的指引，旨在增强工程机械再制造行业的组织和协调能

力，推动该行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系列化、专业化

的方向发展。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推动技术创新、加强

培训与交流等举措，委员会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促进再制造产业链的完善和健康发展。同时，委员会将

积极倡导绿色环保理念，推动再制造技术在工程机械领

域的广泛应用，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目前，工程机械再制造委员会已经制定了行业发展规

划和政策建议，为行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导。今年，

委员会计划举办多场培训和交流活动，旨在促进会员单位

间的再制造技术交流和经验分享，提升整个工程机械再制

造行业的专业水平。此外，委员会还积极推动标准制定和

认证体系建设，为工程机械再制造行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广泛的宣传推广和积极的行业合作，

委员会努力提升了工程机械再制造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

进了行业的良性发展。这些努力有效地推动了工程机械再

制造行业的发展步伐，为未来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3 年公司走访调研了卡特、小松、徐工、三一、沃

尔沃、康明斯、京津冀再制造研究院、海南自贸区等，将

设备整机再制造作为公司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进行培

育和发展。2023 年 7 月 20 日在中油工程设备共享运营中

心（管道局设备租赁公司）成功举办“第一届管道施工设

备再制造与技术创新推介会”，2023 年 12 月 19 日在廊坊

国际饭店成功举办“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工程机械再制造委

员会揭牌暨工程机械再制造产业园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仪式”，并同卡特、小松、徐工、三一、沃尔沃、康明斯、

中联重科、柳工、泰安泰山、派浦澜机械及隆通石油共 11

家企业联合签署了工程机械再制造产业园战略合作框架。

同时，公司还与小松、泰安岱峰、荷兰 Aerolift 公

司合作开展了挖掘机、吊管机、真空吸管器等再制造和

改造项目。共计完成了141台套设备的升级改造和再制造，

累计投入费用超过 4714 万元，为公司节省了超过 1.7 亿

元的设备购置投资。

针对海南自贸区的调研，公司将重点关注工程机械

再制造出口业务和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以

便更好地了解该区域的相关政策，为未来业务拓展再制

造提供参考依据。

公司还将继续与卡特、小松、沃尔沃、康明斯、徐

工机械、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柳工机械、泰安岱峰等

合作伙伴保持紧密联系，共同探讨再制造领域的发展趋

势和合作机会，充分利用国家对再制造行业的相关政策，

在标准制定、技术创新、培训准备等方面持续投入，为

国家工程机械再制造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也

将承担起更多国家层面再制造产业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成立工程机械再制造委员会助推行业创新发展

2023 年，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会长牛昌文（左）为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工程机械再制造委员会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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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大规模的设备更新换代，势必拉动再制造行业

的发展。本轮设备更新重点在于“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数字化”，从节能环保的角度看，再制造行业发展的空间

是否潜力巨大？

马春青：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

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提出了“促进废旧装备再制造”“探

索新型废弃物循环利用路径”，这既是废弃物循环利用体

系中的“后浪”和短板，也是未来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

海”和增量。废旧装备再制造和新型废弃物利用符合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做好这两点既是“十四五”乃至未来

一个阶段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我国资源循环利

用产业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已成为新时代循环经济发展的

战略高点。

通过对旧设备的再制造、再利用，实现了资源的有效

节约和循环利用，有助于减少新设备的生产需求，降低了

能源消耗和排放，进而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

我国废旧装备再制造广泛应用激光熔覆、增材制造等

创新技术，使再制造产品具有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更低

的环境影响，符合国家制造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随着再

制造行业向智能化发展，通过智能化技术实现对设备的精

准检测、故障诊断和智能维护，提高再制造产品的品质和

可靠性，减少资源浪费和能源消耗。

国家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消费者

对节能环保产品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再制造行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为再制造行业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需求。综上所述，再制造行业

在推动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巨大

的潜力，有望成为未来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本刊：结合设备更新换代的热潮，你们做了哪些战略

调整与规划？

马春青：目前，中石油集团公司就设备更新工作多次

召开推进会，也明确提出设备再制造工作与设备更新改造、

调剂、租赁和共享工作有机结合，有序推进再制造设备在

内部的梯次利用。针对设备更新换代的热潮，以适应市场

变化并满足客户需求，公司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加快废弃

物循环利用的政策，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的

工作要求，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落实。

一是优化了原有设备技术升级改造与再制造服务，致

力于满足市场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设

备的需求。公司引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提

升再制造设备的质量和性能，并为客户提供更符合其需求

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同时，加大对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

以减少产品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产品的可持续性，

符合国家提出的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和绿色发展趋势。

二是加强了数字化服务的拓展，通过互联网和智能化

技术，实现对设备的远程监控、智能头盔、故障诊断和维

护管理，提高了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和服务质量。

三是加大了与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合作广度和深度。与

卡特彼勒、小松、沃尔沃、康明斯、徐工机械、三一重机、

中联重科、柳工集团、泰安岱峰等知名企业建立了更紧密

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发市场、分享资源、共享利益。通过

这种合作模式，公司能够更有效地整合优势资源，提升产

品供给链的效率和质量，从而实现双赢局面。

公司将通过持续不断的市场调研和客户反馈，不断优

化再制造设备品质，以提升客户体验为核心，加强与客户

之间的沟通联系。不断改进销售渠道，提高服务响应速度，

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这些综合性的措施共同推动了公

司品牌的发展，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为公司未来的长期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制造行业有望成为未来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工程机械再制造产业园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