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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装备制造业，使之成为我省

支柱产业，提出如下意见： 

  一、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 

  （一）发展思路。 

  以“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协同制造、服务制造”为方向，以“打造高

端、提升传统、培育特色、强化基础”为主线，加大政策扶持，完善公共服

务，提升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集聚，壮大产业规模。着力突破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培育一批骨干企业（集团）和重点产品，着力打造一

批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加快建立结构优化、技术先进、特色鲜明、清洁安全的

装备制造产业体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把装备制造业建设成为我省新的支柱
产业。 

  （二）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把装备制造业建设成为我省支柱产业。 

  １.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到２０２０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

值达到４３００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１０％以上，年均增长１

１％左右；工业增加值达到１１６０亿元以上，占全省ＧＤＰ的比重为５％以

上，年均增长１１％左右。 

  ２.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产业协同创新能力明显

增强。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企业技术中心，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达到１００

个以上；以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骨干企业为依托，建设１０个以上省级公共



技术研发中心，积极推进装备制造业中试中心建设。重点企业技术装备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产品和知名品牌。 

  ３.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按照产业链体系优化布局，努力提高全产业链生产

能力。建设国际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基地，轨道客车省内配套率达到５

０％以上；建设国内一流的“星载一体化”卫星制造和商业应用产业基地，商
用卫星省内配套率达到８０％以上；打造汽车、医药、食品成套生产设备和试

验检测设备产业基地；培育１０个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２０个省级特色装备工业园区。 

  ４.基础配套能力显著增强。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水平显著提升。模具、铸造、锻造等基础配套产

业日趋完善，关键、基础部件国产化率和本地配套率不断提高，能够基本满足

重大技术装备的发展需求。 

  二、发展方向 

  （一）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 

  １.轨道交通装备。以长客股份公司为依托，建设集研发设计、集成制造、

协同配套、综合检修、生产服务为一体的国际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基地，加快形
成年产高速动车组１２００辆、城轨客车１８００辆、动车组检修３２０列的

能力。进一步提升整车集成能力，研发制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动车

组和混合动力型动车组。推进长客高速动车组检修基地建设，提高综合检修水

平。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企业，加快提升转向架、车体、牵引系统、制动系

统、网络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系统）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推进关键核心零

部件深度国产化，将省内配套率提高至５０％以上。 

  ２.卫星及应用。依托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在卫星载荷研发制造和航天光学遥

感领域的技术基础和优势，围绕卫星流量经济、卫星载荷与测控、自主遥感信

息获取处理和运营服务、高精定位终端及位置服务、北斗卫星空间基准授时、

卫星宽带多媒体六大产业链构建创新及配套体系，建设集“卫星研制 —在轨运

营 —图像处理、分发 —图像产品营销”为一体的商业化卫星及应用产业基

地。加快“星载一体化”制造生产能力布局，提高卫星载荷与商用遥感卫星制

造能力，引导社会各方面资源向卫星及应用产业集聚，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对

接，带动复合材料、精密机械、光学加工、光学传感器等省内配套产业发展，

使省内配套率达到８０％以上。加快发展遥感卫星商业化应用服务，加快北斗
应用系统终端产品的研发与市场化，带动一批遥感应用企业的发展。２０２０

年前，发射４颗遥感卫星和１２颗视频成像卫星，完成组网并实现商业化应

用。 

  ３.航空设备。建设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维修养护、运营服务、教育培

训“五位一体”的航空设备产业体系。利用国家低空空域开放政策，抓住航空

装备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快长春航空科技产业园和吉林航空装备产业园建设。
重点发展航空液压控制部件、机身大部件、航空用高精密电磁阀等零部件制造



和航空维修服务。推进四平通用航空装备产业园建设，加快引进、研发通用轻

型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特种飞行器等航空器，积极开展培训服务和运营服

务。支持我省无人机产业加快发展，满足地图测绘、地质勘测、灾害监测、气

象探测等领域的市场需求。发展机场跑道地面异物监测系统、机场气象仪器、

航空雷达等通用航空机场设备。加快我省先进高分子材料、轻质合金材料、阻

燃隔热材料、碳纤维材料在航空设备制造领域的应用。 

  ４.光电设备。依托我省光电技术优势和长春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基础优

势，针对汽车、轨道交通、医药、食品、物流、资源环境以及反恐安全等领域

的需求，开发先进光电设备。推进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绝对式光栅尺产业化进

程，促进其在高档数控机床上的应用，逐步取代同类进口产品。推进吉林省光

电子产业孵化基地建设。支持发展光电编码器、光电经纬仪、物质成分分析

仪、红外热像仪、激光调阻机、大功率激光器、全自动射频电子标签封装设

备、光电测控仪以及增材制造设备，打造知名品牌。 

  ５.医疗仪器设备。抓住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机遇，依托我省医疗仪器设备产

业基础，加快发展保健、诊疗、测试等医疗仪器设备产品，形成模具制造、机

械加工、塑胶制品、电路板设计与制作等较为完整的医疗仪器设备产业链。重

点支持发展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血液分析仪等临床检验

分析仪器；特殊视觉检测仪、前庭功能监测仪、暗适应客观检查仪等医疗仪

器；全自动护理机、红外治疗仪等护理理疗设备。支持医疗仪器设备特色产业

园区加快发展。 

  ６.环保设备。结合当前生态环境治理需求和我省产业基础，围绕国家环保

装备产业发展的八个重点领域，推进我省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

物处理、资源综合利用、环境监测专业仪器仪表等环保设备产业加快发展。重
点发展先进新型烟气除尘、脱硫、脱硝、脱汞设备；污水生物处理工艺装备，

给水净水处理设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备，环卫清洁设备；节能环保

锅炉、生物质锅炉等。鼓励发展成套高效节能环保设备，支持具有资质的企业

提供节能环保整体解决方案，承接设备制造、安装集成“交钥匙”工程，采用

市场化模式开展运营服务，延伸产业链。 

  ７.试验及检测设备。依托我省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技术工程优势，推动静动
态试验设备、新型传感器、校直校正设备、自动化压装设备、智能检测设备等

的研发生产。支持发展汽车与机械加工安全试验系统、电子万能试验机、电液

伺服液压万能试验机、扭转试验机、冲击试验机、蠕变试验机、动静疲劳试验

机、高频疲劳试验机、土木建筑类专用试验机、自动校直校正机等。加快发展

基础零部件检测设备、轨道客车在线检测设备、农产品检测分析设备、医用检

测设备、化工行业检测设备等。 

  （二）大力提升传统装备制造业。 

  １.农业机械。以长春、四平、松原和延边地区为重点，以发展精准农业为

引领，研发、引进先进农业机械装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同业兼并重

组，做大做强农机龙头企业，带动零部件配套业发展，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农机



产业体系。动力机械重点发展大中马力轮式拖拉机。新型农机具重点发展先进

实用新型整地、种植、田间管理和节水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重点发展自走式通

用联合收获机。畜牧机械重点发展饲料加工饲喂机械、排泄物能源化利用处理

设备以及秸秆饲料打捆包装机械等。农副产品加工机械重点发展水稻、玉米、

马铃薯、乳制品加工机械和通用食品加工设备。支持发展种子清选成套设备、

自动化粮食干燥设备等新型高效农业装备。支持农机零部件配套产业加快发

展。 

  ２.换热设备。依托四平换热器产业集聚优势，发挥换热器国检中心作用，

加快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中心和资讯服务信息中心建设，以产品成套化和服务制

造为目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换热器城”。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快

推进换热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四平红嘴园区、巨元 —比克两大换

热器工业园区承载能力。鼓励开发高附加值新型节能焊接板式换热器、大型可

拆式板式换热器以及新型管式换热器等产品。支持骨干企业提升换热产品的系

统集成能力，依托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提供换热整体解决方案，向服务制造转

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引进国内外大型换热器企业，壮大产业规模，提

升整体竞争力。 

  ３.电气设备。发挥我省在输变电设备、专用变电设备、发电设备、成套电

气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和品牌影响力，以高端、专业、节能、成套为发展方向，

打造电气设备特色产业。支持发展超高电压输变电线路铁塔、高压真空断路

器、惰性介质高压开关、特高压电力电缆附件、高低压电力开关柜、箱式变电
站、二次变电成套设备、中高压电缆自动化成套生产线等输变电设备；支持发

展超高压电炉变压器、矿用防爆变压器、矿用防爆开关、风电节能变压器等专

用变电设备；支持斗轮机、磨煤机、火电及核电机组用管道系统、电站用高温

风机等发电设备；支持智能型一体化风电升压站等成套电气设备；支持发展稀

土永磁开关、新型断路器、精密电力仪器仪表等电气产品。 

  ４.矿山机械及冶金设备。依托我省矿山、冶金设备现有产业基础，打造辽

源矿山机械产业基地；以长春、吉林、通化为重点，大力发展冶金设备。支持

发展中薄煤层采煤机、超大功率电牵引采煤机、悬臂式重型掘进机、斗轮式输

送机、煤炭刮板输送机和电动滚筒及皮带机等产品；推动以大型矿用破碎设

备、研磨设备、洗选设备、矿井提升机等大型主机设备为龙头，输送、控制等

零部件企业相配套的生产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吨位、节能

环保型冶金专用电弧炉、钢包精炼炉等冶炼设备。研发生产大型化、高度自动

化、智能化的矿热炉机电成套设备和碳素机电成套设备。支持发展有色金属冶

炼自动化成套生产线、冶金连铸连轧设备、烧结余热发电风机等。 

  ５.石化设备。依托我省石化产业资源和石化设备产业基础，充分发挥在细

分市场中的特色优势，拓展产品领域，壮大产业规模。支持加快研发生产大型

中高压容器、反应器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铁路罐车、离心机和

聚合釜等产品生产实现专业化、系列化。支持视觉定位灌装机器人系统的研发

制造和示范应用。支持大吨位异型修井机、移动一体式不压井修井机以及新型

节能抽油机、油田环保设备等加快发展，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扩大出口规

模。支持加快研发生产石油钻探随钻感知系统（设备）、油井液面探测系统



（设备）、三次采油设备和新型高效石油钻井机等，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尽快

形成产业规模。鼓励发展油田废旧油管再制造产品，加快市场推广应用。 

  ６.工程机械。依托我省在起重机械、筑路机械、环卫工程机械领域现有基

础，拓展产品领域，加快产业发展。支持发展建筑用塔式起重设备，促进产业

集聚。支持发展港口起重机、船用浮吊、电站施工大型起重设备、大吨位桥
机、斗轮堆取料机等产品。支持发展间歇式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旧料再生组

合搅拌设备，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市场占有率。支持发展道路清雪除冰机械、雨

水污水井清挖机械、道路绿化带修剪机械等。 

  ７.风电设备。围绕国家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打造集研发、制

造、配件供应、服务为一体的风电设备产业集群。建设白城风电设备产业基

地，推进长春、吉林风电配套设备产业发展。支持风电设备制造龙头企业做优

做强，支持推动３兆瓦以上风电整机研发和生产。加快风电设备配套产业发

展，提高省内配套率。积极探索风电本地消纳和能源转换存储新途径，发展新

型绿色循环经济。 

  （三）积极培育特色装备制造业。 

  １.汽车制造设备。依托我省汽车产业优势，围绕汽车冲压、焊装、涂装、

总装工艺，发展汽车制造专用及成套设备。支持发展悬挂设备、专业夹具、机

械臂、自动化控制系统、机器人工作站、生产线自动导航ＡＧＶ物流设备、汽

车专用大型精密模具、悬架Ｋ＆Ｃ特性试验台等设备。发展基于机器人的汽车

冲压、焊接、涂装、总装自动化生产线，提高汽车制造自动化生产线系统集成

能力，承揽包括设计制造、安装施工、服务培训的“交钥匙工程”，实现服务

于省内外汽车制造设备自主化的战略目标。 

  ２.食品加工设备。发挥我省食品加工产业优势，加快引进国际一流的食品

加工技术与工艺，支持发展自动化、智能化、成套化食品加工、试验、检测和

包装专用及成套设备。重点发展粮食、畜、禽、水产品智能化加工设备及自动

化成套生产线，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积极开拓市场，促进产业发展。 

  ３.制药设备。依托我省医药产业优势，加快发展制药设备。支持我省制药

用水处理设备、罐装设备、灭菌设备、包装设备和检测设备制造企业发展壮

大。加快原料药设备、制剂机械、药用粉碎机械、饮片机械等制造企业的引进

和培育。重点支持发展制药成套设备。 

  （四）着力强化基础配套装备制造业。 

  推进工业强基，在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

工艺以及产业技术基础方面，突破制约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打造一批具备

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专、精、特、新”基础零部件制造企业。模具重点支持

发展汽车钣金件冷冲压模具、内饰件热成形模具、塑料件热塑模具、铝合金件

压铸模具、轨道客车铝型材车身框架挤压模具、冷弯型加工模具等；铸造重点

支持发展大型模具本体铸件、机床床身铸件、风电轮毂底座铸件、发动机铸件



等大型铸件及高效智能压铸岛；锻造重点支持发展大型轴类锻件、发动机连杆

锻件、煤机配件锻件等；其他机械基础件重点支持发展泵、阀门、液压件、紧

固件以及专用刀具等。加强产业技术基础建设，着力突破增材制造等一批先进

制造工艺（技术）和碳纤维等新材料在装备制造领域的应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支持和推动装备制造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鼓励现有装备制造企业技术中心
提升能力、创建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围绕基础共性技术研发和公共技术服

务，鼓励省内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建设一批省级公共技术研发中心。围绕促进

科研成果转化和新产品试制投产，鼓励行业大型骨干企业联合省内科研机构和

高等院校建设一批行业中试中心。推动吉林大学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吉

林大学机械精度设计实验室、长春光机所应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省内科技

资源向社会开放，促进技术资源市场化。支持“产学研”合作，引导科研院

所、高校与企业围绕科研成果转化与技术难题公关开展创新合作。鼓励轨道交

通、农机等装备制造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组建战略联盟，促进全产业

链协同创新。支持企业化的科研单位率先享有科技成果处置权，通过股权、期

权激励等方式，充分调动科技创新人员的积极性，加快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步

伐。 

  （二）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集中资金加大对骨干企业、主导产品的扶持力度，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支持装备制造企业节能、节水、节材技术改造，主动提前淘汰高能耗、重

污染、安全隐患多的低端落后产能。加快行业技术、工艺与装备水平改造，实

现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生产。加快对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的技术改造，促

进市场细分与专业化分工，提高行业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加快对重点企业制

造与服务融合能力的技术改造，通过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与“交钥匙”工程实现

产品增值，促进企业由加工制造型向服务制造型转变。围绕推动装备制造业转

型升级，谋划一批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全力抓好长客股份公司高速动车组检修

基地、长客装备搬迁、长拖农业机械装备生产基地、四平奇瑞农机产业园、长
春航空科技产业园、四平航空工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高我省装备

制造业“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协同制造、服务制造”水平。 

  （三）加快产业集聚。 

  围绕轨道交通装备、农机、卫星及应用、风电设备等产业链配套体系建

设，引导装备制造企业集聚。加快企业“退城进区”步伐，加强对产业链关键

配套环节的市场培育与技术引进，加快提升重点产品配套能力，提高省内配套

率，满足省内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和重点产品的省内配套需求。加快推进特色装

备工业园区建设，重点培育和打造长春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区、长春九台农业

机械装备制造产业园、长春高新区智能装备工业园区、松原市宁江区雅达虹石
油配套机械加工园区等省级特色装备工业园区。鼓励装备工业园区争创省级以



上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依托产业园区

和产业链配套体系，重点培育和打造十个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依托我省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谋划一批装备制造招商引资项目，采取网
络招商、品牌招商、委托招商、专业队伍招商等形式，吸引国内外装备制造企

业来我省投资合作。重点围绕轨道交通装备、卫星及应用、航空设备、农机、

环保设备、工程机械、食品加工设备、制药设备等产业，加快对国内外大型装

备制造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的引进，加大针对国内外知名科技研发机构的 “招
商引智 ”力度，通过对重点产品和关键技术的引进与合作，加快我省高端装备

产业培育与传统装备产业提升步伐。加强与央企合作，争取央企重大项目在我

省的布局。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支持政策可“一事一议”。 

  （五）鼓励企业兼并重组。 

  支持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跨行业、跨地区和跨所有制重组，通过多种途径培
育一批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产业竞争

力。鼓励长客股份公司等有实力的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并购境外先进装

备制造企业和科技研发机构，或在重大项目、产业链延伸、研发能力、营销网

络等方面开展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通过加快对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在市

场竞争中抢占制高点。 

  （六）促进军民融合。 

  发挥我省重点军工企业先进技术装备优势和科研院所的军工技术优势，大

力发展民用航天、民用飞机等军民结合型装备制造产业，加快“军转民”步

伐。重点抓好长春航空科技产业园、兵器装备新能源产业园、兵器东北工业集

团产业园、吉林航空装备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推进省内院校、科研院所积极参

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鼓励和支持装备制造企业以各种形式参与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国防科技工业投资建设、军工企业改组改制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加

快“民参军”步伐。重点推进激光技术、光机电一体化技术、轻质合金新材

料、高分子材料等优势技术与产品在军工领域的应用。 

  （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进一步加大财税、金融、保险、担保、人才等方面对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力

度。各类省级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向装备制造业倾斜。对符合税法与政策规定的

装备制造业技术产品研发、技术转让、行业标准制订、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进

口、产业孵化基地建设等给予优惠税收政策支持。鼓励引导各类金融、投资机

构加大对装备制造业的资金支持力度。落实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相关

政策，建立我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奖励机制和保险补偿机制，推进

我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鼓励担保公司开展应收账款、知识产

权、新产品订单等权利质押担保业务。支持装备制造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



券。落实我省有关人才政策，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紧缺技能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 

  （八）加强行业统计和运行调度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装备制造业行业统计工作，建立覆盖全面、标准统一、真实准
确、信息共享的行业统计体系。按照国家行业分类标准，强化企业入统管理，

完善统计部门与行业管理部门统计信息沟通协调机制，构建统计信息共享平

台。建立完善装备制造业运行调度体系，加强对全行业、各产业、重点企业及

主要产品的运行调度，做好动态分析和发展预测，为行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九）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区、各部门要围绕支柱产业建设做好统筹规划，制定出台加快装备制

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装备制造重大项目，在规划、土地、环保、金融、财

税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各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积极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切

实加强领导，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要加强各类
行业协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服务与监管作用，促进全省装备

制造业加快发展。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