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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机械

装备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

（2009－2011年）的通知 

 
(锡政发〔2009〕143号) 

  各市（县）和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

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无锡市机械装备业调整与提升行动

计划（2009－2011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七月十三日  

  无锡市机械装备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

（2009－2011年） 

  机械装备产业是制造业的龙头，是为国民

经济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我市

机械装备产业经过10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门类

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产业体系，

在支撑和带动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增加就业、



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

增强机械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兼

并重组和产品更新换代，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根据国务院和省《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

划》，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无锡市机械装

备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2009－2011

年）》。 

  一、发展现状 

  机械装备产业是我市名副其实的支柱产

业，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产业规模行业领先。我市机械装备

产业具有较强的制造和配套能力，近5年来总产

值平均以25.8%的速度递增，2008年，完成工业

产值3185.7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31％，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3044.8亿元，比上

年增长14.5%；实现利润207.1亿元，比上年增

长21.3%，在全省同行业名列第一。 

  （二）引进外资成效显著。通过与博世、

富士、通用电气、西门子、住友、卡特彼勒等

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合资合作，集聚了一批市场

信誉度较高的知名企业，形成了一批市场占有

率高的机械装备产品。 

  （三）创新能力逐步提高。加快以企业为

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建立了国家级、省

级机械装备制造企业技术中心共21家。开发风

力发电大型精密专用设备、新一代电控共轨系

统燃油喷射系统以及达到欧IV排放标准的柴油

机等一批填补国内空白的重大技术装备及高新

技术产品。 



  （四）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快速崛起。随着

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尚德为代表的太阳能

发电装备、以江苏吉鑫和瑞尔竹风为代表的风

能装备、以透平叶片和江苏银环为代表的核电

设备等快速响应，已形成一定产业基础。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

重大变化，装备制造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减弱，

一些长期性、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暴露和激化。

一是自主研发能力薄弱，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重大成套装备和高新技术类产品的技术来源主

要依赖引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比

较欠缺，对引进产品和技术的消化吸收，停留

在掌握已有技术、提高国产化率的层次上。二

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专业化分工不明确。

功能分区及专业化分工不明确，限制了产业配

置效率和区域竞争力的提高；工业园区建设离

集群化要求尚有差距，企业间竞争主要依赖于

低成本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各种优

势。三是产品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及成套设备

研发生产能力不强。长期技术开发投入不足，

缺乏成套设备的研发设计载体和制造能力。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抢抓国家“保

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新机遇，大力实施

“结构优化、技术升级、专业配套、产业集

群”的整体战略，按照“市场导向、政府推

动、自主创新、重点突破”的原则，以提高产

业层次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着力突破一批关

键共性技术，着力培育一批重点企业和重点产

品，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特色优势的产业集群，

淘汰落后产能，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



产业格局重新调整的重大机遇，加强与国际国

内行业领先企业的合作；加大对我市装备制造

业的有效扶持，促进机械装备产业向技术自主

化、制造集约化、产品成套化发展，快速提升

我市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建设国家级的先

进机械装备制造基地。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突出

企业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在优化配置资源

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和政策

扶持，形成合力推进的机制和格局。 

  2．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把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鼓励企业着眼

于前沿领域，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知识产

权战略和标准化战略。 

  3．坚持产业结构调整和深化企业改革相结

合。按照国家产业导向的总体要求，加强与国

家重大专项、重大工程的衔接配套，坚持有所

为有所不为，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管

理体制和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能

力。 

  4．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提升相结合。着力

培育一批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重点集群，努

力在产业升级影响大、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

专用装备、成套装备和重大装备领域取得突

破，带动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等相关配套产

业的整体提升。 

  （三）主要目标 



  总体目标:到2011年，引进和掌握一批机械

装备产业的核心技术，开发一批技术水平国内

领先、国际先进的重点产品，提升一批具有特

色和知名品牌的产业集群，形成特色产品优势

突出、专业化协作分工合理、配套相对完备的

产业发展格局。 

  ——机械装备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

4850亿元左右，占全市工业比重有所提升，年

均增长15%以上。引进和培育一批拥有自主产

品、有较强竞争力、规模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的百亿企业。 

  ——形成30个以上具有自主设计和自主制

造能力的国家级、省级企业研发机构（国家

级、省级技术中心），重点骨干企业的研发投

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3.5%以上，新产品销

售率力争达到40%，主导产品升级换代，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大幅增加，自主创新

能力在若干领域取得标志性突破，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重点培育50家机械装备制造优势企业

及较强成套能力的工程公司，形成一批集工程

设计、产品开发、设备制造、工程成套和技术

服务为一体、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

团，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占有率在同行业

领先的“小巨人”企业。 

  ——依托区域优势，突出地方特色，培育

新型电力装备、汽车动力及零部件、环保设

备、电线电缆、船舶设备、机光电产业、轨道

交通等一批创新能力、市场占有率具有竞争力

的产业集群。 

  三、主要任务 



  选择一批对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

著效果，对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有积极带动作

用，能够尽快扩大自主装备市场占有率的重大

技术装备和产品作为重点，加大政策支持和引

导力度，实现快速发展。 

  （一）加快发展10个重点领域。 

  新型电力装备。重点发展清洁高效发电设

备、余热锅炉、电站环保设备、洁净煤燃烧技

术（IGCC）、高参数阀门、叶片等产品。着重

发展太阳能发电设备、风力发电设备、核电配

套设备、生物质能源利用设备等。加快发展高

压、超高压成套设备和智能型电器、电线电

缆、断路器和全封闭组合开关等输变电成套设

备。开发应用变频变压调速技术、特种电机、

特种工业锅炉、电站锅炉、高压交直流特高压

输变电设备、新型节能型导线（碳纤维复合导

线）等。 

  汽车动力及零部件装备。重点发展汽车、

工程装备用柴油机、船用柴油机、农机新型动

力装备、混合动力、汽车尾气后处理系统等。

加快发展柴油发动机、轿车电喷发动机、电喷

系统、涡轮增压器、喷油器、燃油共轨系统等

设备。 

  数控设备。重点发展多轴联动加工中心、

数控精密磨床、数控精密锻压设备、数控电火

花机床、数控齿轮加工设备、数控切割机、新

能源成套装备等产品；加快发展数控系统及高

档刀架、刀库、直线导轨、高速高精度滚动元

件等相关功能部件。 

  环保设备。重点发展城市污水、污泥处理

设备、工业废水处理及循环利用设备、垃圾焚



烧设备、大型环保工程成套技术；烟气除尘脱

硫设备、气力输送设备、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

设备；固体废弃物、危险废物综合处理及环境

在线检测等环保装备。 

  轨道交通装备。重点发展高速、重载铁路

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所需关键技术及产品，开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牵引传动控制系统、轨

道交通地面关键装备、轨道交通信息控制系

统；加强对电气总成及电源、车门、通信、空

调、轨道交通站配套设施等系统的研发和配

套。 

  船舶设备。重点发展新型集装箱运输设

备、大型远洋货运设备、万吨级船舶制造、民

用游艇等, 加快发展船用柴油机、齿轮箱、锚

链、螺旋桨、甲板机械、通讯导航等船用配套

装备。 

  自动化装备。重点发展高精度、高可靠性

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和关键精密测试测量、分析

仪器，高性能传感器、工业机器人、智能化仪

表、精密检测、计量仪器和新型仪表元器件及

材料；加快发展在线检测、数据采集和远程终

端控制系统、现场总线技术的主控装置和智能

化仪表、长寿命电能表、电网管控系统、重大

装备分散型控制系统。  

  通用及工程机械。重点发展中央空调、压

缩机、风机、泵、道路用工程机械等。着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