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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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到2027年，工业、
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
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年增长25%以上。

记者注意到，风电光伏等
电力相关领域被纳入《行动方
案》设备更新的范围。

电力行业推动设备更新有
何意义？对于电力市场而言，
如何乘势而上把握此次政策机
遇？哪些城市在本轮行动中更
具优势？

我国设备更新需求很大

实际上，《行动方案》已经
筹备多时。去年12月，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要以
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
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今年2月
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再次强调，实行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将
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既利当
前、更利长远。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逐步
落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郑栅洁此前在十四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
表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国
务院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大局作
出的重大部署，既能促进消费、
拉动投资，也能增加先进产能、
提高生产效率，还能促进节能
降碳、减少安全隐患，既惠民、
又利企，一举多得。这是一个
重大利好。

“以设备为例，去年，中国
工业、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投
资规模约4.9万亿元，随着高质
量发展深入推进，设备更新需
求会不断扩大，初步估算将是
一个年规模5万亿元以上的巨
大市场。”他表示。

在实施设备更新行动方
面，《行动方案》明确，“大力推
动生产设备、用能设备、发输配
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造”。
在实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方
面，《行动方案》提出，“在风电
光伏等新兴领域探索开展再
制造业务”“加快风电光伏、动
力电池等产品设备残余寿命评
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
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在
实施标准提升行动方面，《行动
方案》提到，“完善风力发电机、
光伏设备及产品升级与退役等

标准”。
“大力推动发输配电设备

的更新和技术改造，这将为电
力行业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更新
机会。发输配电设备上游相关
的产业众多，可以进一步拉动
电气设备、金属冶炼等多个工
业行业的需求。”厦门大学管
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助
理教授吴微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能源产业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落脚
点。对于部分技术水平较落
后、使用年限较长的风电和光
伏存量机组，可以通过再制造
技术进行翻新，以实现资源的
有效利用。

北京艾文智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首席投资官曹辙向中国
城市报记者分析，一方面，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需求的增长，
将为设备制造商和工程技术服
务商提供市场空间。另一方
面，产品设备残余寿命评估技
术研发和梯次利用，为循环经
济和绿色产业带来发展契机。

电力行业迎来新发展机遇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行动
方案》将电力相关领域纳入范
围有何考量？

吴微告诉记者，电力行业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
其安全、稳定、高效、清洁化发
展对于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效
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最近10年以来，我国光
伏、风电等领域技术进步十分
迅速。太阳能电池组件成本从
2012年至今下降了90%以上，
同时发电效率也有很大的提
升；风电经过风机大型化发展，
成本降幅在70%以上。然而，
新技术应用和替代往往需要较
长的时间，目前在运的存量设
施中还有着大量的早期产品。

而通过完善风力发电机、光伏
设备及产品升级与退役等标
准，加快风电光伏等产品设备
残余寿命评估技术研发，有序
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
利用，不仅可以提升能源电力
系统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可以
促进高质量的投资，推动电力
行业产业链上下游的升级和转
型，提升我国电力装备制造业
的国际竞争力。”他说。

“大规模设备更新有助于
提高电力设备的运行效率和稳
定性，降低故障率，确保电力供
应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曹辙
表示，同时，以旧换新行动有助
于推动电力行业技术创新，提
高清洁能源占比，促进绿色低
碳发展。实施回收循环利用和
梯次利用行动可以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降低能源成本。完善
相关标准有利于规范市场秩
序，提高产品质量，为电力行业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电力市场建设一直稳
步推进，但是为什么这个行业还
存在堵点？吴微认为，设备更新
和技术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而电力行业相关领域的设备
规模庞大，更新成本较高。

在这方面，《行动方案》提
出，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
把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循环
利用项目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
等资金支持范围。

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大规
模设备更新政策的推出，《行动
方案》将为电力行业带来新的
市场机遇。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国务
院推出大规模设备更新计划，
大力推动生产设备、用能设备、
发输配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
造。电力设备板块的设备更新
及改造将以节能减排和数智化
建设为切入点，一是火电设备
的改造和建设，聚焦锅炉管等
需求；二是配网升级改造，重点

关注低效能配电变压器更新升
级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多中低压
设备加速能效升级；三是电机
节能改造，重点关注变频器等；
四是国网智能化目标下的智能
电表需求。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
智库专家洪勇对记者表示，《行
动方案》的实施将带动电力设
备制造和服务市场的巨大发展
空间，包括但不限于新型发电
设备、智能电网设备、储能设施
的生产销售与升级替换服务。
同时，也会催化出更为完善的
循环经济市场，如二手设备交
易、报废设备回收利用、关键零
部件再制造等领域都将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

上游装备制造
和下游应用有望受益

降低能耗、减少排放是本
轮设备更新政策的重要方向，
电力是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行
业之一。《行动方案》在总体要
求中提到，“促进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当前我国电力行业正在
经历一轮大范围的清洁升级与
绿色转型过程，这与本次《行动
方案》提出的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主题匹配。推动
《行动方案》的落地就是要利用
这一主题上的相容，解决包括
资金、需求等在内的一系列困
难。”吴微说。

对于《行动方案》在电力
行业落地实施的着力点，曹辙
认为，这需要强化政策引导，
加大资金投入，支持重点技术
研发和产业化。同时，推动电
力设备制造企业、运营商和科
研院所加强合作，加快技术创
新。建立健全回收利用体系，
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并
完善相关法规和标准，规范市
场秩序。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2024
年促进投资和消费的重要抓
手，本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将拉
动地区经济发展。

在曹辙看来，三类城市具
有设备更新的基础：一是新能源
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如风
电光伏设备制造、研发和运维等
方面的优势；二是科技创新能力
较强的城市，如拥有高水平科研
院所和高校，便于推动技术研发
和产业化；三是政策支持和配套
设施完善的城市，如给予企业税
收优惠、用地政策等支持，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

吴微坦言，随着举措落实，
电力行业上游装备制造和下游
应用的产业均会受益。中国新
能源设备制造产业主要集中在
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这些区
域内部经济联系紧密，产业链条
完整。《行动方案》的实施能够促
进区域内部产业协同发展，提升
整个城市群或都市圈的产业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锂电材料主要集中
在四川、江西等省份，光伏硅料
主要集中在云南、内蒙古、宁
夏、新疆等省份。《行动方案》通
过推动新能源设备的更新换代
和高效利用，将刺激对上游材
料的需求增长，为材料供应地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地区
可以通过延伸产业链、提高材
料加工深度等方式，实现从单
纯的原材料供应商向综合服务
提供商的转变，增加产业链条
的附加值。”他说。

此外，中国三北地区和东
南沿海的新能源发电潜力较
大。吴微认为，《行动方案》中
提到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措
施将直接促进新能源发电领域
的发展。这意味着风电、太阳
能等新能源发电项目将得到加
速建设或升级改造，提高发电
效率和可靠性，从而更好地利
用当地丰富的新能源资源。

江苏扬州：
高空验收清洁能源大动脉

近日，在位于江苏省扬州市

的±200千伏少游换流站现场，江

苏省送变电有限公司施工人员正

在对变电站和线路设备进行验收

消缺，全面检查施工工艺，确保工

程以“零缺陷”的状态投运。据悉，

该工程是我国首个“交流改直流”

输电工程，投运后可将苏北的绿色

清洁能源直送苏南地区，更好助力

地方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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