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吉林省加快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
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吉林省加快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吉林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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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加快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方案》（国发〔2024〕7 号）和《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

方案》（工信部联规〔2024〕53 号）文件精神，抢抓政策机遇，

加快推动全省工业领域设备更新，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方

案。

一、工作目标

到 2027 年，全省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50%以

上，重点实现“两提升一优化”目标：

——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重点支持制造业“智改数转”示范项

目 1000 个，培育数字化转型服务商 150 家，建成 2 家“灯塔工厂”、

120个省级以上智能制造示范工厂、3家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分别超过 90%、75%。

——装备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实施“链主”企业牵头的项目群

攻关项目 5 个，新增研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150 个，累计推

广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100 个，建成装备水平较高、产业链基

本健全的“大装备”集群。

——绿色安全发展持续优化。重点行业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

基本退出、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基本达到节能水平，创建省级以上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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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工厂 200 个、绿色园区 5 个、绿色供应链 25 个，实现石化行业

老旧生产装置更新 60%以上，民爆企业全部完成设备升级改造。

二、工作举措

（一）加快推进制造业“智改数转”。深入实施制造业“智改数

转”行动，建立试点示范项目库，引导企业加快实施设备更新和技术

改造项目。遴选优质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分行业为规上工业企业

进行免费诊断服务，“一企一策”制定改造方案。建设一批国家级、

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数字化示范车间。推动产业集群头部企

业和产业链“链主”企业延链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深化二级节点

推广应用，推动企业上云用平台。（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

（二）加快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推动企业加

快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制造，动态更新《首台（套、批

次）产品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及时将具备创新性、突破性、先

进性的装备整机（含系统）、核心零部件等产品纳入目录。引导

国企、事业单位扩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采购，支持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平等参与企业招标投标活动。（责任单位：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三）加快绿色生产设备推广应用。加强对重点用能企业节

能目标监督管理和技术支持，推动锅炉（窑炉）煤改电（气）、

重点用能设备换新升级和余热余压利用。积极推行绿色制造，完

善绿色制造体系，引导龙头骨干企业创建绿色工厂，通过典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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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带动生产模式绿色转型。推动优势企业实施绿色伙伴式供应商

管理，将绿色工厂纳入合格供应商，采购绿色产品，构建绿色供

应链。修订一批能耗限额地方标准，推动制定工程机械、轨道交

通、农用机械等标准。（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四）加快先进适用安全设备推广应用。加大安全装备在重

点领域推广应用，推动安全应急监测预警、消防系统与装备、安

全应急智能化装备等升级改造，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石化

行业加快淘汰更新安全风险隐患大的老旧生产装置。支持符合条

件的民爆企业对工业炸药固定生产线、现场混装炸药生产系统、

工业雷管生产线及石油射孔弹生产线等进行升级改造。（责任单

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五）加快推进“大装备”集群建设。深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

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两大工程，引导“链主”企业围绕数字化转型、

智能化升级、节能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等方向，带动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深度对接合作，提升电气设备、智慧农机、换热器等装备全国范

围供给能力。支持碳纤维、高性能铝合金等行业与新能源汽车、

先进轨道客车、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协同发展。（责任单位：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六）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积极争取我省符合条件的设备更

新项目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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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申报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和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利用省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重点支持工业领域“智改数转”，带动企业开展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精准落实企业购进设备、器具加速折旧，购置环境保

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额抵免等优惠政策。（责

任单位：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

（七）加大金融和要素支撑。组织开展银企对接活动，引导

金融机构积极运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金融

支持。鼓励金融机构结合企业科技创新、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等

融资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

度，力争全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对

不新增土地、以设备更新为主的技术改造项目，推广承诺备案制，

简化前期审批手续。（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本工作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政策有效期至 202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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