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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赛迪智库发布特稿

《202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形

势展望》。赛迪智库表示，装备

制造业是工业稳增长的“压舱

石”，其发展态势对工业具有重

要影响。

赛迪智库指出，2024年我国

装备制造业整体运行良好，有力

支撑工业稳增长大局。赛迪智

库研判，2025年，装备制造业面

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

整体上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其

中，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船舶等

细分领域将延续高景气度。同

时，行业发展面临需求不足、经

营压力增大等不稳定因素及风

险，仍需从供需两侧出发，瞄准

高质量发展，在政策、产业链、生

态上协同发力，推进行业实现平

稳增长。

2025年行业保持高景气态势

在供给方面，“两新”政策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有力支撑装备制造业生产

供给稳步增加。从增加值看，

2024年，各地区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

持续落地显效，装备制造业加速

恢复，增加值同比增速连续15个

月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2024
年10月份同比增长6.6%，高出工

业 1.3 个百分点，有力支撑工业

稳增长大局。2024年1-10月，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的比重达 34.0%，“压舱

石”作用不断凸显。

从产品产量看，在汽车报

废、置换更新补贴等以旧换新政

策的带动下，2024年10月新能源

汽车产量增长 48.6%，增速创

2023年5月份以来新高。在设备

更新政策等因素带动下，2024年

10月农产品加工专用设备、挖掘

铲土运输机械、包装专用设备等

装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54.5%、

28.4%、19.2%。展望 2025年，设

备更新政策将继续从供给端发

力，鼓励和推动工业领域的落后

低效产能出清，依托超长期特别

国债资金，持续支持企业开展工

艺更新、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促

进产业向“新”向“绿”发展，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整体供

给效能，预计2025年装备制造业

生产总体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需求方面，内需稳步向好，

外需贡献显著。从内需看，自

2024年 2月起，设备工器具购置

投资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24

年 1-10月同比增长 16.1%，增速

比 2023年同期快 9.5个百分点，

极 大 拉 动 装 备 制 造 业 内 需 增

长。从外需看，2024年 1-10月，

装备制造业出口货值达 9.2万亿

元，占工业出口比重超七成，出

口增速为 3.1%，保持稳定增长。

其中，金属制品、汽车、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仪器仪表行业出口交

货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展望

2025年“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

举措、重大工程项目全面落地见

效，随着存量政策持续显效、增

量政策有效落实、政策组合效应

不断释放，装备制造业内需释放

空间较大。不过外需方面则不

容乐观，预计2025年装备制造业

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回落。

效益方面，整体呈现增收不

增利情况，不同行业间出现分化

态势。从装备制造业整体看，

2024年1-9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2%，利润同比下降 0.2%，呈现

出营业收入增长利润下滑的现

象。展望2025年，考虑到货币政

策仍具备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加

之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

利好释放，预计装备制造业所面

临的资金流动性压力及税费压

力或将有所缓解，效益表现有望

迎来积极转机。

需要关注的问题和建议

首先，需求恢复不及预期。

从全球经济景气度看，全球经济

恢复的不稳定特征有所显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10 月份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预测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持续放

缓，增速预计为 3.2%。多数经

济体实现了温和的经济复苏，

但所面临的变数和风险却日益

增多。从我国需求层面看，经

营主体普遍反映需求不足。据

相关专项调查显示，订单短缺

问题愈发突出，反映存在订单

不 足 问 题 的 企 业 比 例 持 续 上

升。

其次，企业经营压力不断

增大。一是产业内卷加剧，装

备产品价格延续下行态势。汽

车、机床、机器人、光伏等行业

反 映 内 卷 加 重 、价 格 竞 争 激

烈。光伏行业的硅料、硅片、电

池片和组件端等环节价格全线

大幅下跌。二是资金周转压力

加大，应收账款和企业库存持

续攀升，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

扩产意愿。展望 2025 年，装备

制 造 企 业 面 临 更 加 复 杂 的 挑

战，未来在投资和扩产等方面

持更加审慎的态度。

对于 2025 年我国装备制造

业发展，赛迪智库建议，一是扩

内需、稳外贸，拉动装备制造业

有效需求增长。包括持续推动

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加

大力度以场景化方式推动智能

工厂建设；积极响应共建“一带

一 路 ”倡 议 和 RCEP 框 架 协 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等。二是补短板，育新板，推动

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包括

强化自主创新，推进重大技术

装备攻关工程；加强政策引导，

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加速国产

化替代，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等。三是优布局，施政策，营

造装备制造业良好发展生态。

包括优化产业布局，破解产业

内卷困境；精准施策，助力亏损

企业纾困解难；完善应对机制，

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加强对企

业出口风险的监测和评估，通

过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方

式，帮助企业有效应对美西方的

贸易调查、反倾销、反补贴等，保

障我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合法权

益。

本报讯 近日从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简称“北京亦庄”）

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球首个

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将与 2025北

京亦庄半程马拉松共同起跑。

据介绍，2025 年北京市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北

京 市 将 举 办 世 界 人 形 机 器 人

“一会一赛”。其中“一赛”就是

2025 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

形机器人马拉松。此赛事将由

1.2 万名参加半程马拉松比赛

的选手和 20余家全国人形机器

人企业代表队参赛，在 21.0975
公里的赛程上，参赛选手与人

形机器人将沿清丽秀美的凉水

河，跨过北京亦庄“地标”文博

大桥，奔跑在网红打卡地泡桐

大道，演绎北京亦庄“科技+运

动”潮流新风尚。

据悉，人形机器人马拉松

将邀请全球机器人企业、科研

院所、机器人俱乐部、高校等创

新主体的人形机器人参赛。根

据要求，参赛机器人需具备人

形外观和可实现双足行走或奔

跑等动作的机械结构，不包括

轮式结构。参赛机器人全尺寸

组身高在 0.5-2 米之间，髋关节

到 足 底 最 大 伸 展 距 离 不 小 于

0.45 米，可以采取手动遥控（包

含半自动）或完全自主方式控

制，比赛过程中可更换电池。

2024 年 11 月，北京亦庄发布了

人形机器人参赛召集令，报名

时间将于今年 2月底截止。

据了解，此次赛事全程参

加“半马”比赛的企业，将根据

综合评分评选出冠亚季军及完

赛奖。此外，参赛机器人在不

更换电池的情况下奔跑距离最

长者获最佳耐力奖；在短中长 3
个测速区中速度最快的参赛机

器人分别获最快速度奖；比赛

期间获公众号投票最高的机器

人将被授予最佳人气奖。

据介绍，人形机器人参与到

马拉松赛事已不是第一次，2024
年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天工”

机器人在起点和终点为选手“加

油打气”成为赛事的一大亮点。

据悉，作为北京市重要的

机器人产业集聚地，截至目前，

北京亦庄已拥有机器人生态企

业 140 余家，产值规模近百亿

元，约占北京市总量的 50%，形

成从核心零部件、整机到应用

的机器人全产业链体系。整机

方面，汇聚了以小米机器人、优

必选为龙头的一批人形机器人

企业；零部件方面，高精度减速

器、伺服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产

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产业空

间方面，高水平建设北京市机

器人产业园（亦庄），挂牌北京

市唯一的类人机器人未来产业

育新基地，提供超 25 万平方米

产业空间；基金赋能方面，目标

规模 100 亿元的北京机器人产

业发展投资基金已落地于此，

重点支持机器人本体、产业链

零部件、产业链创新应用发展。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北京亦庄

将 聚 焦 具 身 智 能 前 沿 技 术 攻

关、高端人形产品产业化、一流

创新生态培育等方面，谋划出

台机器人专项支持措施，进一

步优化升级产业空间，完善检

验检测、柔性制造等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全力推动人形机器

人产业创新发展。 刘琴

2024年北京
亦庄半程马拉松
上，“天工”机器
人与选手一起跑
过终点。

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将与运动员共跑“半马”

北京亦庄供图北京亦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