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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 珂

6月5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京东集
团联合发布数据，2024年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
指数为113.9点，环比回升0.7点。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吴江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总体来看，5月份电商物流延续
稳步向好态势，电商物流总指数创出近6年新
高。后期随着居民耐用消费品置换政策落地
实施，网络购物活动继续处于活跃态势，电商
物流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

从分项指数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

数连续上涨。5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
为129.8点，比4月份回升2.1点。分地区来看，
全国所有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提高，东
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中部地区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

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继续上升。5月
份，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为129.7点，比4月
份回升1.8点。分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地区总业
务量指数均有所提高，西部地区提升幅度最
大，中部地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吴江表示，5月份电商物流供求两端继续
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电商物流总指数连续三个

月回升。从需求端看，“五一”假日期间，户外
运动、旅行装备、外卖餐饮等旅行相关电商消
费快速增长，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
相比去年同期增速接近30%。

此外，物流时效指数稳步提升，履约率、实
载率和满意率指数连续回升。5月份，物流时
效指数为101.9点，比4月份回升0.7点，连续三
个月回升。履约率、实载率、满意率分别回升
0.9点、0.2点和0.4点，电商物流市场继续保持量
增质升的良好局面。

库存周转率指数继续回落，成本指数连
续下降。5月份，受企业备货增加影响，库存

周转率指数较4月份回落0.6点。成本指数较
4月份下降0.6点，经过连续4个月回落后，企
业成本水平已与去年持平，但仍有下降空
间。

在吴江看来，随着“618”年中网购促销活
动到来，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提前预热，促进电
商业务量攀升。在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电
商物流企业不断通过资源整合、科学规划、新
技术应用、数字化改造等方式，提升供给能力
和运行效率，成本指数下降到2023年同期水
平，实载率、满意率、履约率、物流时效等指数
均有所提升。

5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为113.9点 创近6年新高

谢若琳

2023年，全国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达
4.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全社会设备投
资的70%以上。实施先进设备更新行动，既
是政策导向，也是现实需求。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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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
日，国务院发布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到，推动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将有力促
进投资和消费，既利当前、更利长远。

中央企业在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如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所
言，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是推动技术变革和
产业升级的先决条件，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的有力举措，是企业塑造发展优势的重要机
遇，切实增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

通过推动中央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一
是可以拉动投资需求，唤起市场潜在消费需
求；二是有利于提高企业自主可控能力，通过
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助力绿色发
展，提升能效和节能降碳。

从本报记者调研的情况来看，当前中央
企业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一企一策”制定设
备更新工作方案，瞄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加
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实施本质安全水平提升
行动，强化有效供给。

但大规模设备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既要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也要加以必要
的激励引导。调研显示，部分中央企业在进
行大规模设备更新时存在现实困难，比如增
加资本开支对于现金流形成压力、部分老旧
生产线停产影响业务指标等。因此，接下来
亟需政策集中发力，从税收优惠、财政补贴、
金融支持等方面一体化推进，为中央企业的
设备更新需求保驾护航。

设备更新既是政策导向也是现实需求

本报记者 杜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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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即
将满三个月。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是当前
党中央着眼于统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所作出的重大部署。其“利当前”体
现为对投资活力的激发，“利长远”则意在推
动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从而加快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应该说，此时推进大规模设
备更新，是中国经济“提质换挡”大背景下的
深谋远略。

《证券日报》记者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调
研中了解到，目前，已有部分中央企业完成
了设备更新需求摸底工作，且明确了2024
年度准备开展设备更新的具体领域及投资
规模；也有部分中央企业或建立专项工作
统筹推进机制或“一企一策”制定集团层面
设备更新工作方案，再或是召开相关启动
部署会等。

对于这一“年规模在5万亿元以上的巨大
市场”，尽管前景广阔，但记者也在采访中发
现，资金压力、行业标准不健全等问题，同样
制约着中央企业在设备更新方面的推进速
度。而面对资金压力等问题，一系列支持政
策将陆续出台。

大规模设备更新推出正当其时

设备更新行动，并非我国首次实施。
回顾我国设备更新历史，信达证券宏观首
席分析师解运亮表示，1980年以来我国已
经历了4轮完整的产能周期（即指企业产能
和设备投资的周期性调整），目前正处于第
五个周期中。其中，1981年至1990年为第
一个周期，1991年至2000年为第二个周期，
2001年至2008年为第三个周期，2009年至
2016年为第四个周期，2017年以来为第五
个周期。

每一轮产能周期的背后，都印证着中
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摸高”。解运亮还表
示，产能周期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推动作
用。这一方面体现在固定资本形成直接计
入GDP，对GDP增长形成支撑；另一方面，
则表现为固定资本的积累有助于提高劳动
者的生产效率，并使得经济体的供给能力
上升。

“从经济所处阶段来说，当前国内已经
进入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期，叠加外部发展
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
性和必要性均明显提高。”财信研究院副院
长伍超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称，此时推出大规模设备更新正当其时。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也表示，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再次大规模推进设备更
新，显然与中国经济“提质换挡”的内在要

求有关。并且从此次设备更新内容来看，
亦更加强调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即通
过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设备，提升全要
素生产率。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通过创新和技术进
步提高生产效率。从这一角度来说，推动大
规模设备更新也是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
的先决条件。

结合《行动方案》在实施设备更新行动中
所明确的“聚焦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
电力、机械、航空、船舶、轻纺、电子等重点行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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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来看，中央企
业无疑是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重要实施
主体，且被寄予厚望。

“从企业投资用途层面看，投资可以分为
基建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大规模设备更
新，一定意义上是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投
资，加快淘汰落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
高级经济师王绛对记者表示，中央企业承担
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民生福祉、引领我国产业
升级的重要任务，全面实施设备更新既是一
项政治任务，更是促进自身发展、增强核心功
能和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需要。

尽管本轮重点行业的设备更新改造总
体围绕着“节能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
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这五个方向予以
推进，但从紧迫性来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赵辰昕在出席中央企业大规
模设备更新工作推进会时表示：“希望中央
企业‘一企一策’制定设备更新工作方案，优
先选择一批能耗高、排放大、效率低、安全隐
患大的设备尽快更新改造。”国务院国资委
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宏志也强调，中央企业
要加快淘汰超期服役的落后低效设备，加快
节能降碳、老旧化工设备更新改造、清洁生
产改造和工艺革新。

争分夺秒紧抓落实

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2月份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再到3月份国务
院召开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工作视频会。在高层的密集部署以及围绕
这项工作部署的“1+N”政策体系陆续公布
下，作为重要实施主体的中央企业，加快了对
于设备更新工作的推进速度。

“从《行动方案》出台后，尤其是《推动
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出台后，集团

层面就开始全面梳理所属企业工业领域技
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项目。为此，集团
层面还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总经理为
副组长的集团公司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领
导小组，并设立专项统推办公室，坚定信
心、争分夺秒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的
落地实施。”一位来自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的相关管理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
透露，目前，中国化学工程正在加快部署老
旧化工装置更新和技术改造工作，并已初
步摸底了拟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项
目和投资规模。

记者另从某家中央企业集团获悉，在全
面摸排梳理基础上，其计划进行的设备更新
和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额已超100亿元。

机械行业作为本轮实施设备更新的
重要行业，《证券日报》记者从行业代表企
业——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一重”）获悉，其针对超期服役、高能
耗、低效率、本质安全度低的机械类、电器
类等设备，已率先完成了设备更新改造摸
底工作。初步测算，到2027年可更新规模
达15亿元。根据生产需求，中国一重将在
本年度率先开展部分炉窑及输配电设备的
更新改造工作。 （下转A3版）

央企设备更新“一企一策”有序推进 更多支持政策值得期待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 2024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和沪深北交易所 2024年端午节

期间休市的规定，本报2024年6月10日休

刊，6月11日恢复正常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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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杜雨萌）6月5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布消息称，为提升金融支持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质效，助力民营企业更好融入新发展
格局，6月3日至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广东省
深圳市组织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暨扩大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和科技型企业项目融资
现场会。

会议指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是坚持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是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深入理解、不折不
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各方
关切、狠抓政策落实，不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
境，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
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着眼
于统筹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民营经济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
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要持
续完善机制、优化环境、扩大开放，助力民营企
业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

“走出去”中不断发展壮大。要着力营造良好的
货币金融环境，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强化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
的协同，进一步优化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民营
企业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夯基助力。

国家发改委：为民营企业
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夯基助力

图①中国五矿旗下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设备更新的TP烧结炉
图②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子公司中化学装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更新的老旧设备刨边机
图③中国五矿旗下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设备更新的输配电基础设备——变压器
图④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江夏基地正在进行的盾构机再制造生产 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