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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业研究】

甘肃省装备制造业振兴与发展问题的一些思考

●陈剑虹
（兰州理工大学�兰州　730050）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在工业强省方针的引导下�甘肃省装备制造业开始复苏和振兴�本文论述了甘肃省经济发展的整体态
势及兰州市发展装备制造业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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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甘肃省经济发展整体态势
1．1　 “十五 ”期间
1．1．1　工业强省
2001年甘肃省经济发展重点实现从农业向工业的战略性转

移。2002年中共甘肃省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明确提出 “工业强
省 ”的战略。当时财政收入的构成中工业高达70％。因而在甘
肃省粮食自给后�经济要进一步发展�生活要进一步富裕�选择
“工业强省 ”�实现经济发展重点从农业向工业的战略转移是完
全必要的。

1．1．2　 “十五 ”甘肃工业发展战略
发展的支柱是基础原材料的高新技术扩能。原因：（1）资源

优势 （2）产业基础 （3）技术水平。
从技术支撑、科技资源、经营理念等生产要素看�当时不可

能把高技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当时也不具备条件把要求

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竞争激烈的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
1．1．3　 “十五 ”发展结果
甘肃省 ＧＤＰ从 2000年的 1053亿元发展到 2005年的

1934亿元�增加近90％。工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328亿元、占
ＧＤＰ的31．11％�上升到 2005年的 685．8亿元�占 ＧＤＰ的

35．46％。这些指标说明�“十五 ”期间是甘肃经济发展最好的五
年�也说明产业层面的两个战略选择即 “工业 ”、“原材料高新技
术扩能 ”是正确的。

但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制造业相对比例下降了�从 2000年
的29．1％下降到2005年的19．6％�原材料产业所占比例从2000
年的48．73％增加到2005年的69．69％。

1．2　 “十一五 ”的态势
1．2．1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2006年甘肃省 ＧＤＰ突破 2000亿元�达 2276亿元�增加

10．3％。其中工业增加值达868．1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774．2亿
元 ）�增长26．6％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8．55％ ）。

1．2．2　 “十一五 ”的主要发展板块仍然是基础材料业
2006年原材料产业仍然迅猛发展�增加值从2000年的419亿

元增加到甘肃省2006年的499亿元�增加近20％。这是由于面对
发展中的困难�材料业采取了措施：（1）原材料多元化从外省、国
外进口；（2）提高本身技术�消化外部原料升值；（3）提高产品附加
值�如不锈钢、羰基镍、镍基功能材料；（4）延伸加工链�如铝板、铝
箔、熔铸铝坯、200万吨碳钢薄板轧制；（5）实施企业兼并。

1．2．3　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严峻挑
战

（1）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因为占工业 70％的基础材料产
业不可能长久地持续发展。

（2）从国家层面看�生产要素升值、资源环境压力原来大多
隔离在政府层面�现在开始通过经济信号、法律�向社会、企业释
放 （对甘肃影响最大的是铝产业 ）。

（3）国家要求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单位
ＧＤＰ能耗及排污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2．4　为了实现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甘肃
省提出五个工业板块

（1）传统优势产业 （主要是原材料产业 ）仍然要继续做大做
强；

（2）材料产业要开发下游产品�延伸加工链�形成一般制造
业；

（3）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产
业；

（4）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5）发展农产品加工、轻工业、生物制品业。
包括了现代制造业的三个组成部分：一般制造业�装备制造

业�农产品加工、轻工业、生物制品等制造业。
首先是把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放在突出的地位。
国家在 “一五 ”期间和 “三线 ”建设期间在甘肃制造业上曾

有大量投入。兰州石油化工机械行业和天水电气、机床�电子产
业是机械部和信息产业部的重点产业区�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
是20世纪60年代亚洲最大的石化设备厂。

但20多年来投入比率逐年下降�制造业投资额占工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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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30％左右下降到90年代末的不
到10％。技术改造费用也从1955年2．5亿元降到2000年的1．6
亿元�2002年的1．24亿元。在本世纪初�甘肃省的制造业处于
产品落后、设备陈旧、竞争乏力的状态。

21世纪以来�在工业强省方针的引导下�甘肃省制造业开始
复苏和振兴。在企业改制方面�三年来投入120亿元�40万的企
业职工进行身份转换�企业改制任务基本完成�为企业解决了长
期困扰的包袱。

2007年甘肃省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行动计划�列出了多项
政策和经济上支持�每年省财政拨款2000万元用于装备制造业
技术改造专项。省上也提出了工业院校首先要培养装备制造业
方面的人才。

“一五 ”期间建设的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三线 ”建设搬迁
的电气、电机、电子产业中部分企业享受 “三线 ”搬迁待遇�并在
体制、机制改革上取得重大进展。

优势产业得到长足进步�涌现了一批优秀企业家�形成一定
的设备支撑�掌握了核心技术�占领某些领域的市场。

从2001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为 244162万元增加到 2006
年的484044万元�六年间增加了一倍�平均年增长率大于15％。

可以说甘肃装备制造业正处于一个振兴的机遇期。
装备制造业以平均接近15％的速度增长�但由于材料业发

展速度更快�装备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仍在逐年下降。
从2001年的7．64％下降到2006年的6．25％�预计其占工业增
加值的比例在 “十一五 ”期间不会突破10％�因而单靠装备制造
业的振兴来实现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不够的。

甘肃省最近提出为传统优势材料产业开发下游产品�延伸
产业链�形成一般制造业�如计划30万吨铝板�5万吨铝箔等项
目。如果占工业70％的原材料产业向制造业实现20％的转变�
即有14％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凭借甘肃省的科技力量和原有
的产业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生物�农产品加工等产业。

这就是甘肃省制造业的整体格局。
2∙对兰州市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建议
2．1　兰州市四个制造业板块都有一定基础�因而应该把眼

光放在整个现代制造业上

开发石油化工、金属原材料的下游产品�形成一般制造业。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突出重点振兴装备制造业。
继续发展农产品加工、轻纺工业及生物制品。
2．2　要着力于材料加工产业�依托材料产业开发下游产品

形成一般制造业

（1）兰州市有钢、铁合金、石油化工产品 （乙烯、橡胶等 ）、铝
及镍功能材料等门类齐全、丰富的原材料�因此开发其下游产品
有充分的原材料基础 （如众邦电缆 ）。

（2）兰州市一些新兴产业如汽车制造业需要大量的配件�因
此可充分利用本地材料资源形成汽车材料及配件基地�就近满
足市场需要。

2．3　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
2．3．1　当前一方面要继续优势企业的改革和解困�另一方

面要扶持引领产业形成产业集群

（1）发展石油化工机械集群；

（2）扶持新兴汽车�风力发电集群；
（3）形成低温真空、表面工程、半导体材料加工集群；
（3）服务军工制造集群；
（3）由企业提供配套产品向产业集群提供成套设备发展
2．3．2　为形成兰州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建立必要的平台
（1）共性生产基地如铸件、锻件、钣金工等基础技术平台；
（2）化学分析、材料表征、机械测量等检测平台；
（3）科技信息及研发平台；
（4）工程师及技术工人人才培养基地；
（5）金融平台；
（6）产学研对接�联合机制和规则。
2．3．3　加强技术创新
（1）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

创新体系�解决 “技术创新主体错位 ”的问题。要有一个研发基
地 （基本测试、研发设备 ）�具备进行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在核心技
术上集成外部相关技术的能力。有一支对企业技术前沿清晰�
对自己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清晰�对所需集成的相关技术清晰�
从而可以组织产学研联合技术创新的企业技术团队。有技术创
新的动力和支持创新的必要的资金。

（2）建立一个以产业技术需要出发�组织产学研联合攻关�
成果回归产业的技术创新运行机制�解决技术创新 “来源不正 ”
的问题。政府层面应该由发改委提出今后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
支撑�由经委提出当前产业运转所需的技术支撑�由发改委、经
委、科委三部门联合组织重大项目攻关�有一个统一的技术创新
领导机制�使得政府在技术创新中起主导作用。企业层面由企
业提出前沿技术�当前核心技术及要集成的相关技术中的攻关
问题�组织产学研攻关�成果自然回归企业。

2．3．4　整合中央、省、市产业及科技创新资源
中央在甘肃省有兰石所、特种电源所、510所、化物所、近物

所等。省属有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机械研究院、化工
院、兰石厂、兰通厂、电机厂、计算中心 （4000亿次大型机和各种
软件 ）、瑞德公司等。市属有真空设备工厂、机床厂、高中压阀门
厂等。军工企业有兰州的河北三厂等。

政府要引导制定产学研联合的机制和规则组织专题协作会

（如机床、换热器、真空 ）�为事业单位和企业实现对接�来凝聚力
量�促成合作。

2．3．5　把创新的着力点放在以信息化带动制造业上
提升企业管理、设计、加工、物流的信息化水平�如从几何

ＣＡＤ提升到拓扑ＣＡＤ�进一步发展到功能ＣＡＤ。
提高产品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水平�逐步开发信息化、智能

化、网络化的产品�如为电机、机床配套控制系统。
建立和应用基于计算、模拟的工业科学。
2．3．6　着力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由工科院校培养五年制装备制造业工程师由需要单位、人

事部门和院校协商五年制毕业生的待遇。
培养理论分析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计算模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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