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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七部门关于印发《湖北省

推动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实施方案》的通知

（鄂经信规划〔2024〕56 号）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省直各相关部门：

《湖北省推动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已经

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北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2024 年 5 月 14 日

湖北省推动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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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为抢抓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重大政策

机遇，根据国务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方案》、工信部《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和我省整体

实施方案，加快推动我省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特制定

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改革，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以

大规模设备更新为抓手，坚持市场化推进、标准化引领、软硬件

一体化更新，以高端化跃升、数字化改造、绿色化转型、安全化

提升为重点，实施新一轮万企万亿技改，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制造强国高地、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筑牢产业支撑。

2024 年，全省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1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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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5％。推进武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建

设，培育一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

到 2027 年，全省工业技术改造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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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占工业投资比重达 45％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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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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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安全水

平明显提升，创新产品加快推广应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高。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先进设备更新行动。

1.加快落后低效设备替代。聚焦工业母机、工程机械、仪器

仪表、农机装备、纺织、电动自行车等生产设备整体处于中低水

平的传统行业，加快淘汰落后低效设备、超期服役老旧设备，以

大规模设备更新推动传统产业制造焕新。重点推动工业母机行业

更新服役超过 10 年的机床或关键零部件等，鼓励开发高档数控

机床、先进成型设备及成组工艺生产线；工程机械行业更新油压

机、折弯机、工艺陈旧产线等，推广采用先进成型和加工方法、

在线检测装置、智能化生产和物流系统及检测设备等；仪器仪表

行业更新精密制造加工、数控加工设备等；农机装备行业更新柔

性剪切、成型、焊接、制造生产技术及装备等；纺织行业更新转

杯纺纱机等设备；电动自行车行业更新自动焊接机器人、自动化

喷涂和烘干设备、电动或气动装配设备等。（责任单位：省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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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发改委、省委军民融合办、省政府国资委，各市州人民政

府）

2.加快高端先进设备应用。聚焦汽车、航空、船舶、光伏、

动力电池、生物医药等生产设备整体处于中高水平的行业，鼓励

企业更新一批高技术、高效率、高可靠性的先进设备，以设备升

级推动新兴产业提质上量。重点推动汽车行业更新高效率径向铆

接机、一体化车身大型压铸机、电动拧紧机、插磁钢机、轻量化

镦压成形线、动平衡机、五轴切削机床等核心装备；航空行业开

展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高等级维修、供应链配套能力等建设；船

舶行业更新切割、成型、焊接等智能生产装备，以及智能制造成

套柔性生产线；光伏行业更新大热场单晶炉、高线速小轴距多线

切割机、多合一镀膜设备、大尺寸多主栅组件串焊机等先进设备；

动力电池行业生产设备向高精度、高速度、高可靠性升级，重点

更新超声波焊接机、激光焊接机、注液机、分容柜等设备；生物

医药行业以临床需求和医工融合为重点进行设备升级，实施萃取

提取工艺技改，更新蒸发器、离心机、新型干燥系统、连续离子

交换设备等。（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改委、省委军民融合

办、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管局，各市州人民政府）

3.加快试验检测设备升级。聚焦石化化工、电子信息、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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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生物医药、船舶、北斗等重点行业和人形机器人、6G 等

未来产业研发突破，加快建设试验检测类服务平台，围绕设计验

证、测试验证、工艺验证等中试验证和检验检测环节，更新智能

检测、电子测量、试验台等仪器设备，提升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

（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改委、省委军民融合办、省科技厅、

省市场监管局，各市州人民政府）

专栏 1 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方向

行业 更新范围

加快落后

低效设备

替代

工业母机行业
更新服役超过 10 年的机床或关键

零部件等

农机行业
更新柔性剪切、成型、焊接、制造

生产技术及装备等

工程机械行业
更新油压机、折弯机、工艺陈旧产

线和在线检测装备等

仪器仪表行业 更新数控加工装备、检定装备等

纺织行业

更新转杯纺纱机等短流程纺纱设

备，细纱机、自动络筒机等棉纺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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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行业

更新自动焊接机器人、自动化喷涂

和烘干设备、电动或气动装配设

备、绝缘耐压测试仪、循环充放电

测试仪等

更新升级

高端先进

设备

航空行业

开展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及航空发

动机总装集成能力、飞机高等级维

修能力、供应链配套能力等建设

船舶行业

更新切割、成型、焊接、喷涂、吊

装、转运等智能生产装备，以及面

向船舶智能制造成套柔性生产线

光伏行业

更新大热场单晶炉、高线速小轴距

多线切割机、多合一镀膜设备、大

尺寸多主栅组件串焊机等先进设

备

动力电池行业
更新超声波焊接机、激光焊接机、

注液机、分容柜等设备

生物发酵行业
更新蒸发器、离心机、新型干燥系

统、连续离子交换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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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升级

试验检测

设备

设计验证环节
更新模型制造设备、实验分析仪器

等先进设备

测试验证环节
更新机械测试、光学测试、环境测

试等测试仪器

工艺验证环节

更新环境适应性试验、可靠性试

验、工艺验证试验、安规试验等试

验专用设备，以及专用制样、材料

加工、电子组装、机械加工等样品

制备和试生产装备

检验检测环节
更新电子测量、无损检测、智能检

测等仪器设备

（二）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

4.加快智能制造装备推广。以生产作业、仓储物流、质量管

控等环节改造为重点，实施以先进生产线为特征的迭代改造。加

快应用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增材制造装备、工业机器人、

工业控制装备、智能物流装备、传感与检测装备等通用智能制造

装备进行改造升级，支持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和核心软件推广

应用，不断提升生产装备和生产过程智能化水平。每年建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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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省级 5G 工厂、新增上云工业企业 5000 家。（责任单位：省经

信厅、省发改委，各市州人民政府）

5.加快数实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推进 5G、人工智能、云计

算、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厂广泛应用，实现生产过

程透明化、生产现场智能化、工厂运营管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工

业互联网平台体系，以行业龙头企业为重点，梯次培育跨行业跨

领域、行业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数据和系统集成领域

重点推进组态软件、MES 系统、ERP 系统等升级换代；在传输和

网络领域重点推进路由器和交换机更新；在设备接入领域重点推

进传感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协议适配；在监控和维护领

域重点推进摄像头、监测设备、UPS 电源和蓄电池等升级更新；

在终端领域重点推进 5G 手机、5G 路由器和 5G 模块的应用。（责

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改委、省数据局、省财政厅、省通信管

理局，各市州人民政府）

6.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做好 5G-A/6G 与城市数字公共数

字基础设施统筹布局，持续实施 5G 万站工程，加快 5G-A 基站建

设和规模化部署，实现武汉、襄阳、宜昌等城市重点区域全覆盖。

在武汉、宜昌等重点区域加快布局一批人工智能计算、超级计算

等先进算力设施，加快数据中心、超算中心机房冷却系统、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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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单元（PSU）更新换代；加快服务器与存储设备、软件系统

和安全设备的升级换代。制定“双千兆省”建设方案，加快“双

千兆”网络建设，扩大网络覆盖范围。到 2027 年，力争全省算

力规模达到 15000P。（责任单位：省通信管理局、省经信厅、

省数据局、省财政厅，各市州人民政府）

专栏 2 推广应用智能制造装备

行业 更新范围

装备制造业
更新面向特定场景的智能成套生产线和柔性

生产单元。

电子信息制造

业

推进电子产品专用智能制造装备与自动化装

配线集成应用。

原材料制造业

加快无人运输车辆等新型智能装备部署应

用，推进催化裂化、冶炼等重大工艺装备智

能化改造升级。

消费品制造业
推广面向柔性生产、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智

能装备。

（三）实施绿色装备推广行动。

7.加快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聚焦重点行业，以节能降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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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排放、循环利用为方向实施绿色化改造，实施钢铁、水泥、

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方案，有序推进现有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加快对高炉、转炉、电炉、回转窑等全流程改造，争创环保绩效

A 级。钢铁行业加快对钢铁冶炼企业 1200 立方米以下炼铁高炉、

100 吨以下炼钢转炉、100 吨以下炼钢电炉、50 吨以下合金钢电

炉等限制类设备改造，有序推进富氢碳循环高炉、非高炉炼铁等

低碳冶炼技术推广应用；有色金属行业加快绿色环保铜冶炼、高

效稳定铝电解、再生金属冶炼等绿色高效环保装备更新改造，引

进先进铜精深加工设备和技术；建材行业加快推动水泥生产线进

行高效篦冷机、低氮分解炉、原料磨改辊压机、高效节能型风机、

替代燃料预燃炉等改造提升，优化平板玻璃熔窑、锡槽、退火窑

的工艺控制、推进电气自动化改进、新能源替代技术运用、智能

工程化改造等。全面推行绿色制造体系，建立省市联动培育机制，

制定出台全省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实施细则，到 2027 年，新增国

家级绿色工厂 150 家。（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改委、省市

场监管局，各市州人民政府）

8.加快绿色装备应用推广。以《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

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 年版）》和现行能耗强制性

国家标准为依据，推动企业开展重点用能设备更新改造，加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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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锅炉、高效电机、高效节能变压器、空压机、换热器、泵等重

点用能设备更新换代，推广应用能效二级及以上节能设备。编制

省级工业领域节能降碳装备推广目录，争取更多节能高效设备纳

入国家级推广目录。实施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重点耗能行业

每年节能监察和节能诊断企业 200 家左右。（责任单位：省经信

厅、省发改委、省市场监管局，各市州人民政府）

9.加快应用固废处理和节水设备。以火电、化工、钢铁、有

色等主要工业固废产生行业为重点，加大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

力度，升级更新工业固废和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设备设施，提升工

业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加大大宗工业固废规模化高值化综合

利用，确保全省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面向石化化工、

钢铁、建材、纺织、造纸、皮革、食品等已出台取（用）水定额

国家标准的行业，推进工业节水和废水循环利用，改造工业冷却

循环系统和废水处理回用等系统，更新一批冷却塔等设备。（责

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经信厅，各市

州人民政府）

专栏 3 加快生产设备绿色化改造

行业 更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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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
加快对现有高炉、转炉、电炉等全流程开展

超低排放改造。

建材行业
改造提升原料制备、窑炉控制、粉磨破碎等

相关装备和技术。

有色金属行业
加快高效稳定铝电解、绿色环保铜冶炼、再

生金属冶炼等绿色高效环保装备更新改造。

家电等轻工行

业
加快二级及以上高能效设备更新。

（四）实施本质安全水平提升行动。

10.推动石化化工老旧装置安全改造。加快推进“机械化换

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实现特殊作业管理、智能巡检

、人员定位、双重预警机制等场景应用，推动运行 10 年、特别

是 15 年以上的超期服役老旧化工设备加快淘汰退出，提升行业

本质安全水平。传统煤化工行业推广应用先进水煤浆气化技术等

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加快淘汰一批固定床间歇式煤气化炉，稳步

提升煤化工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磷化工行业推广坑口物理选矿、

新型光电选矿、正反浮选、双反浮选等新型绿色选矿技术，有序

退出 10 万吨以下磷酸生产设备、10 万吨／年以下磷铵设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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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年以下普通级碳酸钙生产设备等；盐化工推广零极距电解

槽、氧阴极电解槽、井下循环制碱绿色工艺等节能减排先进技术

，推进工业废盐综合利用；炼油行业开展特种油高压加氢装置、

催化装置 LTA 改造、裂解汽油加氢装置改造，提高油品品质。（

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改委、省市场监管局，各市州人民政

府）

11.提升民爆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以推动工业炸药、工业电

子雷管生产线技术升级改造为重点，以危险作业岗位无人化为目

标，持续加大安全技术和装备推广应用力度，在关键风险位置实

施“机器人替人”，重点完成工业炸药固定生产线、现场混装炸

药生产点及现场混装炸药车、雷管装填装配生产线等升级改造，

为全省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责任单位：

省委军民融合办，各市州人民政府）

12.推广应用先进适用安全装备。加大安全装备在重点领域

推广应用，在全社会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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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防护装备等升级改造与配备。围

绕工业生产安全事故、地震地质灾害、洪水灾害、城市内涝灾害、

城市特殊场景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紧急生命救护、社区家庭安

全应急等重点场景，推广应用先进可靠安全装备。加强对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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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仙桃、十堰 4 个国家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单位）

管理和培育工作，争取更多产品进入国家《先进安全应急装备（推

广）目录》。（责任单位：省应急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

市场监管局，各市州人民政府）

专栏 4 重点行业本质安全提升改造

行业 更新范围

石化化工
更新老旧煤气化炉、反应器（釜）、精馏塔、

机泵、换热器、储罐等设备。

民爆行业

重点对工业炸药固定生产线、现场混装炸药生

产点及现场混装炸药车、雷管装填装配生产线

等升级改造。

（五）实施供给能力提升行动。

13.加大先进设备推广和研发力度。发挥我省装备制造业整

体规模和研发优势，围绕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智

能制造装备，积极创建国家级、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凝

练一批具有较高水平和推广应用价值的智能制造场景，带动全省

优质设备推广应用。组织实施“尖刀”技术攻关工程，聚焦光电

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北斗等领域，加快突破一批“卡脖子”

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与国家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对接，支持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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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施重大攻关任务。推进产业基础再造，每年滚动支持实施

“揭榜挂帅”技术攻关项目 30 个左右。（责任单位：省经信厅、

省科技厅、省委军民融合办，各市州人民政府）

14.推进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找准强链、延链、补链方向，

精准绘制高端装备产业招商图，推动产业链配套闭合、上下游协

同发展。聚焦重点行业规模化更新需求较大的设备和产品领域，

放大中国（国际）商业航天论坛、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等溢

出效应，强化欧洲等海外企业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装备制造

业联动，推动供货规模较大的国内外企业在鄂落户，提升本地生

产制造能力，为设备更新提供高水平供给。（责任单位：省委军

民融合办、省经信厅、省商务厅、省发改委，各市州人民政府）

15.促进工业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协同推进。以设备

更新加速提升优质产品供给能力，以消费品以旧换新需求促进生

产性设备加速更新。支持省内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等生产厂商

抓住机遇、扩大销售，提高市场份额。深入推进消费品工业“增

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加快培育和创建示范城市，

推动更多绿色环保的优质鄂产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提升人民生

活品质。（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商务厅，各市州人民政府）

三、支持政策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规范性文件

湖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

- 16 -

（一）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对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和工业企

业技术改造升级导向计划，争取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获得中央预

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再贷款、国家产业基础再造和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等资金支持。落实好国家结构性减税降费

政策，重点落实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及一次性扣除政策，节能节水、

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购置及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等税收优

惠政策，以及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加快把政策

红利转化为设备更新实效。（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经信厅、

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二）加强财政金融协同。对制造业企业以生产性设备改造

更新为主要内容的总投资 20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按照项目生

产设备购置额的 10％予以支持，最高 1000 万元。对纳入国家科

技创新和技术改造专项再贷款支持的工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项目，在中央财政贴息基础上，省级财政再叠加给予 1 个百分点

贴息支持，期限不超过 2 年。设立首期 200 亿元省技术创新专项

贷，按照 5：95 的比例，省财政一次性出资 10 亿元，吸引金融

资本参与，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

冠军及重点工业企业的研发和技改提供融资支持，给予 1．5 个

百分点财政贴息，最长贴息 2 年。（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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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厅、人行湖北分行）

（三）实施贷款担保支持。为中小微制造企业设备购置更新

改造贷款提供优惠费率的担保增信服务，设立 100 亿元“楚设

担”，在符合监管政策的条件下，单户企业担保额度最高 5000

万元，年化担保费率不超过 1％，省财政对符合条件的“楚设担”

业务，按照担保费的 80％给予企业补贴，补贴期限最长 2 年。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再担保集团、省

经信厅）

（四）推动设备融资租赁。鼓励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公

司结合产业类别、行业特点等提供定制化方案，打造多元、灵活

的融资租赁产品。省级财政对制造业企业采用直接融资租赁设备

方式开展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支持，按设备融资租赁合同额不超

过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15％给予补贴，补贴期

最长 2 年，单个工业企业每年最高补贴 100 万元。（责任单位：

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财政厅、省经信厅、人行湖北分行）

（五）梯次推进试点示范。鼓励各地争创国家级制造业新型

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支持链主企

业发挥牵头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供应链设备更新。抢抓政策机

遇，省级同步启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继续开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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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对相关试

点城市予以奖补，更好与国家政策形成合力。（责任单位：省经

信厅、省财政厅）

（六）深化数字赋能增效。面向全国遴选一批技术实力强、

服务水平优的云资源云服务供应商，向中小微企业发放 5000 万

元上云服务券，引导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以软硬件开发

为核心的数字产业化发展，对相关项目给予最高 500 万元支持。

支持以 5G 为代表的“双千兆”网络建设，2024 年对电信服务企

业新建 5G 宏基站超出上一年度对应的增量部分给予考核奖励，

城市基站每个奖补 8000 元，农村基站每个奖补 1．2 万元，力争

2024 年新建基站 2 万个以上。（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数据

局、省经信厅、省通信管理局）

（七）推广应用创新产品。加强鄂产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力度，

对纳入国家和省级首台（套）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

软件等目录的产品，省级按产品购置单价或研发费用的 15％，

对产品研制方和示范应用方给予补助，双边最高奖补 1000 万元。

（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财政厅）

（八）支持供应链平台服务设备更新。充分发挥省级供应链

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作用，支持供应链主体搭建设备更新平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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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重点产业链平台、供应链金融平台等

给予适当补助，引导供应链企业参与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九）增强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项目要素资源保障，涉及用地、用能等需求纳入“三区三线”

等优先保障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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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改

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经信厅）

（十）促进技改和设备更新落地见效。对实施设备更新改造

后年营业收入突破 1000 亿元、500 亿元、100 亿元、50 亿元的

装备制造、家电等工业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企业 1000 万元、

500 万元、200 万元、100 万元，奖励资金由省级和企业所在地

财政各承担 50％。（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财政厅）

以上支持政策与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同步实施。鼓励各

地制定专项政策，通过奖励、补贴、贴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企

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协同推进机制。加强省市协同，指导各地认真梳

理工业领域设备更新需求、设备供给情况，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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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形成目标同向、行动同步的整体性推进

工作格局。加强部门协同，省经信厅会同相关省直部门建立工作

协调机制，定期研究推进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工作。加强政企协同，

引导各工业企业积极参与设备更新，做好项目谋划、理清要素需

求。加强银企协同，搭建银企设备更新沟通服务平台，提供专项

金融服务，满足企业设备更新融资需求。（责任单位：省经信厅

及相关省直部门，各市州人民政府）

（二）滚动梯次申报项目。广泛组织动员，摸底企业项目和

融资需求，建立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再贷款项目清单，

重点梳理项目建设内容、开完工预期时间、拟新上设备投资额、

项目资金需求及方式等内容，加快推动项目前期条件落实。按要

求于 5 月上旬向工信部上报第一批项目，以后每 2 个月更新报送

一批，形成滚动申报机制。（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改委、

省市场监管局、人行湖北分行，各市州人民政府）

（三）提升产融协同效率。人行湖北分行、省发改委等建立

项目清单更新共享和集中会商机制，着力解决融资工作中面临的

堵点、难点问题。开展重大项目融资保障专项行动，引导银行机

构精准对接制造业企业，推动亿元以上重大项目融资对接率达到

100％，实现企业融资需求、部门合规审查、部委审核推送、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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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尽职调查的无缝对接，促进流程优化、放款快捷，提升金融服

务质效。建立重大项目“白名单”制度，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在有

效控制风险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对“白名单”项目保持信贷

支持连续性。常态化组织开展“金融早春行”政银企对接活动，

推动金融机构与相关市州及企业签订融资合作协议，扩大中长期

贷款、信用贷款投放力度。（责任单位：人行湖北分行、省地方

金融管理局、省发改委、省经信厅，各市州人民政府）

（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完善在线需求报送渠道，广泛收

集设备更新需求，线下举办形式多样对接活动，促进供需有效衔

接。建立设备供给清单，加强鄂产装备宣传推广，举办“制造翘

楚”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活动，为汽车、装备、船舶、医药等重点

行业设备更新项目提供多样化供给和服务。开展“十百万”供需

对接、金融对接“专精特新”、消费品进社区进展厅等专项活动，

加大宣传推介，积极支持鄂产设备参与国家设备更新。引导供应

链平台积极参与工业领域设备更新，依托长江汽车供应链、长江

船舶供应链、光电子信息供应链、九州医药供应链及中南建院等

全省供应链体系，建立设备更新交易市场，降低企业设备采购成

本，促进设备转化和交易。（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发改委、

省委军民融合办、省政府国资委，各市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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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督促考核指导。建立完善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月

通报、季督导、年考核”工作机制，每月通报各市州工业技术改

造投资排名情况，对增速排名靠后的市州进行约谈。每季度对各

地工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工作突出问题开展督促指导，聚焦年

度目标任务，分析存在问题、研判投资形势、解决实际问题。（责

任单位：省经信厅，各市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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