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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 2023 年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项目

【项目性质】

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

【支持标准】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原则上不低于 2亿元，按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 15%安排

专项资金。其中铁矿石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绿色化、智能化开发和综合利用项目资

金安排比例为 10%；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5000

万元，资金安排比例为 20%。

【支持方向】

一、先进制造业

（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及自主关键技术能力提升。

（机械装备处）

1、攻关成果及首台套产品示范应用。

攻关形成的高端数控机床、工程机械、农机装备、海工装备、核电装备、轨

道交通装备、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与智能汽车等自主创新成果扩大应用规模；

首台套产品示范线、示范基地建设；受国外制裁打压的自主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

的迭代升级。

2、工程技术装备自主化能力提升。智能型精量播种机，喷杆喷雾机、开沟

施肥机、果蔬采收机、甘蔗收获机、橡胶树割胶机等先进农业机械以及西向山区

丘陵地貌、中小地块的高适应性农业机械；智能粮食加工装备、大型植物油浸出

精炼装备、全自动常温粮食干燥装备，高品质饲料加工装备等高效粮油加工装备，

高精度数控磨床、线切割机床，三维激光切割机和大型蒙皮拉伸机等机械加工装

备；专用应急救援装备、高空作业机械；工程技术装备所需高精度高强度轴承、

阀门、齿轮等关键基础零部件。

3. 高端交通运输装备产业化升级。新能源汽车自主高安全性高效率轻量化



的动力及传动、电驱、电控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与系统集成，新能源重型卡车等商

用车换电模式规划化推广应用（运营车辆 100 辆以上），智能汽车中高级别 L3

以上自动驾驶的感知及控制系统、智能线控底盘及行驶系统、智能数字座舱、车

载智能电子电气装置及关键零部件。智能汽车示范应用路网协同技术装备；高速

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自主化技术装备及关键部件，轨道交通车辆智能控制、运维

和检修养护设备等；大型海洋油气资源勘控、开发、运输装备，海上可再生能源

开发装备，深远海渔业装备及关键零部件。

（二）高端新材料

1.高性能金属及非金属材料，海洋工程及高技术船舶，高铁关键零部件、航

空航天关键装备、核电关键装备、极薄规格电子信息和新能源、氦储运设备等领

域用钢；高性能硬质合金、高温合金、高端铜合金材料、新型稀有贵金属材料、

高端轻合金材料 、高端新能源材料、电子信息用关键材料等有色金属材料；高

纯矿物功能材料、高性能陶瓷材料，电子级玻璃、石墨烯等无机非金属材料（冶

金建材处）。

2.先进有机材料，聚苯并咪唑、热致液晶聚合物、聚芳硫醚砜等工程塑料等，

氟硅树脂等高性能合成树脂；氢化丁腈、溴化丁基、溶聚丁苯、异戊橡胶等特种

橡胶，聚烯烃类、聚酯型类、氢化苯乙烯类等新型热塑性弹性体；体外膜肺氧合

机用膜材料、高生物相容性血液透析膜、燃料电池质子膜、海水淡化处理用膜、

偏光片及配套膜材料等（石化医药处））

3.先进轻纺材料。高模型、高强型对位芳纶，超高强型、耐热型及抗蠕变型

超高份子量。聚乙烯纤维等高性能纤维及其应用；聚乳酸纤维新溶剂、XX 纤维

素等生物基纤维；高端医卫非织造材料及制品，应急与安全防护用纺织品，高性

能过滤材料，高性能土木建筑用纺织材料等高端产业用纺织品（轻工纺织处）

（三）制造业智能化（制造业智能化处）

1、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建设全流程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实施主流程智

造化改造或依托工艺知识封装联合上下游实施智能化改造（关键设备国产品牌采

购额占比≥80%，通过项目实施推动形成产业内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2、自主品牌机器人示范应用。面向恶劣作业环境的智能喷涂机器人满足柔

性制造需求的智能弧焊机器人，面向集成电路、光伏、食品。药品等具有高洁净



度和高精度作业要求领域的智能机器人应用项目（相关机器人整机数量不低于

100 台套，机器人采用的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及驱动器、控制器须为

自主品牌产品，优先支持使用获得 CR 认证的机器人产品）。

（四）制造业绿色化

1、绿色低碳新技术示范应用。低碳非高炉炼铁、铝电解槽余热回收等冶金

建材行业绿色低碳新技术示范应用，（冶金建材处）精馏系统。硫能效提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二氧化碳反应制备高附加值化学

品等石化化工行业绿色低碳新技术示范应用。（石化医药处）

2、原料药绿色化转型。运用手性合成酶催化、微反应连续合成、结晶控制

等技术，提升原料药绿色发展水平；原料药绿色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基地建

设（石化医药处）

（五）重要物资保障能力建设

1、临床急需药品。针对肿瘤、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治疗领域，已申报上市

或者处于临床三期的化学药一类、二类新药（按照药品新注册分类）；符合儿童

生理特征的儿童用药新品种、剂型和规格；纳入国家短缺药品清单的药品；针对

中药优势病种疗效确切、安全性高的中药（包括民族药）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及

古代经典名方产品（石化医药处）

2、战略性矿产资源，铁矿石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绿色化，智能化开发和综合

利用；共伴生省矿综合选别和高效利用；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钒钛战略

资源综合利用；铁（硫）铝酸盐水泥应用示范工程；天然气提氦技术示范应用（也

近建材处）

二、现代服务业

（一）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建设

企业回收信息化管理系统及信息化网络建设，回收运输中转站，分拣中心建

设，逆向物流回收体系建设，新建拆解能力或现有拆解企业改扩建及搬迁升级，

机械化、自动、智能化拆解车间建设，国产分选、出来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及规模

化应用等（服务业发展处）。

（二）制造服务业发展，面向行业的共性技术研发和转化，工业设计集成创

新，工业转化开发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检验检测等服务载体建设；总集成总



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优化创新、个性化定制、柔性制造、共享制造等

全产业链服务项目建设；品牌咨询机构培育认定体系建设和咨询业数字化转型项

目建设。（服务业发展处）

（三）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原材料行业企业提供社会化能源环

保管理和信息化等服务；消费品行业企业发展：“产品+内容+生态”全链式智能

生态服务；装备制造企业提供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汽车制造企业发展车况、

出行、充放电等数据挖掘应用，服务业企业通过委托制造和品牌授权等方式发展

衍生制造；两业融合试点区域和企业融合项目建设（服务业发展处）

（四）制造服务业发展 面向行业的共性技术研发和转化、工业设计集成创

新、工业软件开发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检验检测。

【申报流程】地方企业项目由各省发展改革委汇总申报，中央企业及其控

股子公司项目由中央企业汇总申报至国家发展改革委。

【项目依据】

《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发改产业

（2021）299 号】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






	国家发改委2023年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