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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国再制造工程实践起源于机电产品维修的产业实践探索。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相

继出现了一些企业开始探索再制造产业模式，如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上海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动力再制造分厂、柏科(常熟)电机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全球自动变速

箱有限公司等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分别在重型卡车发动机、轿车发动机、车用电机，以

及车用变速箱等领域开展再制造业务探索。

   2005年，国务院颁发22号文件明确指出国家&ldquo;支持废旧机电产品再制造&rdquo;；并由

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启动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其中再制造被列为四个重点领域之一，

最早从事发动机再制造的企业&ldquo;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rdquo;被列为再制造领域试点单

位。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明确提出再制造的含义、适用范围等，再

制造产业发展进入法制化轨道。2010年，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

见》，指导全国加快再制造的产业发展，并将再制造产业作为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予以培育

。

   国家宏观政策为再制造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在部门引领、再制造相关研究院校和企业积

极探索下，中国再制造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关键技术、装备、试点示范、标准、产业化等方

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国家从再制造试点入手，全力推进再制

造产业发展。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复了两批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42家企业和3个再制造基地；

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批复了两批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86家企业和5个基地，组织40家相关企事

业单位实施内燃机再制造五大重点工程。中国主要机电产品产量占全球的比重

   历经多年累积，中国已经步入了机电产品报废高峰期。&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内

燃机累计总产量达3亿台。当前，机床保有量达800万台、工程机械650万台、汽车达1.7亿辆以

上。目前全国役龄10年以上的传统旧机床超过60%，80％的在役工程机械超过保质期；年报废

汽车约500万辆，报废电脑、电视机、电冰箱1600万台，报废手机2000万部，每年产生约8亿吨

固体废物。预计到2020年，工程机械、报废汽车总量分别达到120万辆、1200万~1600万辆。目

前，中国还没有为大量工业机电产品、汽车、电子电器产品报废做好准备，报废产品没有得

到很好的合理再生利用，为此，发展再制造业势在必行。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再制造行业分析与行业前景预测报告》共八章。首先

介绍了再制造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再制造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再

制造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再制造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

对中国再制造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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