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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制造产业是指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上，将废旧产品利用技术手段进行修复和改造的一种产业。

它是以产品全寿命周期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废旧产品性能提升为目标的一种产业。再制造产

业应用领域主要涉及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大型工业装备、国防装备、铁路设备、

农用机械、医疗设备和办公设备等领域。

2020年，我国再制造产业产值约2000亿元人民币，市场主体约2500家，其中全国汽车零部件再

制造产值约1000亿元人民币，占比约50%，相关市场主体约1000家，占比约40%。  

我国已进入汽车消费时代，汽车年生产销售量连续居全球首位，汽车保有量增加迅速，2020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72亿辆，其中汽车2.81亿辆汽车售后市场规模达到1.6万亿，维修市场

规模为6770亿元。大量报废汽车带来日趋加重的环境负荷；与此同时，汽车行业面临电动化

、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消费升级，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2021年，我国老旧机动车报废理论数量已经接近1500万辆。  

为支持再制造产品的推广使用，促进再制造旧件回收，扩大再制造产品市场份额，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0年8月11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办法》从再制造旧件管理、再制造生产管理、再制造产品管理、再制

造市场管理等方面对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行为和市场秩序进行规范。2021年4月14日，国家发改

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规范管理暂行办法》，对再制造企业的质量管理、生

产过程、技术装备、环保设备等方面提出了规范性要求。明确再制造企业是再制造产品的质

量责任主体，对再制造企业生产行为的主要环节进行了规范，包括旧件检测鉴定能力，拆解

、清洗、制造、装配、产品质量检测等方面技术装备和生产能力，相关废物处理环保要求等

。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quot;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指出&ldquo;提升再

制造水平、拓宽再制造领域、推广再制造共性关键技术、培育专业化再制造旧件回收企业、

推动再制造技术与装备数字化转型结合、支持建设再制造产品交易平台、鼓励企业在售后服

务体系中应用再制造产品、在自贸试验区探索开展再制造业务，引导形成10个左右再制造产

业集聚区，培育一批再制造领军企业&quot;。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提出&ldquo;促进再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资源再生产品和再制造产品推广应

用&rdquo;。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再制造市场深度评估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共十四

章。首先介绍了再制造行业的基本概念；接着分析了再制造行业面临的发展环境，并全面阐

述了再制造行业的总体概况。随后，报告分析了汽车再制造、工程机械再制造、机床再制造

、矿山机械再制造等细分领域的发展，然后全面介绍了再制造产业基地市场发展、重点企业



竞争力及相关政策体系。最后，报告对再制造产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企顾问

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

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的预测。您若想对再制造行业有个系

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再制造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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