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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志（1949—2005）》于 2010年出版。自发行以来，在行业内引起巨大反
响，它不仅提升扩大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使行业内众多企业改革、发展

的历程于史书留迹；它是行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催动着中国工程机械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

健康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经历了世界经济危机考验，行业面貌出现巨大变化和惊

人的进步。为了及时、翔实记录这一段历史，反映业内 40万职工在这一伟大历程中的贡献，展
示行业发展的成就，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以促进行业进一步发展，决定继续组织编纂《中国工

程机械行业志（2006—2010）》。
该志书基本延续《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志（1949—2005）》的编排体例，并根据行业发展实际，

与时俱进地对原有篇章进行增改，最终形成综合篇、施工机械化篇、专业篇、企业篇、市场篇、技

术篇、教育篇、协会篇、人物篇、国际化篇、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篇等十余篇，并在文末附有行业

发展的相关统计资料、行业发展大事记等，共约 100万字，立足多个角度，还原行业重大历史事
件，以期描摹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全貌。

“十一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史阶段。5年间，先后发生了历史
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汶川和玉树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灾难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

际金融危机，这些百年不遇的天灾人祸，对行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

于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萎缩，导致工程机械行业曾一度直线下滑，2009年初出现了行
业近 10年来增速的最低点。在 4万亿元投资和调整振兴规划的推动下，全行业迅速摆脱了被
动局面，率先企稳回升，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不仅创造了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史上最好的辉

煌 5年，而且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世界工程机械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十一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从 2006年的 1 620亿元，增加到 2010年

的 4 367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33豫以上，规模总量跃居世界首位，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进出口贸易也由逆差转向顺差，其中 17种机型成为出口创汇的重点
产品。

持续推进自主创新，逐步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跨越。5年间，共有 106项创新成果获得“中
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其中 10项荣获一等奖，37项荣获二等奖，59项荣获三等奖。共有 19



序 言

种大型工程机械被列入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发展领域；有 18家企业被列入军需采购对象。
建成基本覆盖工程机械行业重点产品领域、布局合理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工

程）实验室 3个，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17个，骨干企业提取的新技术研发费用已占到销售
总额的 5%左右。我国工程机械自给率从“十五”期末的 82.7%，提高到 88.5%。
行业企业管理水平整体显著提高，通过投资和兼并重组促进了行业竞争性发展，“十一五”

末期，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生产集中度、产业集群度等大幅提高；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获得了长足

发展；代理商体制初步形成，售后维修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同时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

产品更新换代，努力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行业，各项工作取得了成效。

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我国成为国际工程机械规模最大的热点市场，外商投资企业迅速

发展。同时，我国工程机械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工程机械领域的重要参与

者。许多企业对自身的定位已经从行业领先变为国际领先，特别是排头兵企业，为了能够更好

地参与国际竞争，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建立海外服务体系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另外，通过参加

北京 BICES展、上海 bauma China和慕尼黑 bauma等优秀的、国际化的工程机械展览会，展示
了最新产品和进行国际化交流，成为广大企业扩大出口的最佳窗口。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人才培育取得新成果。受国家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委托，经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批准，协会于 2006年 9月 18日成立了“机
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工程机械行业分中心”，授权开展工程机械行业国家新职业的申报、国家

职业标准的制订和鉴定教材的编制和实施、人员培训等工作。5年来，分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工程机械职业技能鉴定站网络，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工程机械行业职业技能人才的培训体系。

这项工作填补了工程机械行业特有工种职业鉴定的空白，拓宽了行业高技能人才的职业生涯

路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已经批准了“工程机械修理工（含操作工）”和“工程机械装配与调试

工”2个新职业的申报，并列入国家职业大典。分中心还组织编写了“工程机械修理工国家职业
标准”和“工程机械装配与调试工国家职业标准”等相关培训教材，一大批人员经考核合格取得

了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在抗击罕见的雨雪冰冻、地震灾害中，行业上下、特别是遭受重灾的企业表现出了胸怀全

局、不畏艰险、精诚团结、爱岗敬业的精神品格。汶川和玉树地震期间，行业企业及时组织调运

了数百台工程机械发往灾区。许多企业还迅速派出救灾突击队，带着设备开赴救灾第一线。柳

工、徐工、中联、厦工、山推、三一、山河智能、洛阳一拖、京城重工、惊天液压、成都神钢、卡特彼

勒、小松、合肥日立、贵州詹阳、沃尔沃、JCB等企业，都在救灾行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和良好的企业素质，受到政府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在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更重要的在于行业上下在国内外市场经济

大潮中，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不怕苦、不畏难、敢拼搏的精神，实现一项又一项突破，创造一

个又一个奇迹。此次出版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志（2006—2010）》正是着眼于“十一五”期间中

域窑 窑



序 言

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实际，真实反映了在国内外经济纷纭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励

精图治，由工程机械大国向中国工程机械强国目标迈进的奋斗历程。

该志书的编纂工作自 2012年正式启动，历时 2年完成。由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主编，中
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承办并组建行业志编纂办公室，其中大部分成员在《中国

工程机械行业志（1949—2005）》编纂中担任重要工作，不仅是行业研究的资深专家，同时拥有
丰富的志书编纂经验，在协会的领导下，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无间寒暑，辛勤工作，确保了志书

的学术质量，达到资政育人，促进行业发展的目的。

行业志编纂办公室设立在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行业志续编工作得到了天津工程机械研

究院的鼎力支持与帮助。同时，也得到了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集团公司、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推工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神钢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小松（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抚顺永茂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

限公司等行业企业的热情襄助与大力配合，确保行业志续编工作的顺利完成，为行业文化建设

做出突出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强国之路任重道远。真实记录行业发展历史，传承并弘扬行业先进文

化，是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神圣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编者认识水平所限，或有取

舍不当乃至遗珠之处，望有识之士批评指正，不胜感激。希望《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志（2006—
2010）》的出版，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强国梦积蓄力
量，为传承行业优秀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2014年 9月

芋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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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2006—2010年，正值我国发展国民经济“十一
五”规划时期。这一时期恰是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

的重要历史跃升期，是工程机械行业积 50年能量的
华丽转身和令世人瞩目的勃起。5年来，工程机械行
业同仁始终秉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一路

艰辛、一路攀登、一路跨越、一路辉煌，向国家、向人

民呈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书写了工程机械行业多

姿多彩的宏大篇章。

这 5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面对国内外市场环
境复杂多变的挑战。2007年先是美国爆发次贷危
机，而后是欧债危机，从而使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

发，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且呈萎缩之势。我国工程

机械行业曾呈现一路下行趋势，2009年初出现了行
业增速的最低点。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

大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审

时度势，陆续出台和实施了包括 4万亿元投资和调
整振兴规划在内的一揽子计划，提振了工程机械行

业广大职工的信心和勇气，使全行业迅速摆脱了被

动局面，谱写了我国工程机械发展史上辉煌的 5年。
行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28.5%，2010年全行业销
售收入达到 4 376亿元。在 2007年及 2009年，我国
工程机械产品销售收入及销售量分别跃居世界首

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程机械产销大国。图 1-
1-1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 2006—2010年主营业务

收入。

在应对并战胜历史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四川

汶川和青海玉树强烈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

流等重大自然灾害过程中，行业上下特别是遭受灾

害的企业表现了胸怀全局、不畏艰险、精诚团结、爱

岗敬业的精神品格，受到社会的高度赞扬。根据国家

发改委和总装备部的安排，行业及时调运数百台工

程机械发往灾区。许多企业还迅速组织抢险救灾突

击队，自带设备开赴救灾第一线。

在抢险救灾宏大而壮烈的现场中：抢救生命于

瓦砾之下，抢险堰塞湖于千钧一发之际，铲冰雪，清

滚石，疏道路等现场，都展示了工程机械的威力。使

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全方位、全视角地进入了国人的

视野，加深了国人对工程机械行业的认知和了解。同

时，又充分展现了一个成熟行业的博大胸襟和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

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等重

大场馆建设工程中，在南水北调、风电建设、核电建

设、高铁建设等基础工程施工中，我国的工程机械都

成为必备的机械装备，提升了我国机械化施工水平

和现代化施工的管理水平。为了给国民经济各领域

提供先进机械装备，2006—2010年，工程机械行业
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为目

标，以先进绿色制造理念为科技支撑，着力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和体制机制创

新，加快国际化步伐，提升了全球化服务水平，深化

了行业标准化体系建设、行业各类人才体系建设和

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工

程机械行业竞争力跃上了新的台阶。为国民经济建

设和世界工程机械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图 1-1-1 2006—2010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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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综合篇

第二章 工程机械行业规模

第一节 概况

工程机械行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领域提供先进技

术装备的产业，是装备制造业重要的支柱行业之一，

其发展与国家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等

方面有较强的关联度。工程机械行业之所以在“十一

五”的 5年中取得了年平均增长 28.5%的业绩，是与
这期间国家出台的两大振兴政策和 4万亿元投资分
不开的。

两大振兴政策分别是 2006年 6月 29日国务院
公布的《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若干意见》）和 2009年国务院公布的《装备制
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下简称《振兴规划》）。两大

《政策》为我国工程机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激

励作用。

期间，工程机械行业通过结构优化调整，使一批

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进一步做大做强，在

行业中初步形成了有较强竞争力的工程机械产业集

群。经过“十一五”的建设，我国工程机械产业 90%
集中在东部地区和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区，主要生

产协作配套企业也是围绕这些地区发展的，具体包

括：以徐工集团为核心的徐州地区工程机械产业群；

以中联重科、三一集团、山河智能等企业为龙头的湖

南长沙市工程机械产业群；以山推、临工、方圆、小

松、卡特、大宇等济宁、临沂、青州为集聚中心的山东

工程机械产业群；以安徽合力、日立建机（中国）、常

林股份、杭叉、龙工、上海华建等知名企业为代表的

长三角工程机械产业群。近几年，三一、玉柴、柳工等

企业先后到长三角落户办厂或兼并企业，使长三角

地区成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重要的集群和产品集散

地。另外，四川成都、新津、泸州产业集群；广西柳州、

玉林产业集群；厦门、晋江、泉州产业集群；京津冀豫

产业集群；沈阳、抚顺产业集群基地等也是我国工程

机械很有发展活力的地区。

建设和完善了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国家级重

大技术装备工程中心，初步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

技术创新体系。到 2010年末，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已
建成基本覆盖工程机械行业重点产品领域、布局合

理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工程）实

验室 3个，分别是：广西柳工国家级土方机械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中联重科国家混凝土机械技术研究

中心（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0年申报，2011
年 1月批准，2013年验收），中联重科国家级建设机
械关键技术实验室（2008 年申报，2008 年批准，
2013年验收）。
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17个，分别是：徐工

集团、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广西柳工、山推集团、厦

工机械、常林股份、山河智能、天津鼎盛、合叉集团、

福田雷沃、中国一拖、沈阳北方交通、杭州前进齿轮

箱、山东常林、内蒙古北方重工、郑州大方桥机等。

加强了基础部件、功能部件的核心技术研发，

成为行业重点支持领域。使工程机械高端配套件尽

快摆脱了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这些高端配套件主

要是工程机械用高端液压元件，如，液压挖掘机用

高压变量泵、马达、整体式多路阀及电液控制元件、

电液自动换挡动力变速器、大功率集中式驱动桥，

还有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控制系统和工程机械物

联网等高新技术。涉及信息化技术、智能控制理论、

流体力学、材料学、铸造及加工工艺技术等。国家从

产业政策方面把基础零部件放到了较高位置，同时

出台了政策性引导措施，加大了对工程机械配套用

的功能部件的自主研发力度，解决了我国工程机械

发展的瓶颈问题。重点振兴的项目有：加大工程车

辆配套用的独立悬挂多桥传动底盘技术的自主研

发力度;提高传动部件的技术水平与使用可靠性，包
括行走驱动桥、变速器、液力变矩器、回转支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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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

一、工程机械行业规模总量跃居世界首位

自 2003年工程机械行业年销售额突破千亿元
（1 036亿元）之后，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
业一路高歌猛进。2007年销售额超过 2 000亿元（
2 223亿元），2009年越过 3 000亿元（3 157亿元），
2010年达到 4 367亿元。也就是说，我国工程机械行
业用了 42年的时间，使行业年销售额越上千亿元台
阶。“十一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分别用了 4
年、3年和 1年的时间，完成了年销售收入增量千亿

元的业绩。2006—2010年工程机械年增长率分别为
28.37%、37.22%、24.74%、13.85%和 38%。年平均增
长速度达到 28.44豫。2007年，我国工程机械销量超
越美、日等国后，又于 2009年销售量和销售收入均
跃居世界首位，成为真正的世界工程机械制造大国。

表 1-2-1为我国工程机械主要产品挖掘机、装载机、
平地机、推土机、压路机、摊铺机、轮式起重机、塔式

起重机、叉车、混凝土泵、混凝土搅拌站、混凝土搅拌

车及混凝土泵车 2006—2010年销售量。

轮一带、多功能舒适性驾驶室、信息化电子控制技

术元件及系统集成、工程机械属具附件（如液压破

碎锤与液压剪）及其他工作装置；以及重点攻克高

压液压系统执行元件技术难关，包括整体式多路

阀、液压泵、液压马达及减速器总成部件，液压缸及

高压液压管路等。工程机械配套件产业迎来了难得

的发展机遇。

其间，行业第一次涉足工程机械再制造工程项

目。这是循环经济在工程机械行业中的重要体现，

中国已是世界工程机械的制造和保有量大国，2010
年工程机械社会保有量已达到 400万台。再制造工
程将是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手

段之一。

5年来，行业加强了出口基地建设和技术改造。
2006年工程机械出口额为 50.12亿元，折人民币为
332亿元，占工程机械销售收入的 20.5%，2010年
出口额为 103.41亿元，折人民币为 806 亿元，占
18.5%。2010年，工程机械行业外贸出口比例由
27%提高到 35%以上。同时，国家资金投向对企业
的选择是扶优扶强或择优择强。加大发展规模经

济，重点培养了一批骨干企业，使中国工程机械企

业在世界工程机械 50强中由 7家增加到 10家，占
到总量的 1/5。
国家重点支持自主创新、技术改造等投资领域，

以企业为主体，积极贯彻产、学、研的发展路线，研发

中心（研究院）得到了政策性资金投入、人才投入、技

术投入及软件与硬件装备投入。完善和提高了研发

技术体系与组织体系，重点开展了工程机械行业基

础技术（包括原材料、工艺技术、集成技术、系统技术

和前沿技术）的研究。工程机械企业逐步走向了以原

始创新、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道路，从政策、法规及

标准等方面初步改变和限制了企业相互模仿和重复

生产的发展格局。重点支持了研发大跨度及高性能

的大型塔式起重机，满足了大型建筑工程施工的需

要。开发了大型桩工机械，包括大型旋挖钻机、大型

静液压桩机、连续墙抓斗及薄膜防渗墙施工装备等。

高速铁路建设用的大型运梁车、架桥机、1 000 t梁
场转运起重机及 CA沥青水泥混砂浆搅拌成套设备
等关键装备得到快速发展。加速了大型全断面隧道

掘进机（盾构机）的国产化进程，提高了自主研发水

平。研发的大型多臂凿岩台车和节能环保型新型凿

岩机械装备，满足了现代化矿山建设需要。集成箱式

大型沥青混凝土搅拌成套设备、大型铣刨机、大型沥

青混凝土再生成套设备的研发成功, 满足了高等级
公路建设需要。高大吨位集装箱叉车、集装箱正面吊

等产品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的提高，满足了我国集

装箱运输量增长的需要。同时，针对各种大型工程高

空作业施工与维修需求，还研发了高起升的各种高

空作业车与移动式作业平台，使产品既有通用性，又

有专业性和特定性，满足了各种用户的需求。大型商

品混凝土机械成套设备也有较快发展。其中，包括双

卧轴式大型混凝土搅拌主机，提高了搅拌机的技术

性能和使用可靠性；高扬程混凝土输送泵和泵车；干

混砂浆成套设备；水电建设项目用的混凝土大型胶

带输送走廊等。这些依托重点工程的研发项目有力

地推动了工程机械行业产品节能、降耗、环保减排等

方面的技术进步。通过技术改造，更新工艺装备，推

广了数控化加工设备，充实了检测手段，提升了工程

机械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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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综合篇

截至 2009 年，全行业规模以上生产企业有
1 400多家（其中主机企业 710多家），职工 33.85万
人，固定资产原值 668亿元，净值 485亿元，资产总
额达到 2 210亿元，2009年的平均利润率为 7.51%。

图 1-2-1、图 1-2-2、图 1-2-3为我国工程机械
行业 2006—2010年工业增加值率、行业全员劳动生
产率、产品销售率变化图。

年份

混凝土泵 混凝土搅拌站 混凝土搅拌车 混凝土泵车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2006 3 490 67.0 1 975 173.2 5 091 25.4 1 919 100.9

2007 4 238 21.4 3 000 51.9 9 856 93.4 4 271 122.6

2008 4 492 6.0 3 180 6.0 12 352 25.3 4 527 6.0

2009 5 186 15.4 4 949 55.6 23 539 90.6 5 880 29.9

2010 6 959 34.2 5 977 20.8 35 386 50.3 7 964 35.4

年份

挖掘机 装载机 平地机
73.5 kW（100 hp）以上

推土机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2006 49 625 46.6 129 834 20.9 2 245 28.0 5 925 16.3

2007 71 241 43.5 161 628 24.5 3 893 73.4 7 207 21.6

2008 82 975 16.5 162 335 0.4 4 320 11.0 8 722 21.8

2009 101 559 22.4 149 355 -8.0 3 608 -16.5 8 599 -1.4

2010 179 296 76.5 228 219 52.8 4 531 25.6 13 911 61.8

表 1-2-1 2006—2010年国内工程机械主要产品销量

年份

压路机 摊铺机 轮式起重机 塔式起重机 叉车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销量（台）

同比增长

（%）

2006 8 740 7.7 1 136 25.4 14 465 31.4 19 422 53.0 97 520 28.8

2007 9 437 8.0 1 347 18.6 20 862 44.2 31 020 59.7 152 415 56.3

2008 10 885 15.3 1 436 6.6 21 419 2.7 27 918 -10.0 168 119 10.3

2009 19 852 82.4 1 678 16.9 28 494 33.0 29 300 5.0 138 908 -17.4

2010 26 281 32.4 3 019 79.9 35 143 23.3 43 400 48.1 232 389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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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有 8家企业进入世界工程机械 50强
行列，它们是：徐工、中联、三一、柳工、龙工、山推、成

工和常林股份。

2009年，有 7家企业进入中国企业 500强行
列，它们是：徐工、中联、三一、柳工、山推、龙工、厦

工。

2010年，有 14家企业进入中国机械工业百强
行列。前 10强中，工程机械企业占有 3席（徐工第 4
位，中联第 5位，三一第 6位），前 50强中，工程机械
企业占有 9席。

有 23 家大中型企业成为 A 股、H 股的上市

公司。

二、自主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了行业快速

发展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技术发展，走过了由引进

消化、集成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

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奋勇搏击，在学习借鉴中

坚持自主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取得快速的进

步。行业的综合实力有明显提高，行业发展的成就和

经验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和舆论的关注。中央领导同

志在 2008年年初做出批示：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自
主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所带来的发展成就要集中

图 1-2-1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2006—2010年工业增加值率（%）

图 1-2-2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2006—201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元 /人年)

图 1-2-3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2006—2010年产品销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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