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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工业母

机创新产品推广应用，促进工业母机产业链企业融通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开展“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

动，2024年 7月启动，持续至 2027年底。为保证活动有序

开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产需对接为抓手，通过部门联动、

市场带动，推进工业母机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提

升工业母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为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

建立完善产需对接渠道，汇聚优势企业、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金融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搭建高

水平交流、展示、服务平台，推动工业母机供需双方在结对

攻尖、应用迭代、更新升级、市场拓展等方面达成一批合作

项目，通过不断提升活动影响力，促进供需精准匹配，培育

一批优质企业，落地一批应用场景，形成一批创新合作模式。

三、工作内容

（一）系统梳理产需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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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主题，面向工业

母机企业，遴选市场需求迫切、技术水平先进、应用效果明

显、推广价值突出的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形成供给清单；面

向用户企业，征集梳理用户工艺技术要求和设备更新需求，

形成需求清单。基于两张清单，支撑活动开展。

（二）构建“1+3+N”活动体系

统筹各方力量，每年组织 1场主场活动，面向重点地区、

行业和企业 3方面，组织开展产需精准对接活动，支持和鼓

励各地方、各行业组织、各企业举办 N场特色产需对接活动，

构建“1+3+N”活动体系。

1.工业和信息化部每年确定活动主题，按期组织全国“工

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部署动员（第 2年起，增加

产需对接活动总结大会），启动年度主场活动。

2.统筹开展“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主要依

托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组织。面向重点地区，结

合产业基础和发展实际，注重工业母机应用深度拓展，推动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中西部地区以及工业大省

开展专场对接活动。面向重点行业（百行），注重典型场景

精准对接和全国范围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匹配，聚焦工业母机、

新能源汽车、航空装备、航天装备、兵器装备、轨道交通装

备、高技术船舶、农机装备、工程机械、基础零部件等应用

重点领域开展精准对接。面向重点企业（万企），通过组织“走

进企业”活动开展现场对接，提供工业母机企业向用户企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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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创新成果的平台，对接用户企业需求，降低沟通门槛。

3.支持和鼓励各地方、各行业组织、各企业结合区域发

展特色、行业发展阶段、企业发展实际，围绕活动主题贯穿

全年自主举办若干场特色对接活动，营造浓厚氛围。

（三）推动支持政策落地见效

落实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推广应用等支持政策。统筹政策、资金等资源，研究

对“工业母机+”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对接成果予以支持。

四、组织方式

（一）活动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方式开展。“线下”推

进“1+3+N”产需对接系列活动。“线上”建立工业母机产需对

接信息库，加强信息共享交流，配合线下活动开展。

（二）创新活动形式，强化精准对接，提升服务效能。

鼓励工业母机企业、用户企业、各类机构等积极参与，结合

国家、地方支持政策落地，促进推广应用。

（三）系列活动委托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

牵头组织实施，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央企集团、有

关单位、相关行业协会等协同推进。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建

立完善产需对接机制，加强工作统筹和沟通协作，积极支持

和开展产需对接活动。加强人员和经费保障。发挥行业协会、

重点企业、研究机构等作用，确保各项活动取得实效。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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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节俭办活动。

（二）做好安全保障。严格遵守当地社会治安管理规定，

制定工作方案、安全防范工作应急预案，细化措施、责任到

人、落实到位。加强安全防护，严防事故发生。

（三）加强宣传推广。相关部门、地方要及时跟踪、总

结、评估活动成效，宣传好典型案例。综合运用官方网站、

微博微信、广播电视、新媒体短视频等渠道，开展公开活动

的宣传引导，加强活动前预热宣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四）做好信息报送。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

关行业协会等做好信息报送工作，于每年底将“工业母机+”

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举办情况和成效报送至工业和信息

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在重要活动举办后及时报送活动信

息和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