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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再制造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四章。首先

介绍了再制造行业的特性、效益及准入门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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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再

制造、机床再制造等细分领域的发展，全面介绍了再制造产业区域市场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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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预测。      再制造产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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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制造行业作为国内的新兴产业，其背后蕴藏的巨大经济价值，正在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

社会、鼓励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逐步显现。我国工业行业每年因磨损和腐蚀等原因导致设备

停产、报废造成的损失占到全年GDP的10%左右，损失高达千亿元；同时，巨大的资源浪费

无疑还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预估的破坏，而这也正为刚刚起步的再制造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

场空间。 

    2011年9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下发《关于深化再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为进一步探

索适合国情的再制造发展道路，国家决定扩大再制造试点范围。2012年，《机电产品再制造

技术及装备目录》发布，《绿色制造科技发展&ldquo;十二五&rdquo;专项规划》出台。 

    2013年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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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质检总局联合制定《再制造产

品&ldquo;以旧换再&rdquo;试点实施方案》。 

    目前我国再制造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再制造作为新的理念还没有被消费者及社会广

泛认同，应当从扩大再制造应用领域、培育再制造示范企业、规范旧件回收体系、开拓国内

外市场着手，加强法规建设，强化政策引导，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再制造运行机制和管

理模式，实现再制造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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