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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文件 
国工机协﹝2021﹞92号 

 

关于组织编纂《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志 

（2016-2020）》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编纂、发行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志是协会服务行业和促进文化建设的重

要举措，协会自 2005 年经第二届理事会通过决定编纂工程机械行业志以

来，先后出版发行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志（1949—2005）》、《中国工程机

械行业志（2006—2010）》《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志（2011—2015）》。系列志

书的出版发行使行业内众多企业改革、发展的历程于史志留迹，受到了行

业同仁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不仅提升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在国内外的

影响力，坚定了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信心，而且促进了工程机械行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相关企业的

经济实力、科技和创新能力、高质量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显著提高，为国

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尽可能及时、如实记录这一段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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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协

会六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协会决定继续组织编纂《中国工程机

械行业志（2016—2020）》。 

现将编纂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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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设置 

1.编辑委员会组成 

    主任委员兼总编纂：苏子孟 

    副主任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序  暂定） 

王民  王志中 向文波   张全旺  郑尚龙   曾光安  詹纯新 等 

    主  编：吴培国 

    副主编：尹晓荔  张宏梅 

    总顾问：韩学松  祁 俊 

    2.行业志编纂办公室（设在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 

     主    任：刘艳芳 

    执行主编：张宏梅 

    执行副主编：孙  宽  郭凤艳 

    办公室联系人：郭凤艳 

    联系电话：022-26899852  

    邮箱：cm_xsw@126.com 

    通信地址：天津北辰科技园区华实道 91 号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学

术工作委员会 行业志编纂办公室（邮编：300409） 

二、资料汇集 

1.资料内容 

需要汇集的行业志相关内容原则以 2016—2020年阶段的事件为主，也

可增加对 2016 年以前资料的修正、补充。 

2.各入志企业完成本单位的史实资料编写初稿，于 2022年 6 月底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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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稿（word 格式）发送至行业志编纂办公室。 

3.各分支机构负责组织汇集本专业系统的史实资料，编写本专业志稿

的初稿，于 2022 年 6 月底前将电子稿（word 格式）发送至行业志编纂办

公室。 

4.行业志编纂办公室在必要时将通过对重点企业、有关分支机构进行

调研和组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核实数据、征集意见，届时请各有关单位予

以大力支持。 

    三、工作进度安排 

1.基础调研与资料准备：2021.12—2022.3 

2.初稿征集：2022.3—2022.6 

3.编撰：2022.7—2022.11 

4.审定修改：2022.12—2023.3 

5.出版发行：2023.4—2023.8 

    四、出版、印刷、发行 

1.规格：大 16 开精装。 

2.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3.发行：初定 2023年 8 月向社会发布征订单。 

     附件：1.《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志（2016—2020）》编写说明 

           2.《行业志编撰提纲》 

 
 

2021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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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志（2016—2020）》 

编写说明 

本次续编行业志由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组织领导，由协会各分支机

构、行业各主要企业、高等院校、特约撰稿人等提供相关初稿。为了提高

续编质量，经研究对修志原则、体例及初稿征集等作如下说明。 

1.修志原则 

（1）历史跨度。《行业志》的记述定在 2016—2020 年历史时期。 

（2）重微兼宏。“微”指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的具体事实，而“宏”则

是相关的国家大政方针。对前者全面详细记述，而对后者则点到为止。 

（3）横排竖写。按门类编排章目为横，以时间顺序依次记述为竖。 

（4）述而不论。这是“志”与“史”的分界线。《行业志》是工程机

械行业发展重要事实的真实客观记录，并非扬褒抑贬的史学论著。 

（5）群策群力。为了体现“大行业修志”的原则，编者必须充分吸纳

工程机械行业广大用户、企业、代理商、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以及相关政

府部门等领域众多人员提供的信息，广泛搜集资料，尽可能掌握全面情况。

在修志的全过程中，要及时听取行业各界人士的意见，力求内容达到真实、

客观、清晰、全面的要求。 

2.志书体例 

（1）结构分为篇、章、节、目等四个层次。内容包括综合、施工、专

业、企业、市场、技术、教育、协会、人物、会展、国际化等篇；文末附

有行业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和大事记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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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稿件文字按第三人称叙述。记录 5年内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人物，简述经过。提倡图文并茂。确切的数字资料，可用图表来表达的，

就尽量减少文字叙述。 

（3）编辑体例。 

篇名占 1 页。章节标题居中。章节序号采用中文数字。章标题用小 2

号黑体，节标题用小 3 号黑体。正文内容用小 4 号宋体。章标题上下空 3

行，节标题上下空 2 行。表题文字用 5 号黑体，表格内文字用 5 号宋体。

图表注用 5 号宋体。 

（4）编辑要求。 

四个连续：每个章节的序号、图号、表号、页码要连续。 

六个统一：格式、层次、名词术语、符号、代号、计量单位要统一。 

六个对应：目录与正文标题、标题与正文内容、文与图、文与表、呼

应注与注释内容、图字代号与图注、文中前后内容要对应。 

3.初稿征集 

（1）协会各分支机构提供各专业志初稿，内容包括：会员组成、成员

数及活动，主要业绩及行业发展情况。 

（2）各相关工作委员会（分会）负责编写下列内容： 

①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供：“标准化工作”编撰初稿。 

②质量工作委员会提供：“质量工作发展”编撰初稿。 

③检测技术工作委员会提供：“检测技术发展”编撰初稿。 

④学术工作委员会提供：“科技工作发展”编撰初稿。 

⑤用户工作委员会提供：“用户满意评价”编撰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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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工业互联网分会提供：“工业互联网工作发展”编撰初稿。 

⑦代理商工作委员会提供：“代理商工作发展”编撰初稿。 

⑧工程机械租赁分会提供：“租赁工作发展”编撰初稿。 

⑨施工机械化分会提供：“施工新技术的发展”编撰初稿。 

⑩维修及再制造分会提供：“维修与技术服务、再制造市场的发展”编

撰初稿。 

 

（3） 入志企（事）业单位 

入志企（事）业单位由协会各分支机构推荐，总会确认。入志企（事）

业单位负责提供“企业篇”编撰初稿。 

①范围：工程机械主机企业、配套件企业、代理商企业、租赁与维修

企业、科研院所。包括国有、私有；独资、合资；内资、外资等不同资本

成分。 

②选取条件： 

主机企业：截至 2020 年底，全年销售额达到 3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行

业企业； 

其他企业：专业领域中的代表性企业/科研院所。 

③特殊条件：在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创新、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某

一方面具有突出成绩，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者；关注具有专精特新技术的

典型企业和成长型典型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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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行业志编撰提纲》 

首语：根据实际情况作总结概括 

一、综合篇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工程机械行业规模 

政府支持与引导，国家战略规划。宏观概述 5 年来工程机械行业的发

展脉络、规模及企业的进步。行业协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对促进行业发展的

作用等。 

第三章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记述行业国内外地位的提升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四章  工程机械行业成长与进步。 

 

二、施工机械化篇 

第一章  概述。施工机械化水平提升的标志（到“十三五”末的水平）。

施工工艺、材料的发展促进施工机械的科技进步。承接国内外大型工程国

产工程机械的表现。 

第二章  5 年的主要成就 

  第一节  铁路建设 

  第二节  公路建设 

  第三节  桥梁工程 

  第四节  水利水电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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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施工新技术的发展 

(要点：施工工艺、工法的改变，施工设备的改变) 

  第一节  地基基础工程 

  第二节  地下工程施工 

  第三节  混凝土工程施工 

  第四节  钢结构工程施工 

  第五节  吊装工程施工 

第四章  典型工程施工实例。主要根据“十三五”期间实际情况，选

5～7个涉及能源、公路、铁路、建筑、采矿等多个领域建筑工程实例，分

别从工程概况、施工特点、所用设备等方面给予记述。 

  第一节  水电站建设 

  第二节  高铁新项目 

  第三节  新建高速公路 

  第四节  水利工程 

  第五节  大型采矿工程 

  第六节  大型公共建设（城市地铁、大型场馆建设等） 

 

三、专业篇 

第一章至第二十一章的各工程机械专业章中拟包括以下五节内容： 

  第一节  5 年发展的主要成就 

      第二节  生产发展。含生产规模、经济指标、新品市场占有率等。 

  第三节  技术进步。含研发的新品、技术中心、检测中心、专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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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专利率等汇总资料）。 

  第四节  国际化及进出口状况。包括国内企业向外发展，并购、建

厂，也包括主要产品外资企业进入国内投资、建厂、市场占率。 

  第五节  主要制造企业的发展。本专业主要企业变化情况。 

第一章  挖掘机械（含液压挖掘机、机械挖掘机、斗轮式挖掘机和轮

斗式挖掘机等） 

第二章  铲土运输机械（含装载机、推土机、平地机等） 

第三章  工程起重机（含轮式起重机、履带起重机等） 

第四章  工业车辆（含机动工业车辆、非机动工业车辆等） 

第五章  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 

第六章  停车设备 

第七章  筑养路机械 

第八章  建筑起重机械（含普通塔机、自升式塔机、桅杆式塔机等） 

第九章  桩工机械（含打桩机、压桩机、强夯机、旋挖钻机等） 

第十章 混凝土机械（混凝土搅拌机/站、搅拌运输车、输送泵/车等） 

第十一章  市政与环卫机械 

第十二章  路面与压实机械 

第十三章  装修与高空作业机械（含高空作业车、消防车等） 

第十四章  钢筋及预应力机械 

第十五章  工程建材制品机械 

第十六章  工程运输机械 

第十七章  掘进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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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停车设备 

第十九章  冰雪与应急救援装备 

第二十章  工程机械专用零部件（主要配套零部件） 

第二十一章  工业互联网 

 

四、企业篇 

注：本篇第一章为概述。后续各章为每个企业自成一章，每章至少包

括如下四节内容。 

第一节  企业发展简介 

1.企业改革创新发展状况：反映其规模变迁、组合、兼并、拆分；企

业治理模式（国营、家族式、股份制等）。 

2.经营状况：主要经济指标、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 

3.管理状况：生产、财务、人事、技术、质量等管理制度改革。 

4.国际化成长: 1）投资规模扩张：国内企业对国外的企业兼并、海外

建厂；2）技术发展：建立海外研发中心与产品开发特点；为开拓国外市场，

如何应对必须跨过的技术标准门槛、民族风俗门槛、法律门槛，规避知识

产权风险; 3）市场成长：出口市场销售与服务网络分布；销售产品业绩；

涉外机构人员设置情况；国外直销；4）资本运作：国内上市、香港上市；

融资租赁的兴起。 

5.企业党建情况。 

第二节  产品、技术发展 

1.5 年内推出的新产品品种型号，及其性能特点。 

2.主要产品产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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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出口与配套件进口状况。 

4.国家及省部级技术中心：架构、规模、科研试验设备、研究能力。 

5.企业投资技术进步：研发投入；生产设备条件、工艺技术条件等技

术提高改造投入（指非重复性规模投资）；改进实验室试验条件投入；增强

研发技术队伍等。 

6.科研成果：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发展基金项目及完成状况；研

发的新技术、新工艺（获专利）；采用的新材料、新结构；引进再创新的专

有技术；专利统计。 

第三节  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 

1.企业文化：发展愿景、价值观，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 

2.企业社会责任：发表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情况。 

3.企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文化、制度、核心竞争力、要素（人力、

知识、信息、技术、领导、资金、营销）可持续发展战略。 

4.危机处置：企业针对国家重大事件、重大灾难，针对世界范围内的

金融经济危机采取的企业策略与对职工及社会的责任。 

5.重大事故处理与警示：5 年内企业及产品市场中发生的，涉及到环

境保护、人身安全、员工与企业关系等事件。 

第四节  企业人才队伍 

1.企业领导层：正副董事长、正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党委书记等事

迹。 

2.突出贡献者：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人物传记；企业

在 5 年内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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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获得者名单（出生年、工作单位、职务、所获荣誉、简述事迹）。 

3.人才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本土人才和国际化人才的吸引与

培养；参与（协会组织）行业技术员工培训与能力等级考核。 

 

五、市场篇 

    第一章  国内外市场综述 

  第一节  “十三五”期间工程机械市场特点 

  第二节  从工程机械保有量的增加看市场发展 

  第三节  国外市场状况及对我国的影响 

第二章  国内市场 

第三章  进出口市场 

  第一节  进出口基本情况 

  第二节  进出口贸易方式及情况分析 

第四章  产权交易市场 

第五章  现代制造服务业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代理商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数量、作用） 

  第三节  中国工程机械代理制存在问题及展望 

  第四节  工程机械的经营性租赁 

  第五节  工程机械的资本运作及融资租赁 

  第六节  工程机械产品市场评价 

  第七节  “十三五”期间维修与技术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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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后市场的发展 

      第九节  工业互联网。工程机械行业企业融合“互联网+”，应用电

子商务等情况。 

          

六、技术篇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技术发展的特点。以企业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体系。工程机

械技术 5年发展特点：国际化、生产管理及产品技术信息化、新材料应用；

产学研合作发展。 

  第二节  科技成果。5年中行业企业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第二章 工程机械科研机构 

  第一节  面向行业的专业研究机构。市场经济中运行的技术科研工

作者；面对全行业的国家级的专业机构：试验场、检测中心；国家 5 年中

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高校有关专业科研力量与重点实验室。

科研方向与科研项目的确立。共性技术研发短板现状。 

  第二节  以企业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技术中心的发展：架

构、规模、科研试验设备、研究能力。 

    第三章 工程机械行业技术进步 

  第一节  高新技术推动新产品研发。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签约科研

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基础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省部级奖项目。涉及

范围：信息化、智能化、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 

  第二节  科研创新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十三五”期间高新技术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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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果及获奖。 

      第三节  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四节  行业信息交流。行业信息工作发展状态；工程机械专业的

各报刊、杂志、网站等媒介的发展情况。 

    第四章 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工作 

  第一节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工作的发展；维权情况。 

  第二节  标准化工作。标准制定与修订；协会推动行业标准化工作。 

     

七、教育篇 

    第一章  工程机械高等教育 

    第二章  工程机械类专业科研成果与业绩 

第三章  继续教育 

第四章  职业教育 

第五章  技能培训 

     

八、协会篇 

    第一章  组织建设与基本职能 

      第一节  组织建设 

      第二节  协会分支机构 

      第三节  2016 年以后协会、各分支机构历届主要负责人 

    第二章  行业服务与主要业绩 

      第一节  行业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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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向政府反映行业诉求 

      第三节  对外交流活动 

      第四节  统计与信息交流等工作 

     

九、人物篇 

    第一章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终身成就奖 

    第二章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十、会展篇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国内外专业展会 

     

十一、国际化篇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国际化发展情况 

      第一节  合资企业的发展 

      第二节  进出口贸易情况 

    第三章  对外兼并与海外建厂，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第四章  国外市场销售与服务网络分布 

 

十二、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篇 

第一章 工程机械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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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附录 

A. 统计表（2016—2020） 

B.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大事记（2016—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