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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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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必要性一、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必要性一、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必要性一、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必要性    

今年七月，在吉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明年我国将开始

实施“十四五”规划。“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谋划好“十四五”时期发展十分重

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

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

须深入研判、深入调查、科学决策。党中央正在组织制定“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各地深入调研，聚焦

面临的老难题和新挑战，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的目标、思路、

举措。 

（（（（一一一一））））应对国际国内风险挑战的需要应对国际国内风险挑战的需要应对国际国内风险挑战的需要应对国际国内风险挑战的需要    

我们即将进入“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十四五”，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的爆发和蔓延，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

巨大变化。 

一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负面影响增加。随着中美关系日渐恶化、

逆全球化潮流加剧、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短



链等冲击，国际经济格局、经贸关系、地缘政治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

变化，我国对外贸易、交流合作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增多，风险明显加大，挑战更加严峻。这些因素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给“十四五”发展的背景、环境、资源、条件带来巨

大变化。我们要按中央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

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二是我国经济发展风险加剧。当前，我国处在“三期叠加”的特

殊时期，疫情蔓延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必然对国内产业和市场造成冲

击，这种影响与中美贸易摩擦，与国内本已存在的经济放缓趋势叠加，

也将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我们需要牢牢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迎接挑战、化危为机。我们必须把行业发展

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提出既能激励引导行业开拓进取的总体思路，

又能充分考虑已经变化了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实事求是地提出今后

的工作重点和举措。 

我们要引导全行业把产业发展放在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来思考。 

从国际背景，要深度认识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清醒面对比任何

时候都复杂严峻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新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抢占制高点，实现我国轴承产业由国际轴承

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从国内背景，要自觉地将产业、企业的发展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和国家民族大业中去定位，放在两个百年目标中去布局，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建设世界轴承强

国的初心，牢记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使命，面对风

险挑战和发展机遇并存的形势，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



信心，迎难而上，爬坡过坎，砥砺奋进，为实现世界轴承强国梦而不

懈奋斗。 

在这种情况下，十分需要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在深入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制订一个行业规划，引导全行业以理性思维和忧患意识，

超前谋划，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在

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二二二二））））引导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引导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引导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引导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轴承行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精心谋划，精心布局—— 

如何实现行业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行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如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传统发展模

式； 

如何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新旧动能的转换； 

如何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夯实高级化产业基础能力； 

如何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提升现代化产业链水平； 

如何补短板、强弱项、锻长板、提层次，突破高端发展的“卡脖

子”瓶颈； 

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增强国际

竞争力。 

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需要编制一份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规划，引导全行业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

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三三三三））））守初心担使命的需要守初心担使命的需要守初心担使命的需要守初心担使命的需要    

中国轴承工业协会是联系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是协助政府

开展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具有为政府，为行业和企业双向服务的功能。 

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始终不忘做好为政府、为行业和企业双向服务，

推进制造强国战略、轴承强国战略实施的初心和使命。即将进入“十

四五”新时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轴承强国已成当务之急。

在这关键的时间节点，中国轴承工业协会紧紧围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轴承强国这一国家战略，组织编制一份体现国家意志，为政府提供决

策依据和制订政策基础；凝聚行业共识，反映企业诉求，引导行业发

展的规划，是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守初心，担使命的历史责任。 

二、行业基本情况二、行业基本情况二、行业基本情况二、行业基本情况    

轴承是核心基础零部件，轴承工业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对

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轴

承工业已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已成为轴承销售额和产量居

世界第三位的轴承生产大国。按 2019 年统计，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近 1300 家，从业人员 35 万多人，主营业务收入 1770 亿元，轴承产

量 196 亿套。能够生产小至内径 0.6 毫米，大至外径 12.37 米，9万

多个品种规格的各种类型轴承。 

我国已是世界轴承生产大国，但还不是世界轴承强国，产业结构、



研发能力、技术水平、

差距。 

轴承配套的主机行业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

长趋缓。近年来有的主机行业需求锐减

收入年均递增率大幅下降

进入新世纪，我国轴承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年）期间，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递增

2010 年）期间，全行业主营业务年均递增

（2011～2015 年）期间

率降为 4.46%，其中，

五”，2016年全行业恢复性增长

转为正增长（4%）。2017

10.2%。2018 年全行业增

负增长（-4.22%）。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产品质量、效率效益都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

轴承配套的主机行业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对轴承的需求增

近年来有的主机行业需求锐减，致使我国轴承行业主营业务

收入年均递增率大幅下降。 

全行业历年主营业务收入全行业历年主营业务收入全行业历年主营业务收入全行业历年主营业务收入    

 

我国轴承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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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我国轴承产业高速增长已难以为继我国轴承产业高速增长已难以为继我国轴承产业高速增长已难以为继我国轴承产业高速增长已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是我国主要原因是我国主要原因是我国主要原因是我国

轴承产业存在着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所致轴承产业存在着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所致轴承产业存在着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所致轴承产业存在着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所致。。。。 

我国轴承产业发展的不充分我国轴承产业发展的不充分我国轴承产业发展的不充分我国轴承产业发展的不充分————————    

体制机制改革不充分 

技术研发不充分 

产业集聚区建设不充分 

新业态发展不充分 

质量品牌建设不充分 

军民融合发展不充分 

我国轴承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轴承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轴承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轴承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发展不平衡 

软实力和硬实力发展不平衡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平衡 

轴承钢的技术质量水平与轴承产品质量升级的需求不平衡 

轴承专用装备的发展水平与轴承产业的发展需求不平衡 

轴承滚子技术发展水平与钢球技术发展水平不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又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多年来，我国轴承产业的发展存在着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需着

力化解，从而，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三、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基本要求三、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基本要求三、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基本要求三、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基本要求    

（（（（一一一一））））时代性时代性时代性时代性    



“十四五”面临的时代特点，从国内看，“十四五”是我国实现

“二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要认清行业发展的历史

使命，把行业发展放在实现“二个一百年”目标中来定位；从国际看，

“十四五”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基于深刻认识国际大变局

下严峻的国际形势，清醒面对各种风险挑战，谋划行业发展的战略举

措。 

规划要体现新时代特征，深深打上新时代烙印。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伟大思想提出的新时代发展

的总目标、总任务、总战略、总布局指导规划编制工作。 

（（（（二二二二））））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    

规划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

统筹、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结合、战略性和操作性相呼应的原则。 

要认真学习领会党和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在规划中准确体现国家

意志、国家战略、国家需求；同时，要认真进行行业基本情况调研，

正确评估成绩和亮点，找准问题和短板，反映企业的诉求，紧紧围绕

行业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规划行业的发展，使规划成为“上通

‘天庭’，下接‘地气’”的科学规划。 

（（（（三三三三））））创新性创新性创新性创新性    

走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规划要有新的

思维，新的举措。要突破旧有的思路、模式，不“炒冷饭”，不讲老

话、套话，以耳目一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四四四四））））前瞻性前瞻性前瞻性前瞻性    

规划力求有超前思维，前瞻世界和我国轴承产业的发展趋势。规

划要紧紧围绕新基建、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量子通信这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由浅入深，由

低向高，由近及远地设定目标、制定措施，推进轴承制造技术由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培育智能制造、绿色发展、服务化转型

新业态，做到 10 年、20 年不落后。10 年、20 年后回过头来看看，

是这么回事，八九不离十。 

（（（（五五五五））））指导性指导性指导性指导性    

规划要准确、全面地向全行业传达国家发展战略、发展重点和产

业政策，推动转型升级、引导行业发展。规划要清晰地描绘今后五年、

十五年（重点是今后五年）发展的路线图，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发

展规划、进行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实现转型升级，发挥导向性作用。 

（（（（六六六六））））基础性基础性基础性基础性    

规划要加大信息量。要变成向全行业企业家、专家提供有关轴承

产业的基础信息、基础知识的参考书、“小百科全书”。并且，为国家

部委、地方政府制订支持轴承产业发展的政策，提供行业信息和决策

依据。 

四、行业“十四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四、行业“十四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四、行业“十四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四、行业“十四五”规划的基本思路    

（（（（一一一一））））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新发展理念贯

穿发展全过程，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增长、换动能、转方式、调结构、补短板、锻

长板、强弱项、提品质、增效益。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夯实高级

化产业基础能力；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打造具有稳定性和竞争

力的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的发展，早日建成世界轴承强国

（（（（二二二二））））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

为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代化攻坚战，实施以下战略

1、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加短缺供给，提升传统供给

2、 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和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力度

3、突破高端，做好中端

4、主攻智能制造

态。 

5、实施品牌战略和人才工程

育昂扬向上的中国轴承工业文化

6、推进跨界融合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7、扩大开放合作

争力。 

8、发挥集聚发展效应

新要素丰富、产品竞争力强

外开放水平高的世界级轴承产业集群

（（（（三三三三））））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早日建成世界轴承强国。 

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发展战略    

为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

实施以下战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无效供给，创造新增供给

提升传统供给，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

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和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力度，创新驱动发展

做好中端，提升低端，优化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

主攻智能制造，培育智能制造、绿色发展、服务化转型新业

实施品牌战略和人才工程，创建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

育昂扬向上的中国轴承工业文化，增强产业发展软实力。

推进跨界融合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扩大开放合作，提升国际化合作的水平和层次，

发挥集聚发展效应，建设空间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

产品竞争力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网络化协作和对

外开放水平高的世界级轴承产业集群。 

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创造新增供给，增

、提层次。 

创新驱动发展。 

优化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 

服务化转型新业

创建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培

。 

，增强国际竞

产业特色鲜明、创

网络化协作和对

 



（（（（四四四四））））发展重点发展重点发展重点发展重点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制造强国战略重点发展领域需要大量的

高端轴承配套，轴承行业应着力对这些轴承研发→工程化→产业化。 

1111、、、、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        

（（（（1111））））高档数控机床轴承高档数控机床轴承高档数控机床轴承高档数控机床轴承    

1）高档数控机床主轴轴承 

2）高档数控机床滚珠丝杠轴承单元 

3）大型数控机床高精度转台轴承 

（（（（2222））））工业机器人轴承工业机器人轴承工业机器人轴承工业机器人轴承    

1）RV 减速机轴承 

2）谐波减速机轴承 

2222、、、、航天航空装备领域航天航空装备领域航天航空装备领域航天航空装备领域    

（（（（1111））））航空轴承航空轴承航空轴承航空轴承    

1）大飞机发动机主轴轴承 

2）大飞机自润滑关节轴承 

3）大飞机及直升机机体轴承 

（（（（2222））））航天轴承航天轴承航天轴承航天轴承    

1）大推力运载火箭轴承 

2）卫星动量轮轴承 

3）神舟系列飞船轴承（导航及姿态控制系统轴承、太阳能帆板

驱动机构轴承、CCD 高精度照相机构轴承） 

4）运载火箭发射装置及测控系统轴承 

3333、、、、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领域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领域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领域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领域    

（1）燃气轮机高速重载轴承 



（2）船用高速涡轮机轴承 

（3）船用重载冲击轴承 

（4）海洋石油钻井平台超大尺寸转盘轴承 

（5）海洋石油钻机轴承 

（6）海洋浮吊转盘、滑轮组、吊钩轴承 

（7）高技术船舶发动机轴承 

（8）港口堆取料机转盘轴承 

4444、、、、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    

（（（（1111））））节能汽车节能汽车节能汽车节能汽车    

1）轿车用第三代轮毂轴承单元 

2）长寿命汽车水泵轴连轴承 

3）新型重载汽车轮毂轴承及单元 

4）轿车自动变速箱轴承 

5）汽车 ABS 偏心圈轴承单元 

6）汽车用柔性轴承 

7）高档汽车等速万向节总成 

8）汽车变速箱用单向离合器 

9）重型汽车下推力杆用向心关节轴承 

10）汽车转向系统轴承与滚珠丝母集成单元 

11）汽车节气门用冲压外圈滚针轴承 

12）加强型起停电机用冲压外圈滚针轴承 

13）汽车发电机轴承单向滑轮总成 

14）汽车发电机皮带轮滚针超越离合器 

15）汽车耦合器滚针轴承 



16）汽车转向器滚针轴承 

17）薄壁汽车转向机球轴承 

18）中高档轿车发动机电动转向防抱死系统滚针轴承 

（（（（2222））））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    

1）电动汽车驱动电机、变速器轴承 

2）电动汽车轮毂驱动电机（轴承）单元 

5555、、、、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    

（1）高速动车组轴箱轴承 

（2）高速动车组牵引电机绝缘轴承 

（3）高速动车组齿轮箱轴承 

（4）大轴重铁路货车轴承 

（5）新型地铁城轨车辆轴箱轴承 

（6）新型地铁城轨车辆牵引电机绝缘轴承 

（7）新型地铁城轨车辆齿轮箱轴承 

（8）快捷铁路货车轴承 

（9）大功率机车轴箱轴承 

6666、、、、电力装备领域电力装备领域电力装备领域电力装备领域    

（（（（1111））））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轴承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轴承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轴承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轴承    

1）各种功率风力发电机组增速器轴承 

2）各种功率风力发电机组发电机轴承 

3）2兆瓦以上风力发电机组主轴轴承 

4）2兆瓦以上风力发电机组偏航变桨轴承 

（（（（2222））））三代核电三代核电三代核电三代核电、、、、二代加核装备轴承二代加核装备轴承二代加核装备轴承二代加核装备轴承    

（（（（3333））））百万百万百万百万 kWkWkWkW 火电装备轴承火电装备轴承火电装备轴承火电装备轴承    



7777、、、、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    

（1）CT 机、核医学、γ刀等使用的四点接触球转盘轴承、单双

列角接触球转盘轴承 

（2）医疗加速器使用耐辐射材料的四点接触球转盘轴承 

（3）X光机等使用等截面薄壁轴承 

（4）牙钻手机轴承 

（5）心血管机主轴承 

8888、、、、农业机械装备领域农业机械装备领域农业机械装备领域农业机械装备领域    

（1）180 马力以上动力换档拖拉机轴承 

（2）喂入量 6公斤/秒以上谷物联合收割机轴承 

（3）智能化精密播种机轴承 

（4）秸秆收获机械及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播种、收获和田间

管理等大功率、复合型、精细化农业机械的驱动桥轴承、变速箱轴承

等 

9999、、、、大型冶金大型冶金大型冶金大型冶金、、、、矿山装备领域矿山装备领域矿山装备领域矿山装备领域    

（1）高速线材轧机导卫轴承及单元 

（2）背衬轴承（森吉米尔轧机轴承） 

（3）扇形段和转炉轴耳剖分轴承 

（4）高速冷轧板材轧机轧辊轴承 

11110000、、、、大型施工机械领域大型施工机械领域大型施工机械领域大型施工机械领域    

（1）盾构机主轴承与推进油缸轴承刀盘轴承 

11111111、、、、大型石油大型石油大型石油大型石油、、、、石化及煤化工成套设备领域石化及煤化工成套设备领域石化及煤化工成套设备领域石化及煤化工成套设备领域    

（1）深井超深井石油钻机轴承 

11112222、、、、新型轻工机械领域新型轻工机械领域新型轻工机械领域新型轻工机械领域    



（1）高速度长寿命纺织设备轴承 

（2）大功率电动注塑机轴承 

五、行业“十四五”规划的基本结构五、行业“十四五”规划的基本结构五、行业“十四五”规划的基本结构五、行业“十四五”规划的基本结构    

规划由规划纲要和专题规划二个板块组成 

第一板块第一板块第一板块第一板块    全国轴承行业全国轴承行业全国轴承行业全国轴承行业““““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发展规划纲要发展规划纲要发展规划纲要    

第一章 行业基本情况 

第二章 发展环境 

第三章 发展的亮点和短板 

一、亮点 

（一）已成长一批有较强实力的优势企业 

    （二）技术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进展 

（三）产品水平提高，为重大装备配套能力增强 

    （四）实施“工业强基工程”项目，取得明显成效 

二、短板 

（一）研发能力弱 

（二）轴承钢技术质量水平尚不能完全适应高端轴承的开发 

    （三）工艺装备和滚子技术水平差距大 

第四章  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 

一、指导思想 

二、发展战略 

第五章 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 

一、发展目标 

二、发展重点 

第六章 发展措施 

第一节 产业基础高级化 

一、着力研发和创新 

（一）鼓励支持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平台 

（二）构建轴承产业研发生态体系 

（三）发挥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引领作用 



（四）建立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学术委员会 

（五）凝心聚力，进行我国高端轴承研发课题的研发 

（六）提升企业“从 0到 1”自主创新能力 

二、主攻智能制造推进业态转变 

（一）智能制造 

（二）绿色发展 

（三）服务化转型 

三、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 

四、增强发展的软实力 

（一）夯实发展的质量品牌基础 

（二）培育中国轴承工业文化 

（三）实施人才工程 

（四）创造运用和保护知识产权 

第二节 产业链现代化 

一、“一条龙”协同促高端发展 

二、补短板，强软项 

（一）我国轴承钢技术质量水平补短板强弱项的路径 

（二）我国轴承工艺装备和滚子技术发展的目标和技术路线 

三、 开放合作，融通发展 

（一）塑造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新优势 

（二）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三）着力高端特种轴承融合发展 

四、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第二板块第二板块第二板块第二板块        全国轴承行业全国轴承行业全国轴承行业全国轴承行业““““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五””””发展专题规划发展专题规划发展专题规划发展专题规划    

专题规划之一    研发和创新专题规划 

专题规划之二    智能制造专题规划 

专题规划之三    轴承钢技术发展专题规划 

专题规划之四    工艺装备和滚子技术发展专题规划 

专题规划之五    标准化专题规划 

六、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安排六、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安排六、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安排六、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安排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进行行业基本情况，包括行业“十

三五”规划执行情况，企业发展情况和对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的意见的调研调研调研调研。 

2020 年 2月～3月 组织专家起草规划初稿。 

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向中国机械联上报规划初稿上报规划初稿上报规划初稿上报规划初稿。 

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向中国机械联上报规划征求意见稿上报规划征求意见稿上报规划征求意见稿上报规划征求意见稿。 

2020年5月～8月 在全行业征求对规划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

并召开行业各方面专家咨询会，征询专家的修改意见。 

2020 年 9月～11 月 组织专家对规划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形成形成形成

规划送审稿规划送审稿规划送审稿规划送审稿。 

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规划送审稿经中国轴协理事长工作会议审议后定

稿。 

2021202120212021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按国家“二会”发布的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

对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校订后正式发布正式发布正式发布正式发布。 

七、规划编制工作组织领导七、规划编制工作组织领导七、规划编制工作组织领导七、规划编制工作组织领导    

（（（（一一一一））））规划编制领导小组规划编制领导小组规划编制领导小组规划编制领导小组————————    

组长：周宇 

副组长：郝宏伟  何加群 

成员：刘军 王新颖 张童生 马兴法 蒋蔚 高文峰 张 峰 

      陈慧 李平一 高少兵 申长印 洪军 孟永钢 邵毅敏 

      邱明 袁巨龙 王黎钦 胡先根 王富金 朱克明 

（（（（二二二二））））规划编制工作组规划编制工作组规划编制工作组规划编制工作组————————    

组长：何加群 

成员：卢刚  牛辉  杨金福  刘桥方  韩金科  岳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