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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机器人的国家，在很长
时间内迫于就业压力等方面的原因，机器人工业领域
长期存在“重理论、轻应用”问题。不过，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为了打破日本、欧盟对机器人工业的垄
断局面，美国政府开始取消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的限制，
加紧制定促进该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政策。目前，美国
的机器人工业正迎头赶上，在多个领域已经居于世界
领先地位。

美国早在 1962 年就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
人，但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美国工业机器人主
要立足于研究阶段。美国政府并未把工业机器人列入重
点发展项目。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当时失业率高达
6.65%，政府担心机器人会抢去更多人的饭碗，因此既未
推出财政政策予以支持，也未从政府层面组织各方力量
研制机器人。而企业在缺乏激励政策的背景下，不愿承
担研发、应用机器人的政策与社会风险，固守在使用刚性
自动化装置的层面。

业界分析人士称，美国政府这一时期在机器人工业
上犯了战略决策错误。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和
产业界开始反思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和应用价值，但是将
技术路线的重点放在研究机器人软件及军事、宇宙、海
洋、核工程等特殊领域的高级机器人的开发上，轻视开发
工业机器人特别是汽车行业上的应用，致使日本在工业
机器人的制造和应用上很快超越了美国。

美国在机器人工业上真正“发力”是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之后。由于日本“制造”步步紧逼，美国政府和产业界
推出了诸多激励政策和措施，鼓励工业界发展和应用机
器人，制订投资计划，增加研究经费，把机器人工业视为

再工业化的机遇。
奥巴马政府在 2011 年 6 月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

划》，提出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提振美国制造业。根据该
计划，美国投资 28亿美元，重点开发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
第三代智能机器人。世界技术评估中心的数据显示，目
前美国在工业机器人体系结构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其技术的全面性、精确性、适应性均超过他国，机器人语
言研究水平更高居世界之首。这些技术与其固有的信息
网络技术优势融合，为机器人智能化奠定了先进、可靠的
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已经成为机器人制造与应用强
国。据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RIA）最新统计，受制造企业
强劲需求驱动，北美的机器人行业在 2014 年进入其最快
增长期，上半年获得创纪录的 14135 台机器人的订货，价
值 7.88 亿美元，订货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30%，销售收入
增长 16%。其中汽车工业是对今年第二季度机器人销售
贡献最大的行业，订购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97%。非汽
车行业如半导体、生命科学、食品与日常消费品行业，今
年上半年的机器人订货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2%。但是
最强劲的增长还是来自汽车制造相关行业。来自汽车及
配件制造企业的机器人订货数量在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
期增长了 36%。据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估算，在美国的
工厂里大约有 23 万个机器人正在使用，美国的工业机器
人使用量仅次于日本。

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市场分析主任亚雷克斯·史
卡尼表示，在汽车工业继续充当机器人工业最大主顾
的同时，非常欣喜地看到非汽车制造行业正在快速增
长。这对机器人工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

积极的迹象。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所担心的机器人推高失业率的

“噩梦”并未发生。自 2010 年以来，北美机器人市场以年
均 26%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在降
低。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陈，在经历
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衰退之后的 2010 年，美国的失业率
上升到接近 10%，从那时起，随着机器人创纪录的销售业
绩，失业率一直稳步降低。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至
5.9%。除了失业率降低之外，制造业工作岗位正在回升，
原因也在于自动化。伯恩斯坦说，我们经常听闻有关机
器人抢夺工作机会，但事实正好相反，机器人挽救并且创
造了工作岗位。

美国：重振制造业 寄望机器人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韩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机器人产业
对于带动本国产业升级、撬动世界制造
业格局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国家战略
产业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韩国机器人产业保持了非
常强劲的增长速度，截至 2013 年，在整
体机器人产业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制造业
机器人领域，以出厂台数计算，韩国已排
名世界第 4 位。未来韩国政府将积极鼓
励各行各业加快与机器人产业的融合，
形成开放型的产业生态系统，并通过全
球合作扩大海外市场的占有率。

从模仿改良到掌握核心源头技术

韩国机器人产业胎动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 1978 年现代汽车从日本丰田
引进了首台多点焊接机器人，韩国产学
界在没有政府支援的情况下，开始了针
对机器人的自行研发，并在 1984 年开发
出首台垂直关节型弧面焊接机器人。

在汽车、半导体产业不断发展的带
动下，韩国政府认识到机器人产业的发
展对于提升制造业自动化的关键性作
用，加大了相关的扶持力度，使得机器人
产业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已奠定了
自身的产业基础。1997 年的金融危机给
韩国的机器人产业带来了巨大冲击，政
府支援和研究开发都基本中断，LG、大
宇和起亚等大企业也都撤出了机器人产
业。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给了中小企
业难得的发展空间，在 1997 年至 2001
年 5 年间，总共诞生了 121 个专门从事
机器人研发和生产的相关企业。

进入 21 世纪后，IT 产业的急速扩

张促使韩国政府对机器人产业的支持呈
现出规模化和系统化的特点，产业资源
部、信息通信部、科技部等部门都相继制
定了针对机器人研发的相应支持举措。
2008 年首部机器人产业的相关法案《智
能机器人开发及普及促进法》正式出台，
2009 年又推出了首个智能机器人开发
五年规划。

五年规划的实施给韩国机器人产业
带来了质的飞跃。2009 年韩国机器人产
业的生产规模为 10202 亿韩元（约合
58.6亿人民币），但在短短两年之后就突
破了 2 万亿韩元大关，2013 年的统计数
值为 22210 亿韩元，较 2009 年增长 1 倍
以上。出口方面，出口占总生产比重由
2009 年 的 9.7% 增 长 到 了 2013 年 的
30.6%，出口额也由 965 亿韩元增加到
7376 亿韩元。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也
很明显，仅产业内的从业人数 5 年间就
由 5068 人增加到了 11478 人，而销售规
模超过 100 亿韩元的企业数也由 20 个
增加到了 47 个。目前，韩国机器人产业
对比美国的技术差距已由 2009 年 2.5
年缩小到了 2013 年的 1.8 年，而在纳米
级搬运机器人系统和高密度革新制造工
程用机器人系统领域，韩国已经掌握了
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

扩大产业外延 抢占国际市场

为进一步加快机器人产业前进的步
伐，韩国政府于今年颁布了第二个智能
机器人开发五年规划。和 2009年将大部
分重点放在建立产业架构、培育产品开
发和推广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相比，第二

个五年规划更侧重于将技术与其他产业
相融合，通过扩大产业外延，在国内外创
造新需求和新市场。

新的五年规划提出了三大目标。一
是构筑开放型机器人产业生态体系，扩
大国内机器人市场规模，到 2018 年突破
7 万亿韩元，比 2013 年增长 3 倍以上。二
是强化国际合作和出口竞争力，抢占海
外市场，到 2018 年实现出口额 2.5 万亿
韩元。三是提高专门从事机器人产业的
企业数量和规模化，到 2018 年企业数超
过 600家，销售规模增长 2倍以上。

为此韩国政府将通过四方面举措推
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包括：选择具有国际
先导性大型研发课题重点推进，反应多
样化社会需求，强化零部件领域研发，提
高机器人研发综合实力；推动机器人技
术向制造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扩散，战
略性提高机器人普及，强化全球合作；引
导需求企业和其他产业大企业对机器人
产业加大投资，加强认证标准国际化，以
中小企业为中心培育机器人专门人才，
形成开放型机器人产业生态体系；充实
机器人产业内研发生产合作，扩大与其
他产业间的跨领域协作，协调地域机构
间的作用，构筑名副其实的泛国家机器
人产业融合网络。

然而，由于近两年韩国经济持续低
增长，对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
定的抑制作用。最近一份针对机器人行
业企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 58%的企业
认为初期投资不足是行业发展中最大的
制约因素，因此如何引导跨行业大企业
和海外投资进入韩国机器人行业，将是
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

韩国：构筑开放型产业体系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人”这一常常出现在科幻小

说和电影里的概念正变成具体的产品和应用走进日常生产

和生活之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机器人的

研发和应用已经从工业领域快速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并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将先进机器人

列入引领全球经济变革的颠覆性技术，每年将给全球带来非

常可观的经济效益。数据显示，2013年，工业机器人全球销量

约17.9万台，创历史新高。更多的迹象让人们相信，机器人产

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改变

全球制造业格局。普遍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明显特征是

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将是这场技

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机器人产业的推动下，一国产业

竞争优势的内涵、产业竞争优势所依赖的资源基础以及国家

间产业分工形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也正因为此，机器人产

业被一些主要经济体当作保持和重获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重

要手段，并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在美国，机器人已经被列为实现制造业变革、促进经济

发展的核心技术，定位与互联网一样重要。欧盟启动了全球

最大的民用机器人研发计划，纳入了机器人在制造业、农业、

健康、交通、安全和家庭等各个领域的应用，力图为提升工业

竞争力增添动力。在亚洲，日本将机器人当作经济增长的重

要支柱，期望拉动经济增长。韩国谋划构建开放型的产业生

态系统，将机器人产业融入各行各业，其整体机器人出厂台

数已排名世界第四。由此可见，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机器人竞

争战已经打响，并将愈演愈烈。

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机器人浪潮，各经济体并不处在同一起

跑线上，发达经济体依托强劲的技术优势已经抢占了先机。谁

在技术上占有优势，谁就将引领发展，这样的特点在互联网潮

流中已经得到充分验证。美国由于在互联网技术上占有绝对的

先发优势，从而在互联网潮流中风光无限，而日本则因错失了

发展互联网的最佳时机，从而使经济丧失了活力，陷入停滞的

尴尬境地。所以，如果不能顺应机器人革命的要求，就将有可能

丧失产业竞争的主导权，从而制约经济持续增长。

也许正是因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关乎自身的未来，各经

济体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发达经济体不会轻易地向发展

中经济体转移和授让机器人核心技术和专利，发展中经济体

在机器人产业竞争中将受到很多阻碍。以中国为例，尽管在

机器人领域的部分技术并不落后，但仍缺乏比较关键的核心

技术，机器人市场被国外厂商占去大半。

可以预见的是，机器人的不断引入将创造一个新的制造

时代，一场不见硝烟的竞争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机器人产业竞争
愈演愈烈

□ 李红光

日本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和出口国。统计数
据显示，日本每年机器人产量高达 3 万台，几乎是欧美国家
的总和。日本生产的机器人几乎有一半用于出口，出口比
列达 46%，出口国家遍布于全世界。

日本是一个迷恋机器人的国家。最初引发日本人产生
兴趣的是动漫大师手冢治虫创作的漫画形象“铁壁阿童
木”。机器人的“阿童木”无所不能，触动了日本人研制机器
人的热情和欲望。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企业“川崎重工”
率先从美国引进机器人技术，建立了生产车间，进而很快研
制出第一台“尤尼曼特”机器人。随后，丰田等汽车企业研
究出机器人生产线，形成机器人的“群组”。日产公司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运用机器人系统技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
人车间，实现了机器人主导的自动化生产。1996 年，本田
公司研制出能双腿行走的机器人“P2”，第一次完成机器人
的拟人化。不久，本田又推出“P3”和“阿西莫”机器人，在
轻便化和智能化方面实现突破。索尼公司是第一个将机器
人引入娱乐和康复领域的企业。进入本世纪，接近真人的
机器人不断面世。前不久机器人国际展览会上，日本推出
的机器人已经具有真人的许多特点，可以回答问题，弹奏乐
器，与人握手，对人微笑，表示同意、不满和愤怒。

日本科学家留川博久认为，机器人如同汽车的发明一
样，将引发产业技术和社会生活的革命性变化。高效、可
靠、不领薪水的工业机器人将改变全球制造业。据日本产
业技术协会调查，早在 2004 年底，日本运行的工业机器人
达 53万台，居世界首位，远远超过第二名的美国。

近年来，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和生产人口的下降，机器
人技术正在从工厂走向家庭。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联
合 11 家高新技术企业，成功开发了高智能化的机器人技术
——“HRP-2”，这个技术可以使机器人从事更加复杂的社
会活动，比如清扫地板，修剪草坪，看家护院，照顾老人和残
障人士，甚至可以检测地下管道，灭火，排除炸弹，进行简单
的外科手术等。

日本机器人产业和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日本政
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本世纪初，日本政府就成立了

“新世纪机器人技术战略调查会”，研究讨论机器人的发展
方向和关键技术，市场对机器人的需求，企业在开发机器人
中的困难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制定并发表了未
来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战略，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鼓励
措施，包括资金、税收、贷款、保险等各方面的扶植政策。日
本尤其重视建立“产官学”的合作体制，由国家研究机构研
究机器人的基础技术，然后低价转让给民间企业，鼓励企业
尽快开发研制新产品和新技术。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在信
息技术方面已经落后于欧美，只有在机器人技术上继续保
持领先地位，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日本：

抢占先机 大力扶植
本报驻东京记者 闫海防

9 月 11 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身在美国的斯哥

特·哈桑通过远程机器人与在天津的与会人员交流。

新华社发

5 月中旬，在莫斯科，一名参观者在展会

上接受机器人的“抚摸”。 新华社发

别开生面的机器人足球比赛。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摄
别开生面的机器人足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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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某企业研发的焊接机器人。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摄

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

将发展机器人产业上升为国家

战略，并作为保持和重获制造

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分析

认为，这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

局。世界各国如何发展机器人

产业？机器人发展又对各国内

部产业分工以及国家间产业分

工 形 式 产 生 怎 样 的 冲 击 和 改

变？这些问题令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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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年日本东京国际展示场举行的国际机器人展上，一家日本企业展示用于汽车喷涂的机器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