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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产业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
明珠”，2014 年这颗明珠大放异彩，这一
年也被认为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元
年。而经过前几年酝酿，机器人产业也在
2015年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

正在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长三角
地区，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其中，上海
机 器 人 产 业 规 模 预 计 2020 年 达 600 至
800 亿元；浙江培育的 7 大万亿级别产业
中，机器人是制造业代言人；江苏机器人
产业年均增长 25%，2017 年规模要达到
1000亿元。

上海目前已成为我国产业规模最大的
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国际 4 大机器人巨头
均设有机构，国内龙头企业也纷纷落户，
形成了研发、生产、应用等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集聚了一批本体和功能部件企业、

系统集成商、相关大学和科研院所。
但较之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上海

机器人产业的差距十分明显。去年工博会
上，ABB 展示的 YuMi双臂机器人已能满
足柔性和灵活制造的需求，成为世界上首
台真正实现人机协作共同完成同一任务的
跨时代产品。

上海为解决核心功能部件依赖国外技
术、自主本体企业尚未形成规模、自主研
发的机器人难以满足市场要求等不足，去
年曾提出 5 项举措，包括：推动机器人产
业开放发展、搭建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
创新机器人产业发展模式、探索设立机器
人产业基金和加大装备首台 （套） 政策支
持力度。

今年 3 月，上海市副市长周波深入上
海新时达机器人公司，调研上海工业机器

人产业发展情况，他要求各部门和行业协
会要围绕提高机器人产业核心竞争力，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打造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要鼓励企业采用“基金+基地”的
市场化运作模式，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
广产品应用，促进上海机器人产业的健
康、快速发展。

由于长三角人力成本日渐高昂，浙
江从 2014 年起实施“机器换人”计划，
考虑未来 5 年每年实施 5000 个“机器换
人”项目，结果当年就超过 6000 个。同
时，浙江全省使用工业机器人总量约占
全国的 15%，居各省市区之首。“机器人
大军”集结，推动浙江机器人产业快速
发展。今年 2 月，浙江发布了首个高端
装 备 制 造 业 发 展 规 划 。 一 直 关 注 浙 江

“机器换人”项目的蔡鹤皋院士说，“机

器换人”将有助于推动浙江制造业的转
型升级，有助于机器人及自动化产业的
集聚和深化发展，使浙江成为全国乃至
世界上机器人产业与技术的重要基地之
一。去年 5 月，丽水机器人产业园区成
立，成为浙江唯一的机器人特色产业基
地，已拥有机器人装备及零部件制造企
业 30 多 家 ， 构 建 起 了 机 器 人 产 业 链 ，
2014 年完成产值 30 亿元，初步形成了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江苏工业机器人产业也在迅速崛起，
去年 10 月底，江苏省经信委确定的 4 个
全省工业经济质量攻关重点课题，第一个
就是工业机器人。据相关人士介绍，江苏
在南京、苏州、常州、徐州等地拥有多个
机器人产业集聚地，配套体系完善，但整
机产品与辽宁、广东相比尚有差距。南京
也正在加紧打造机器人技术平台，建成后
能提供 80%到 90%的公共技术，彻底解
决当前产业的低端重复问题。南京未来还
将打造江宁、六合、高淳 3 个机器人产业
基地，计划 3 年左右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
体系，成为国内机器人产业新兴基地，
2020 年建成年销售规模上千亿元的“中
国机器人产业先进基地”。

长三角地区向先进制造业转型

工业机器人确立领跑优势
本报记者 沈则瑾

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产业转型升
级，助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然而，中国每万人工业机器人保有量仅约
30 台，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已
经打下的基础需要巩固，尚存短板的领域
需要完善，“机器换人”的潜力还很大。
不少地方提早谋划、抢抓先机，大力发展
机器人产业，推动制造业健康发展。

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分布区，随着人口红利等传统优势逐渐消
失，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希望通过机
器人产业大幅度提高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
率。3 月份，外贸出口大省广东出台了

“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提
出通过实施“机器换人”计划，以汽车和
摩托车制造、家电、五金、电子信息、纺
织服装、民爆、建材等行业为重点，推进
工业机器人示范应用，至 2017 年末推动
195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机器换
人”。广东各地纷纷抢抓先机，广州市提
出，到 2020 年培育形成年产 10 万台(套)
工业机器人整机及智能装备的产能规模，
全市 80%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应用工业机
器人及智能装备；被称为“世界工厂”的
东莞市提出，到 2020 年，力争全市工业
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产值实现翻一番，达
到 700 亿元。上海力争 2015 年全市机器

人产业规模达到 200 亿元，2020 年达到
600 亿至 800 亿元。上海还计划今后 5 年
应用机器人数量年均增加 30%以上，平
均每年新增机器人 3000 台以上、新建 5
条以上机器人示范应用生产线。

东北地区等传统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
厚、人才资源密集，正瞄准先进技术加紧
进行改造升级，通过智能机器人提高各产
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应对产业升级
挑战。已有大批著名机器人企业扎根东
北，由辽宁某机器人企业研发的国内首条
热冲压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日前诞生，首
届中国沈阳国际机器人展览会也将于 9 月
份举办。一直埋首深耕机器人领域的沈阳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自从移
动机器人系统在沈阳金杯汽车公司首次投
入使用后，就不断开发新产品，如今已占
领国内市场九成以上份额，还出口到 15
个国家。河南省由省工信厅牵头，组织
20 余家单位发起成立河南省机器人产业
联盟，将在 2020 年把河南打造成全国最
具规模、最具竞争力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
装备产业基地之一。

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特点，用好后发
优势，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使机器人产业成为重要支撑。重庆
市提出，到 2020 年成为国内重要的、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基地，全市机
器人产业销售收入达到 1000 亿元。作为
陕西省机器人产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规划
的负责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认
为，要把机器人产业做大做强，不能单纯
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还要加强同企业的
联系，同市场需求相结合。安徽省着力打
造机器人产业集聚试点，合肥机器人产业
园将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器人产业集
聚区，芜湖市机器人产业园规划面积达
5300 亩，包含机器人本体及核心零部件
研发制造、机器人系统及成套装备集成应
用、前端技术研究院研发创新、机器人主
题公园、机器人产业创意基地和配套商业
在内的 6大功能区域。

为了对智能机器人产业进行扶持，不
少地方还从金融、人才等领域出台政策。
比如浙江批准职业技术学院新设工业机器
人技术专业，将于今年 9 月开始招生。广
东佛山对投产两年内年税收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机器人企业，给予一次性
500 万元的奖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饮料
企业之一，娃哈哈集团也开发了放吸管机
器人、包装机器人等，并准备收购一到两
家海外有机器人关键布局的生产厂家，发
展装备制造业。

世界已经进入智能化、网络化时代，
为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
动力。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大潮，才刚刚
开始。

“机器换人”加速我国产业布局调整
本报记者 杨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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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第五焊
装车间，偌大的生产线上看不到一个焊接
工人。抓取、点焊、拼装⋯⋯这里的全部
焊接组装都由机器人完成，每一个动作都
精准利索。“机器人的劳动效率大概是人
工的 2 倍左右。”车间设备主管张金能告
诉记者，这些机器人并不是高薪引进的

“外援”，而是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
产设备。它们的生产企业，是同样扎根芜
湖 的 安 徽 埃 夫 特 智 能 装 备 有 限 公 司 。

“目前中国市场的工业机器人，国产
与进口比例约为 3∶7，中高端市场上，进
口机器人更是垄断了 90%的市场。”埃夫
特公司副总工程师肖永强博士告诉记者，
埃夫特已建成国内首条机器人批量装配
线，去年实现销售 825 台，销量位居国产
机器人企业首位，一个产能 1 万台的机器
人新工厂也将于今年 4 月底完成。“随着
我们这样一批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进入市
场，日本、德国等国际知名机器人制造企
业的在华同类产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
幅，有的降幅高达 20%到 30%。”

像埃夫特这样率先将“自主创新”旗
帜插上工业机器人高地的，在芜湖还有固

高科技、翡叶动力、欧凯罗博特、杨森工
业等一批整机和关键零部件企业。2013
年 10 月 1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批复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
试点实施方案，支持安徽率先发展机器人
产业，打造以芜湖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为
主体的自主化机器人产业集群。同年 12
月，一个规划面积 3.53 平方公里的机器
人产业园，在芜湖市鸠江经济开发区启动
建设。

在这块“国字号”试点集聚区内，自
主化工业机器人“从无到有”，渐成规模
之势。注资 8000 万元成立的芜湖滨江智
能装备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着芜湖机
器人产业园的招商引智、产业谋划、投融
资平台等多重功能。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
王家云告诉记者，要想形成工业机器人的
产业能力，不能只是整机组装，必须形成
包括政策、科技研发、投融资、应用推
广、人才支撑等在内的一整套支撑体系，
才能增强产业竞争力。

高端人才与优质项目一样，是芜湖机
器人产业园积极招揽的“香饽饽”。“我们
与芜湖合作，合资组建了芜湖哈特机器人

产业研究院。市里连续 3 年，每年支持
1000 万元专项经费，建立科研投入共
担、科技成果共享机制，就地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来自哈工大的高云峰教授，如
今是哈工大芜湖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副
院长、芜湖哈特机器人产业研究院有限公
司总经理。这种以“1+N”模式整合高校
科研院所的技术资源，建立国际化开放式
公共研发平台的做法，集聚了一批工业机
器人高端科研人员在芜创新创业。短短一
年时间，安徽工程大学芜湖机器人应用集
成技术研究院、安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哈工大蔡鹤皋院士工作站、香港科

技大学李泽湘院士工作站等相继成立或
落户。

来自安徽省发改委提供的资料显示，
安徽省机器人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值从
2012 年不足 20 亿元，到 2014 年达到 62
亿元。产业集聚效应增强，龙头效应凸
显，芜湖埃夫特公司进入国产机器人整机
企业第一梯队，四自由度以上机器人销量
占国产机器人的 1/3，位居全国第一。关
键技术获得突破，诞生国内首台重载 165
公斤机器人，载入中国企业创新纪录；伺
服驱动器和控制系统实现量产，伺服电机
打破国外垄断，成功替代欧系电机。

安徽芜湖打造创新高地

自主品牌机器人显露实力自主品牌机器人显露实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白海星白海星 通讯员通讯员 张逸潇张逸潇

图为北汽股份公司北京分公司，机器人在流水线上焊接自主品牌绅宝汽车。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图为北汽股份公司北京分公司，机器人在流水线上焊接自主品牌绅宝汽车。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建成国内首条机器人批量装配线，去年实现销售 825

台，销量位居国产机器人企业首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