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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产业发
展与政府公共服务论坛上，安徽芜湖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东为与会嘉宾带来了一份《国家芜湖机器人产业集
聚区发展报告》。报告展示的是，历经 2 年试点的“国
字号”芜湖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激活

“智造”潜能的历程。
“我们重点推进工业机器人全产业链发展，采用投

资合作、技术引进和资本收购等模式，引进国内外知名
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厂家、机器人系统集成商，希望
建立自主品牌机器人研发、制造、集成、应用体系，延伸
发展上下游产业链。”张东在发言中介绍了芜湖谋划发
展机器人产业的整体思路。

走进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路边“芜湖机器人产业
集聚发展基地”的指示牌格外醒目。2013 年 10 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正式批复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实施方案，支持安徽省在全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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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年时间，以
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为龙头，集聚区吸引了固高
科技、翡叶动力等国内外 49 家机器人整机和关键零部
件企业入驻，产业链日臻完善。

“欢迎莅临，很高兴见到你们！”走进哈特机器人产
业研究院，主动走上前来“问好”、当起参观导游的不是
工作人员，而是一台有模有样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在
这个“藏龙卧虎”的研究院里，各种机器人令人目不暇
接——仿生机器人能自己跟着音乐跳舞、打太极；双臂
机器人有着智能视觉和手爪末端系统，重复精度可达
５毫米⋯⋯研究院的高云峰教授告诉记者，短短一年
多时间，团队就完成了 10 项前沿关键技术项目的立项
和推进，还申请了 30多项专利技术。

技术研发平台只是芜湖机器人产业基地的众多支
撑平台之一。芜湖还着力打造投融资、应用推广、政
策、人才、检验检测等几大平台，形成支撑机器人产业
发展的产业生态链，不断增强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

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目标定位，芜湖确定了 5 大
重点发展方向：重点发展工业生产应用的并联机器人、
重载搬运机器人等；在精密减速机、伺服驱动器、伺服
电机等关键核心部件领域取得突破；发展系统集成，推
进工业智能化，建设柔性制造生产线、智能化在线检测
装置、物流及仓储系统、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发展服
务机器人，重点引进发展医疗康复护理、家庭服务机器
人等；延伸发展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智能仪表、
精密仪器等装备制造，实现工业机器人向制造业智能
化转型、向工业自动化领域延伸。预计到 2020 年，芜
湖机器人产业规模将达 300亿元至 500亿元。

“亲爱的，请让一让，我要过去呦。谢
谢！”前进道路上有人挡路，身着红裙的机
器人礼貌地打招呼。无奈挡路者态度强
硬：“我不让！”“那我让你吧。”机器人绕
过“路障”，继续前进。几步外，一对身
着汉服的机器人微笑而立。“跳支舞吧。”
听到要求，机器人眉眼微动，随即翩翩起
舞⋯⋯近日，光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的人们，都会因为这几个机器人的出
现，停下匆匆的脚步。这是 11 月 18 日在
北京亦庄开幕的 2015 中国设计节的一
部分。

在 亦 庄 ，各 色 机 器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家”。从最初灵感的迸发，到每个环节的
技术突破；从样品诞生，到流水线上批量生
产；从提供资金支持，到促成订单交易的平
台服务⋯⋯不久前，位于亦庄的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亦创智能机器人创新园正式亮
相，为机器人产业的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
服务。

“我们不是产业园，是机器人产业的创
新园。”成立亦创的北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张培武告诉记者，“全国有 40 多家机器人
产业园，但创新园我们是首家。我们的目

标是成为中国机器人发展的领跑者，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高效、高辐射力
的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

创新园背后，有汇聚科研大咖的亦创
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作为技术后盾。“创业
者带着好的创意进入园区，研究院专家进
行技术指导，突破各环节技术难点，最终
形成机器人产品；产品、技术、工艺可在展
示中心展出，通过交易平台获取订单。”张
培武说。

创新园的创业孵化平台，实现了制造
领域的创新创业模式。张培武表示，“在
我们这里，设计人员在孵化空间提出的方
案，马上就能通过工程师和专业设备实现
试生产，大大缩短了成果转化时间，对于

降低创业成本，效果非常明显”。
今年以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

围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生物医药、产业
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产业，打造 5 大产业技
术创新中心，而亦创智能机器人创新园

（北人集团）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机器人产业的技术创新中心。

作为 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承办单
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在大会上亮
出了秘密武器。推出早教机器人“大白”
的北京康力优蓝带来了能听懂 20 多种方
言的“优友”。安川首钢的汽车零部件机
器人焊接系统应用集成技术，居于国内领
先地位，推出的“新型不锈钢薄板机器人
焊接系统”可在厚度不足 1 毫米的工件上

实现宽幅的、无飞溅附着的美观焊接⋯⋯
如今，北京亦庄的机器人产业正在蓬

勃兴起。据了解，未来，这里将形成“一
廊两心多区”的空间布局，多区指创新中
心、研究院、加工服务平台、研发中心、展
示中心、智造综合体、智造学院；两心指
南北两个园区各有一个绿地核心；一廊
指联系各个功能区、园区客群的主要交
流、共享平台。

同时，北京亦庄还将围绕亦创机器人
园区，打造全球机器人研发设计和集成创
新中心、展示交流和技术交易中心、系统
集成总部和工程示范应用中心，争取承办
世界机器人大会，建设世界机器人大会永
久会址，争创中国制造 2025示范区。

总投资 2.3 亿元、占地 58 亩的恒拓高（重庆）工业
园项目近日在重庆市永川区凤凰湖工业园正式开工建
设，该项目由重庆恒拓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产值超 10 亿元，成为国内工
业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及工业自动化模组行业中生产规
模、品种、配套能力领先的专业化生产基地。

在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像恒拓高这样的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企业目前已经入驻了 80 多家，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产业的规模和集群效应逐渐凸显。

近年来，重庆市瞄准全球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
浪潮，将机器人智能装备等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重点，并在两江新区、永川、大足等地布局发展工业机
器人生产基地。截至今年 8 月，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企业已超过 100家，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机器人及
数控机床产业实现产值 90.2亿元，同比增长 31%。

位于两江新区水土工业园的“重庆两江机器人产
业园”是重庆市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核心承接区域，这里
已经集聚了嘉腾、聚研、海普洛、华中数控等一批机器
人企业。

在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
到，四轴圆柱坐标机器人、五轴直角坐标机器人、六轴
关节坐标机器人等多款工业机器人设备正在不停运
行。“这些机器人正在进行负载实验，要持续运作半个
月不停、不出问题才算合格，设计使用寿命 10 年。”公
司副总经理韩堃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作为首批抢滩
重庆的机器人企业，他们看中的是重庆的市场容量和
机器人产业发展前景。

“我国工业机器人运用最为广泛的行业集中在汽
车工业和电子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的机器人运用共占
据了约 60%的市场份额，而这两个行业恰恰是重庆市
近年来发展最为强劲的行业。”重庆市经信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重庆目前已建成“5+6+800”全球最大笔记
本电脑产业集群和“1+10+1000”全国最大汽车生产
基 地 ，电 子 和 汽 车 两 大 产 业 对 工 业 增 长 贡 献 率 达
60%，同时，其他支柱产业不断壮大，也激发了重庆工
业企业对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的旺盛需求。

为了支持机器人产业发展，重庆出台了《关于推进
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并着力推进产业集群体
系、科技创新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人才保障体系和市
场推广运用体系等 5 大体系建设。今年 7 月，重庆市
政府审议并通过了《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集
群发展规划（2015 年-2020 年）》，明确提出以坚持市
场主导、坚持创新驱动、坚持集群发展为原则，到 2020
年，形成完整的“研发+测试+制造+集成+服务体系”
全产业链的产业集群，实现销售收入 1000亿元以上。

按照全产业链发展思路，重庆坚持“政、产、学、研、
资、用”相结合，着力构建协同创新及研发公共服务平
台、创业孵化及应用推广服务平台、金融及资本服务平
台等 3大平台，加快培育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有个工厂很特别，里面看不见人。物
料搬运、柔性传输、清洗零件、装配喷漆等
全由不同“身份”的机器人操作，甚至监控
室里，也是机器人在虚拟制造、综合监
控。位于辽宁沈阳市浑南区的国内首个
智能化工厂就这样牢牢地吸引住了记者
的眼球。“机器人有一天会不会不听话？”
当记者开玩笑地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没想
到新松机器人公司企划负责人哈恩晶竟
严肃地点头回应，“这是下一课题”。

机器人和这里有很深的缘分。最早
的产业化机器人、最先出口的机器人等 80
多个中国机器人发展史上的第一都诞生
在沈阳。沈阳市浑南区集中了国内强悍
的科研力量——中科院机器人与智能制

造创新研究院、中科院先进材料创新研究
院、国家机器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这里
有国内机器人行业的领军企业——新松
公司。2014 年沈阳机器人产业收入同比
增长 42%，产品占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份
额逾 20%。

除了新松这样的“大块头”，沈阳浑南
区还有一批机器人企业正悄然崛起。当
电子商务后台忙着“人找货”时，辽宁瓦基
机器人公司生产的“货找人”型仓储机器
人已经与亚马逊的机器人同步上线，功能
相当，成本却仅相当于亚马逊的三分之
一；凭借硬币大小的“胶囊内窥镜”移动机
器人，尚贤科技公司解决了传统内窥镜检
查体感不适的问题；沈阳通用机器人公司

拥有的力反馈技术和产品，在医疗手术
等高精度作业领域独占鳌头⋯⋯

可是，这里的政府和企业并未满足，
他们要把机器人产业化基地做成世界
性的。

要撬动世界，请给我一个支点。浑
南区委书记阎秉哲认为，这个支点就是

“中国制造 2025”和“十三五”规划。机器
人恰是提升制造走向智造的突破口，是
实施“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重要抓手。
为了解决机器人品牌附加值低等问题，
结束只有“高原”没有“高峰”的混战时
代，浑南区制定了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完成智力汇聚。浑南区配合
中科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建

设，整合 9 个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
工程中心资源，合力建成一流的智能装备
研发基地。同时，筹建沈阳机器人学院，启
动“盛京人才计划”，为机器人产业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第二步完成以机器人为代表
的工业品线上线下布局。以企业为主体探
索科技产业联盟新模式，促进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三链融合”，全面提高区域的自
主创新能力、大型设备成套能力、主导产业
配套能力和现代服务业支撑能力。第三步
让智能制造引领传统产业升级。政府借市
场之手促成传统装备与机器人技术的有机
融合，开展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装备核心技术
与产品研发及应用推广。

沈阳市市长潘利国告诉记者，沈阳把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作为当前的先导产业、
支柱产业以及未来的重要增长级优先发
展，以浑南区为核心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机器人产业基地。日前，沈阳市接
连出台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
案和 13 条支持创新实施意见。同时，设立
200 亿元产业发展基金，用于机器人制造
基地、技术创新研发等多平台建设。

做机器人永远的家
本报记者 杨学聪

鼓励企业争当“高峰”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激活智造潜能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张逸潇

打造全产业链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重庆华数机器人公司生产的工业机

器人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参观考察。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研制的

机器人 ER210-C40，运用在奇瑞五工

厂。 曾 辉摄
由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推出

的点焊机器人。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在位于辽宁沈阳市浑南区的国内

首个智能化工厂内，工人正在操控机

器人。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欢迎您，我是机器人！”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门口巨大的黄黑色“变形金刚”不
畏天寒地冻，始终口吐“人言”、迎接宾
客。从 11 月 23 日到 25 日，3 天来，金发碧
眼的、童音稚嫩的、沉稳专业的⋯⋯各种
各样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踏着皑皑白雪，来
到机器人的世界。

这是一场中外机器人群集的“武林大
会”，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
人在博览会上争奇斗艳；这是一个中外机
器人专家论道的至高舞台，来自日德美等
制造强国的机器人专家在论坛上思维碰
撞；这是一座中外机器人产业合作的最佳
桥梁，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这里都
找到了商机和方向。这里就是 2015 世界
机器人大会，虽然帷幕已降，但机器人前
进的步伐不会停止，明天会更好。

一场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2015世界机器人博览会，17000平方
米的展览面积，但却远远承载不了当下中
外机器人的精华和观众们的热情。

外行的人看热闹。
细 长 的 机 械 手 让 许 多 观 众 自 愧 不

如，打起羽毛球来百发百中、写起毛笔字
来龙飞凤舞、敲起编钟来余音绕梁、画起
飞龙来活灵活现。人形的机器人让孩子
们雀跃欢呼。端着盘子在会场走来走去
的餐饮机器人、做成美羊羊造型的助老机
器人⋯⋯6 岁半的湖南小女孩傅思妍抱住
一个餐饮机器人不放手，“我想要一个机
器人回家陪我”。

服务机器人显然更为吸引普通观众
的眼球。“博览会上有很多人对我们展出
的服务机器人感兴趣，来找我们洽谈要购
买。”芜湖罗博特机器人公司商务部部长

宋超介绍说。
内行的人看门道。
在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展台前，一台红

色的机器人伸着“小脑袋”在电脑前自动
建模后，连接着电脑的 3D 打印机便开始
工作，以黄色的 ABS 塑料为原料一层层
打印，最后形成一个机器人的关节零件。
以工业机器人为终端，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带 来 了 一 套 智 慧 工 厂 产 品 ，直 指 智 能
制造。

“我来博览会就看与焊接切割有关的
机器人产品，因为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是
轨道交通和地下工程装备，我们要向高端
装备制造业发展。”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的工艺开发设计人员周海说。

“现在全球都知道中国制造 2025，中
国正处于需要大量工业机器人来助推制
造业升级的阶段，我们也针对此开发出了
许多产品。”安泽智能工程有限公司首席
技术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机器人技术学
科创始人安德鲁说。

在有库卡、ABB等全球机器人巨头来
参加的博览会上，国产机器人也不逊色。

“这次博览会，我们几大国内机器人龙头
企业不约而同都选择了编钟、青花瓷等中
国风，就是想表明我们的态度，要把中国
机器人推向世界，也要把外国先进技术融
入国产机器人。”中轻集团长泰机器人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漾说。

一次全球专家的思维碰撞

一场主论坛、12 场分论坛，场场听众
爆满，场内席地而坐的人比比皆是。

主论坛云集全球“大咖”，为企业家指
明未来的方向。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席宁分析

了纳米机器人在生物制药领域的应用前
景，并认为这很可能将是机器人产业的下
一个热点。而在博览会上，哈工大机器人
集团已经带来了纳米操作机器人，其重要
研发人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多伦多大
学教授孙钰兴奋地说：“中国机器人发展
速度之快超乎我的想象，我未来的时间将
会更多留在中国，与哈工大一起开发新的
机器人产品，这里是更大的舞台。”

分论坛专业指向明确，术业有专攻的
学者与听众互动更加频繁。

论坛上，听众就忍不住提问。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教授张铁为大家讲述了一堂专业的工业
机器人运动控制课，话音刚落，一位清华
大学学生便站起来发问：“您说的这些理
论确实很好，但我们在实验中看到，机器
人上坡遇到阻碍时，还是很难控制的。怎
么解决？”

论坛下，专家被听众“围追堵截”。
“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感谢大家还

在这里。我想说，最后的一定是最好的。”
时至中午 12 点多，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
教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张宏如此开场。
他生动形象地告诉了大家，为什么要发展
服务机器人就必须解决视觉系统。演讲
完，听众们仍不去吃饭，围住他请教机器
人的视觉系统。初创企业西安多杰机器
人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柯昆告诉记者，他们
公司的机器人产品一直为视觉系统困扰，
此前也请教过很多专家。“这个机器人大
会真是来对了！”柯昆说。

一个助力创业的最佳平台

创业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带着求知的
心愿、交流的渴望与合作的期待。

“如果周围很多人跟你们做的机器人
差不多，该怎么去突破？”在创新创业主题
分论坛上，一位企业代表站起来提问。纳
恩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
裁王野拿起话筒解答：“一定要去找特
色！不管它来自成本、数据还是服务等哪
个方面，一定得在同质化的环境中具有自
己的特色。”

在敏锐视角下，他们明晰了自我价
值。北京进化者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创始人李建辉说：“我们的产品借这次
大会第一次曝光。通过对比各家参展产
品发现，国内目前家庭服务机器人相对
较 少 ，今 年 应 该 是 这 个 领 域 爆 发 的 元
年。对我们这些初创型企业来说是很好
的机会。通过参会，我们更增添了自信
心，因为产品质量、性能等都达到了预期
效果。”

在开放心态中，他们找到了合作契
机。众德迪克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
长贾相晟说，“我们正在做 A 轮融资，这次
大会帮我们引来了很多投资商的关注。
还有一些从厦门、云南过来的代理商主动
跟我们谈合作，我们还在会上结识了很多
机器人研究领域的‘大咖’，晚上会约着一
起吃饭谈合作。”

在 虚 心 聆 听 间 ，他 们 得 到 了 串 串
干货：

“要把‘技术让生活更美好’这种理念
渗透到创业过程中。”

“创业之路不易，应保持良好的心态，
有‘工匠之心’，心平气和、水到渠成。”

“机器人产业已 经 过 了 拐 点 ，服 务
机 器 人 也 已 过 了 瓶 颈 阶 段 ，开 始 在 往
上 走 。 预 计 未 来 5 年会出现更多大型
的、发展迅速的企业。是谁？大家拭目以
待吧。”

“武林”初论剑 明天会更好
——写在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之际

本报记者 黄 鑫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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