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产业：厘清时代需求与发展路径

机器人，这颗镶嵌在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近几年掀起了产业化的热潮。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市场规模扩张速率连续4年

超过50%。据统计，我国40多家高新区规划了机器人产业园，30多个城市把机器人作为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直接和间接的机器人企业已有

4000多家，近50家上市公司开始从事机器人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机器人在“量”的猛增背后仍存“质”的隐忧，机器人产业短缺和过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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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既是全

球最大的机器人区域市场，也是全球增

长最快的机器人区域市场。这从 2014 年

的数据可见一斑：2014 年我国工业机器

人新安装量达到 5.7 万台，约占全球销量

的 1/4，同比增长 55%。刚刚过去的 2015

年，统计数据虽然还未出来，但有专家

预计，2015 年中国市场工业机器人将达

75000 台，同比增长 36.6%，整体而言，

机器人市场需求只增不降。

一边是旺盛的市场需求，一边还有

优 惠 的 国 家 政 策 。“ 十 三 五 ” 规 划 与

《中国制造 2025》 等国家级政策，都将

机器人产业发展作为重点。目前我国已

经出现了 40 多个机器人产业园区，产

业园规划面积超过 3 万亩，到 2020 年全

国 机 器 人 产 业 规 划 投 资 额 超 过 5000

亿元。

产业园占地面积一个比一个大，规

划产能一家比一家高。中国的机器人产

业看起来一派“红红火火”。

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哄而

上 的 ， 也 容 易 一 哄 而 散 。 我 们 必 须 看

到，当前中国机器人虽然市场红火，投

入巨大，却隐忧重重。

第一重隐忧是缺核心技术和部件，

难以占领高端市场。2015 年中国机器人

产业处境依然严峻，机器人核心技术上

缺乏整体突破。目前全球机器人产业的

成本构成，35%左右是减速器，20%左右

是伺服电机，15%左右是控制系统，机械

加工本体可能只占 15%左右，其他的部

分主要就是应用。而我国机器人关键部

件进口比例较高，与外企相比，国内企

业要以高出近 4 倍的价格购买减速器，以

近 2 倍的价格购买伺服驱动器，这导致现

在国内制造工业机器人成本较高。

同时，应用于汽车制造、焊接等高

端行业领域的六轴或以上高端工业机器

人市场，目前主要被日本和欧美企业占

据，国产六轴工业机器人占全国工业机

器人新装机量不足 10%。

第二重隐忧是同质化竞争严重，易

陷低端价格战泥潭。我国的国产机器人

市场还处于初兴阶段，就已硝烟弥漫，

以 6kg 以下六轴坐标机器人为例，2015

年部分企业降价达 30%之多。从具体企

业的销售数据来看，2015 年国产机器人

本体企业销量增加，却并未给企业带来

更多的利润，单品产品的毛利润 2015 年

下降 15%左右。

此外，我国机器人市场的自主品牌

认可度不高，工业机器人生产企业规模

普遍偏小，也导致竞争力不足。我国九

成机器人企业规模在 1 亿元以下，即使龙

头企业沈阳新松 2014 年销售收入达到了

15.2 亿元，但与安川、发那科、库卡等

销售收入均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的国际机

器人巨头相比，仍然不是一个量级。

隐忧虽在，机会仍多。目前我国正

在建设机器人研发平台、检测平台、标

准平台，希望龙头企业为主体率先突破

机器人共性核心技术。同时中国的制造

业升级才刚刚起步，市场很大，机器人

领域还有很多亟待开发的处女地可供企

业跑马圈地。

而要破解隐忧，抓住机会，机器人

工业园就不能一哄而上，必须找准自己

的比较优势，看当地是否有机器人的科

研资源、产业资源、人才基础、市场辐

射能力，要找到准确的市场定位，避免

盲目介入，浪费投资。毕竟，靠政策红

利发展起来的光伏产业，多次陷入产能

过剩局面的教训未远，机器人产业切不

可重蹈覆辙。

总之，蛋糕再大，功夫不足也吃不

到。各地机器人工业园应找准定位，练

出各自的独门绝活，做到差异化竞争，

才能避开价格战泥潭，培育出与中国经

济同步升级的机器人企业巨头。

产 业 发 展 要 热 更 要 实
——访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先进制造处研究员刘进长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机器人热潮催生了一些冷思考：机器
人是不是过热了？我国机器人产业面临哪
些挑战，该如何突破？带着这些问题，

《经济日报》 记者近日专访了科技部高技
术 研 究 发 展 中 心 先 进 制 造 处 研 究 员 刘
进长。

记者：有人认为当前机器人发展过

热，对此您怎么看？

刘进长：对这个问题要作综合且客观
的分析。可以说，机器人产业的“热”是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应该出现的，因为它是
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利器。我国是制造业
第一大国，但大而不强，生产效率低，劳
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全球制造业一方
面开始回流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又流向东
南亚等地区，使我国制造业面临“后有追
兵，前有堵截”的两难境地。当前，我国
机器人的密度，即每万名工人当中装备机
器人的台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在我国市场销售的工业机器人中，国产占
比不到 30%，这些都说明我国机器人发展
还有巨大的空间。

再从基础条件角度谈，我国从 1986
年开始大力支持机器人研发，培养了大批

机器人领域人才，也掌握了机器人的相关
基础技术。同时，在产业领域也涌现出了
沈阳新松、安徽埃夫特、广州数控、南京
埃斯顿等一批明星机器人企业，合力完善
了产业发展的基础。综合以上各层面，可
以说，现在谈机器人过热为时尚早。

记者：您认为我国机器人产业面临哪

些挑战？

刘进长：我国机器人产业正步入黄金
发展期，但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虽然近
些年国产机器人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但总
体份额仍然较小。在基础件方面，作为工
业机器人三大基础件的减速器、电机和控
制器都需要进口，导致国产机器人成本压
力很大，难有竞争力。

在技术方面，虽然我们“十二五”之
初就启动了仿生机器人研究计划，也取得
了非常好的成绩，但在可靠性和智能控制
方面与国外企业比仍有差距。同时，我们
在仿人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方面也落后
于国外先进技术。所以说，我国机器人产
业不仅要“热”，更要“实”，应敢于直面
挑战和瓶颈，而不是简单地模仿。

记者：我国该怎样系统推进机器人产

业发展？

刘进长：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需要依
靠三个方面。首先，依靠政府。要紧扣机
器人产业发展的脉搏，不断探索完善相关
政策。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进一步强化
对机器人领域的人才支撑，吸引更多人才

“体面地”创新创业，不断提升创新能
效，强化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基础。

其次，依靠金融。当前我国虽然有很
多产业基金，但真正投在机器人领域的仍
然较少，大部分还持观望态度。因此要鼓
励和引导产业基金进入机器人领域，把资
本的力量用足、用到位。

此外，还要依靠市场。机器人产业的
发展必须瞄准市场需求。如果机器人制造
出来了没有人用，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
求，机器人产业将难以快速发展。

记者：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

潮涌动，很多人开展机器人领域的技术创

新。创业者应该着力于哪些方面？

刘进长：当前至少有四大技术领域应
该重点关注——

一是与人共融的人机协同技术。人机
协同是机器人发展的重要趋势。机器人和

人要共同工作，就需要安全技术保证机器
人不伤害人，同时还需要一系列智能技
术，让其领会人的意图，与人和谐共存。

二是面向大数据的云机器人技术。通
过发展云机器人技术，增强机器人的适应
能力，使机器人通过数据挖掘自学习、自
成长来不断完善自身功能。

三是可重构和自适应技术。可重构技
术就是说，我们生产一种手机的生产线，
可以在短时间内重构成生产另一种手机的
生产线，甚至生产其他电器。

四是感知技术和环境理解技术。当机
器人进入非结构化的陌生环境后，能够很
快将其变为结构化环境，这对机器人服务
人类至关重要。

记者：更多企业进入机器人领域，将

会带来更激烈的竞争。企业该如何应对？

刘进长：企业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根
据自己的能力选择适合的方向。领军企业
应该瞄准未来，目标更长远，敢于啃硬骨
头、瞄准前沿难题前进，有争做世界一流
的心气。小企业应该更务实，聚焦当下，
深耕于细分领域，做优做强，通过专注赢
得竞争力。

清 醒 看 待 机 器 人“ 井 喷 ”
——访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公司总裁曲道奎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
人应用市场，机器人企业也在短短几年间
从几十家发展到几百家，市场规模扩张速
率连续 4 年超过 50%。但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机器人产业仍然存在三大问题，一是
技术空心化；二是应用低端化；三是市场
边缘化。针对这些问题，《经济日报》 记
者近日专访了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公司
总裁曲道奎。

记者：目前大多数人认为机器人产业

的“黄金时代”来了，从行业内的角度如何

看待机器人产业井喷式的爆发增长？

曲道奎：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的短缺
和过剩是并存的。机器人“量”的猛增背
后仍存“质”的隐忧。

从宏观和市场潜力上看是短缺。机器
人全球平均密度是 0.62%，中国只达到
0.3%。机器人发展了半个世纪，全球也只
有 200 万台，作为一个产业来讲这个数字
微乎其微。同时，在工业领域之外，如养
老、医疗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机器人还有
很大市场空白。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认为，
发展工业机器人的最大动力是各国工业
4.0 及类似举措的实施，预计到 2017 年，

全球机器人产业规模将达 690亿欧元。
过剩是指国产机器人多集中于低端应

用领域，低附加值产能过剩。比如，论复
杂程度，多关节机器人市场国外公司占了
90％；论作业难度 （主要体现在焊接领
域），该领域国外公司占 84％；论行业高
端应用 （集中在汽车行业），国外公司占
该行业的 90％。而国产机器人种类主要是
搬运、码垛等低端机器人，应用领域多在
家电、基础制造领域。可以说我国机器人
在技术层面、作业层面、应用行业层面都
处于劣势地位。

记者：徘徊在产业链低端的并不只有

劳动密集型企业，像机器人这样的技术密

集型行业怎么改变被边缘化的命运？

曲道奎：机器人核心技术有设计技
术、编程技术、控制技术、作业技术，关
键部件有驱动器、伺服系统、高精度的减
速器等。中国大部分企业在核心技术、核
心部件有欠缺，这就是一个大问题。虽然
我们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但真正的核心部
件“空心化”，由此不可避免地促成应用
市场“低端化”，被主流市场“边缘化”。

解决这个老毛病，仅靠企业自觉是不

够的，还要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例如欧盟
目前每年出资近 8000 万欧元支持机器人
新研究项目，覆盖从技术研发到产品部署
的完整价值链，并与产业界和学术界达成
战略合作，“政、产、学、研”合作项目涉及工
业和服务机器人，在这批项目中，欧盟出资
7 亿欧元，产业界出资 21 亿欧元。因此，部
署和实施“中国制造 2025”时，要将智力资
源引向重点行业，实施集中突破。比如，倾
力建设机器人研发平台、检测平台、标准平
台，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率先突破机器人共
性核心技术，通过机器人创新联盟进行技
术合作、扩散。

记者：当中国传统经济遭遇资源瓶颈

及劳动力红利渐失的冲击，机器人唱主角

的无人化工厂正在掀起生产模式变革，中

国机器人产业准备好了吗？

曲道奎：当前，很多企业固守传统，
把不景气归结于经济周期，其根本的因素
是生存发展模式改变了。当“互联网＋制
造业”蔚然勃兴之际，传统机器人还没有
跟上。目前机器人正处在一个由机器向人
的转折点上，也就是智能的提升。传统机
器人既没有感知系统，又没有灵巧的操作

系统，只能在结构工作环境下做程序化、
规定性的工作，不能和人协同工作，其已
经 进 入 到 低 附 加 值 时 代 。 机 器 人 “ 进
化”，从计算智能进入到感知智能再到认
知智能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眼前需要重
点突破的是感知智能领域。而要在该领域
中有所突破，当务之急是要培育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
地位。

新一代机器人必须满足大数据、云计
算、互联网支撑起来物物相连、物物相通
的新要求。新的机器人和传统机器人内涵
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制造业只是
机器人介入的领域之一，另外在医疗、国
防安全、服务生活领域，新一代机器人的
发展空间大到不可想象。尽管服务机器人
的前景被看好，但大家都看不清会在哪个
细分领域爆发，市场何时启动，盈利模式
是怎样的，都需要探索。

中 国 机 器 人 产 业 园 区 现 在 有 40 多
个，有机器人概念的上市企业超过百家。
但做好机器人产业不能光靠“概念”，片
面追求量的满足，要看到差距，要厘清时
代的需求和现实的发展路径。

发 展 机 器 人 产 业 不 能 一 哄 而 上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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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一台名叫“小璐”的智能机器人亮相广

州南站，旅客可以向她咨询列车时刻、购票信息等问

题。据了解，使用智能机器人服务旅客是广州南站在

今年春运中的新尝试，如果试用效果良好，今后有望在

车站中看到更多智能机器人的身影。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