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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

那里坐拥奥胡斯河入海口，拥有悠久

的经贸和航运史，是北欧地区国家间

交往的大通道。

2022 年 ，我 因 工 作 调 动 来 到 上

海。这里坐拥长江入海口，同样拥有

悠久的经贸和航运史，更是国际交流

交往的中心。上海与我的家乡有太多

相似之处，因此，我很快就喜欢上这座

城市。深入接触，更让我感受到它独

特的活力与魅力。

作为一家跨国企业的总监，营商环

境总是我最关注的要素。中国是全球

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上海更是蕴

含着无限商机。这里云集了大批大型

跨国企业和极具竞争力的中国企业。

在这里，大家同台竞技、公平竞争，优秀

人才备受推崇。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环

境里，我们必须想尽办法跟上竞争对手

的 节 奏 ，以 保 持 自 身 在 市 场 上 的 地

位。这种氛围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弥足

珍贵，它能激励企业时刻保有前进的

意志。

我们不断地在全世界寻找商机，

也希望能投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行动

之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看到了

与时俱进的政策以及能快速响应的

制度体系，这让我深受鼓舞。尤其是，

为推动提高能源效率，中国确立了包

括“双碳”目标在内的能源发展战略。

我们在设计产品时也充分考虑中国市

场需求。来自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积极

反馈让我们意识到，中国是我们在实

现净零排放之路上的可靠伙伴。今年

3 月，我们在江苏省常熟市投资建造的新型高端制造工厂

开业，这是我们格兰富公司近 10 年来最大的海外单体投资

项目，充分体现出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巨大信心。

在上海，现代与传统完美融合，这种感觉十分迷人。在

市中心，你能时刻感受到这座国际大都市跳动的脉搏；在老

弄堂里，你又能体验到人们悠闲的日常生活。我钟爱上海

的美食，喜欢红烧肉和汤包，并努力学习吃螃蟹的技巧。在

中国，吃饭是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花很多时间边

吃饭边聊天。我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可以快速建立信任和

连接的社交方式。

我还十分热衷于在上海寻找旧物件，我淘到了以前人

们斗蟋蟀用的罐子，还有旧时房梁上的屋脊兽瓦片。我很

喜欢研究它们，把它们放在家中显眼的位置。中国文化博

大精深，探索文化的过程是一种享受。我和我的家人喜欢

了解中国文化的各种细节，包括尊重自然、尊重万事万物的

规律，以及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辨。我们还会把中国文化元

素融入日常家居布置中。对我们而言，探索和学习中国文

化的过程，更像是在努力寻找我们心中的绿洲。

现在，上海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乡。在这里，我没有身

处异域他乡的感觉，又时刻充满好奇。上海这座城市令我

着迷，我对它的探索将永不停歇。

（作者为丹麦格兰富公司商用建筑业务全球产品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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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气候监测机构——

全球平均气温已连续12个月比工业化前高1.5摄氏度
新华社布鲁塞尔 7月 8日电 （记者丁英华、张兆卿）欧盟

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8 日发布公报说，截至

今年 6 月，全球平均气温已连续 12 个月比工业化前（1850 年

至 1900 年）高出 1.5 摄氏度。

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控温目标，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

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之内，并

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而努力。

公报数据显示，自 2023 年 7 月以来的全球平均气温创下

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比工业化前平均气温高出 1.64 摄氏

度。数据还显示，今年 6 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 16.66 摄氏

度，比 2023 年 6 月高 0.14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 6 月。

此外，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已连续 13 个月创同期最高纪录。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主任卡洛·布翁滕波表示，截至

6 月，全球气温连续 13个月创下新高，且连续 12个月比工业化

前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这凸显了气候巨大且持续的变化”。

波音公司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
据新华社旧金山 7月 7日电 （记者吴晓凌）美国司法部

7 日晚提交给得克萨斯州联邦法院的文件显示，波音公司已

接受司法部此前对其提出的一份认罪协议，承认在两起 737
MAX 空难中密谋欺诈美国联邦航空局。波音发言人当日也

证实，该公司已就解决条款与司法部达成原则协议。

根据法庭文件，司法部将要求一家独立监督机构来监督

波音未来三年的安全和合规行为，并向法院提交年度报告。

波音承诺在三年监督期内不违反任何法律，同意额外支付

2.436 亿美元罚款，并在未来三年内投入至少 4.55 亿美元以加

强其安全和合规计划。该认罪协议尚需得到法院批准。两起

空难的部分遇难者家属已通过律师表示反对该认罪协议，认

为对波音的惩罚过轻。

2018 年 10 月和 2019 年 3 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航班先后发生空难，总计 346 人遇难，失

事飞机均为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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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超凡摄

泰国政府日前表示，

将实施一项关于提升榴

莲出口标准的条例，对榴

莲的收购、包装及出口流

程进行标准化管理。泰

国总理府发言人猜·瓦差

隆表示，泰国总理赛塔已

指示泰国农业和合作社

部制定相关政策，防止未成熟或劣质榴莲的

销售和出口，这一举措将提高泰国榴莲销售

和出口的标准化水平，增强泰国榴莲出口竞

争力。

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生产和出口国之

一，每年 4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是泰国榴莲的集

中成熟季。近年来，当地榴莲种植规模和产

量不断提升。据统计，过去 12 年，泰国榴莲

种植面积增加了 80%，榴莲年产量从 50 万吨

增至约 140 万吨，增长了 180%。榴莲出口成

为泰国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泰国榴莲生产和出口企业也采取不同举

措，提升榴莲品质。例如，泰国正大集团等企

业通过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和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在不破坏果肉的前提下，更加快速、

准确地识别榴莲成熟度和质量等级，提升了

果农的分拣效率。

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泰国榴莲出口

也面临一些挑战。尤其是近年来，厄尔尼诺

现象导致泰国干旱频发，对当地榴莲的产量

和质量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泰国媒体分析

称，当前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榴莲种植

户面临的干旱问题，保障农民收入水平，并注

重优质生产。泰国农业和合作社部要求加强

灌溉系统管理，确保正处于榴莲成熟季的尖

竹汶府、罗勇府、达叻府等东部地区的果园有

充足的灌溉用水供应。

根据此次泰国政府拟实施的榴莲出口标

准条例，从事榴莲采集、分拣、包装的工厂必

须获得相关标准认证，并在出口前取得合格

证书。条例还为不同品种的榴莲设定了果肉

干重标准，金枕、青尼和甲仑品种的榴莲干重

百分比分别不得低于 32%、30%和 28%。

泰国农业和合作社

部近日也召集榴莲种植

户 、分 拣 和 包 装 厂 经 营

者 、出 口 商 及 农 业 合 作

与推广部门商讨榴莲质

量保障事宜。该部部长

塔 玛 纳 表 示 ，将 加 强 榴

莲 质 量 管 控 ，向 符 合 榴

莲出口要求的种植户、分拣和包装厂及出口

商颁发检验检疫证书，并致力于降低农资成

本，提升榴莲出口的价格竞争力。

据泰国农业和合作社部预计，该国今年

将出口约 100 万吨榴莲，总价值约为 1300 亿

泰铢（1 元人民币约合 5.07 泰铢），其中大部

分将销往中国市场。赛塔表示，未来泰国将

采取措施全面加强榴莲出口的竞争力，包括

开发新品种、管控榴莲生产条件和质量、提高

运输效率等，努力维持泰国榴莲出口的领先

地位。 （本报曼谷 7月 8日电）

泰国多举措提升榴莲出口标准
本报记者 杨 一

在日本一家工厂内，工业机器人正在加工汽车变速器工件。 本报记者 朱玥颖摄

近年来，随着工业自动化需求日益高涨，

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及销售额持续增长。根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2023 世界机器

人报告》，2022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连续

第二年突破 50 万台，同比增长 5%。中国是

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2022 年中国市场工

业机器人销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国际机器人

联合会预计，到 2024 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

将达到 660 亿美元。

应用领域更加丰富

日本优尼克拉夫特·纳格拉有限公司是

一家主要生产汽车转向、变速箱、家电等精密

零部件的企业。记者近日来到这家工厂，看

到在变速箱螺钉制作的工艺段上，几台机器

人正在安装吸盘，完成供料盘、螺纹加工和打

孔等多机位的取料、放料……机器人操作的

重复定位精度在 0.02 毫米以内，比发丝还细。

这几台工业机器人来自中国节卡机器

人股份有限公司，节卡公司聚焦新一代协作

机器人本体与智慧工厂创新研发。优尼克

拉夫特·纳格拉有限公司技术部课长中村耕

对记者表示，节卡机器人能使用 6 种语言，

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工人只需学习 2 小时就

可以轻松操控。这款机器人还配有专门的

应 用 软 件 ，通 过 应 用 程 序 即 可 实 现 远 程 操

控，无需通过有线方式连接外部通信设备，

十分方便。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

起，人工智能、传感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与机器

人产业加快融合，推动了机器人产业技术创

新的步伐，使原有应用领域的机器人性能更

强，也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

究员李晓华对记者表示，早期的工业机器人

主要替代工人的重体力劳动或从事恶劣环境

下的工作，例如在汽车制造、船舶制造、化工

等领域，从事搬运、上下料、焊接、喷涂等工

作。近年来，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开始扩

展到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等产业

中的高精度场景。

据专家介绍，全球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市

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规模大、自动化水平相

对较高的国家，目前全球 70%以上的工业机

器人部署在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和德国。

2022 年，这五大市场工业机器人销量占全球

的 79.1%。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报告显示，

2022 年度全球工厂中新安装工业机器人数

量 为 55.3 万 台 ，其 中 亚 洲 占 73% ，欧 洲 占

15%，美洲占 10%。

从行业结构看，全球工业机器人的需求

半数以上来自汽车行业和电气电子行业。此

外，工业机器人也大量应用于食品、医药等行

业的生产线上，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准确性，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在数字技

术进步的推动下，机器人供应商和系统集成

商提供新的应用程序并改进现有应用程序的

速度和质量，互联机器人正在改变制造业，机

器人将越来越多地作为互联数字生态系统的

一部分运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报告指出。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数据显

示，目前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中国国民经

济 60 个行业大类、168 个行业中类，中国连续

10 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2022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 44.3 万套，同比

增长超过 20%，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 50%。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2022 年中国

安装了约 29万台工业机器人，同比增长 5%。

近年来，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发

那科、安川电机等全球知名机器人企业纷纷

进入中国市场。2022 年 12 月，ABB 机器人超

级工厂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正式落成投产。这

座超级工厂投资 1.5 亿美元，占地 6.7 万平方

米，是 ABB 在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研发、

生产和应用基地。ABB 集团机器人与离散

自动化事业部总裁安世铭表示，中国是全球

增长最快的机器人市场，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对 ABB 集团而言至关

重要。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主席玛丽娜·比尔表

示：“为了服务中国这个活力四射的市场，国内

外机器人供应商纷纷在中国建立生产工厂，并

不断提高产能。”“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

场占据了全球市场的 52%。值得关注的是，最

近 10年来，中国自主生产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快

速增长，几乎超过一半的经济领域都有自主品

牌机器人的应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

人分会副秘书长陈丹对记者表示。

随着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快速发展，越

来越多的国产工业机器人企业加速出海。国

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工业

机器人出口量再创新高，达到 11.83 万台。海

外热销机器人产品主要应用于家电制造、汽

车制造、通信电子、物流仓储等行业。另外在

半导体、新能源行业的应用增长较快。

在日本市场，丰田汽车、爱信等企业也是

中国工业机器人的用户。节卡日本公司销售

总监王彦淇对记者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规

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

系，中国机器人公司在应用场景、实践场景方

面具有优势，为出海合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除了日本，我们还在积极向欧洲、东南亚市

场发展。”

推动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

根 据 国 际 机 器 人 联 合 会 的 最 新 数 据 ，

2023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有望突破 59 万

台。预计 2023 至 2026 年，由于企业越来越倾

向于利用先进机器人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

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全球工业机器人市

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7%，预计销量将

增至 71.8 万台，全球机器人市场将保持良好

的增长趋势。

工业领域咨询公司睿工业的报告分析认

为，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渐恢复，发达国家用工

成本提高、机器人易用性及配置效率提升，未

来各国将更加重视机器人产业。中国市场制

造业待开发的行业和应用场景较多，未来机

器人渗透空间较大，中国仍将起到全球机器

人增长的支撑作用。因此，全球工业机器人

市场呈现出积极的发展前景，将进一步推动

全球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

展研究室主任邓洲表示，工业机器人是新兴

技术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也是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制造环节应

用的前提和基础。工业机器人在应对复杂环

境、稳定精细操作、不间断工作和实现信息互

联互通等方面优势突出，未来发展前景巨大。

面对新机遇，不少工业发达国家抢滩布

局工业机器人产业，加紧系统谋划和政策支

持。据专家介绍，美国在大规模制造领域继

续推动传统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普及和功能完

善的同时，重点推动适应个性化、柔性化等新

型制造模式的人机融合、高度智能的新一代

机器人的研发；日本正形成上游零部件供应

商、下游客户间紧密联系、合作共生、分工清

晰的完整产业链条，机器人对促进国民经济

增长、缓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起

到重要作用；德国拥有世界领先技术的机器

人产业和人才梯队，近年来，新兴的低成本机

器人赋予德国市场新动力，带动了德国机器

人安装量的增长。

国 际 机 器 人 联 合 会 今 年 初 预 测 认 为 ，

2024 年机器人五大趋势包括人工智能、协作

机器人、移动机械手、数字孪生和人形机器

人。玛丽娜·比尔表示，机器人技术是一个多

学科领域，汇聚的技术正在为一系列广泛的

任务创造智能的解决方案。这些进步将持续

影响工业和服务机器人领域的融合以及未来

的工作。

（本报日本静冈 7月 8日电）

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扩大
本报记者 朱玥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