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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中国机器人产业与欧美等仍有不小
差距。”王世忠表示，经过多年的培育，美国和日
本的国际性企业技术和产品都非常成熟，在行业里
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国内的企业可通过积极合作，
学习借鉴国外优秀企业的经验，以缩短两者之间的
差距。

穿山甲机器人公司首席执行官宋育刚介绍，在
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方面，加强合作是方式之一，穿
山甲机器人与在日本嘉斯达克上市的模具和机器人
制造商菊池制作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此外，穿山

甲还积极与日本的大学开展共同研究。
日前，安川电机与东莞企业长盈精密签订合

约，成立合资公司——广东天机机器人有限公
司。据介绍，双方在资本、技术、人才、行业应
用等多个层面达成了更高层次的深入合作。长盈
精密负责人莫卓亚表示，这次与安川电机的合作
不仅可以帮助长盈精密攻克机器人制造核心技
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更可以让合资公
司利用彼此的行业应用经验，帮助更多的外部企
业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今年年初，美的集团正式宣布完成对机器人巨
头德国库卡的收购。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
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工业自动化市
场，未来还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而如果把中国的
市场优势和德国库卡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优势结合起
来，就能把相关产业做大。

“中国企业继续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正与西方
伙伴建立合作关系以真正推动技术发展，而我们则
目睹了这一飞跃发展。”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亚洲消费
电子展主管约翰·凯利说。

中国机器人在全球“你来我往”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国际机器人巨头盯紧中国商机，纷纷扩建工厂增加产能”“中国穿山甲机器人在日本
野蛮生长”“中国国产机器人3年后将占据全球市场半壁江山”……近期，众多国内外媒体
聚焦中国机器人产业，成为市场一大热点。对此，专家指出，当前国际机器人巨头不断加
快布局中国市场，同时中国机器人产品也在扣响全球机器人市场的大门，全球范围内的

“你来我往”正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常态。

自2013年起，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
人应用市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数据显示，2016
年国产工业机器人销量继续增长，全年累计销售
29144台，按可比口径计算较上年增长16.8%。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未来 3 年，中国
将在全球工业机器人领域起主导地位并保持快速增
长的趋势。到2019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销售量将
达16万台，占全球销售量的40%。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也显示，中国
内地仍将是世界最大和发展最快的机器人技术市场，
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支出将占全球支出的30%以上。

预计中国在2020年的机器人技术支出将达到594亿美
元，比2016年的246亿美元的估算支出增加一倍以上。

技术领域的支出推动中国机器人市场不断向前发
展。日前，全球最先进、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
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该码头被机器人

“承包”，实现了全电力、零排放、无灯光作业。
此外，一批高技术含量机器人开始进入市场，

可自动行走、并带有表情变化的人型服务机器人已
面向餐厅和医院推荐使用，可以配合孩子唱歌和跳
舞的儿童机器人走进普通家庭，骨科手术机器人在
三甲医院已实现了批量应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

等一些机器人的专有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服务
机器人在医疗手术、康复、餐饮等多个领域得到了
应用。

“当前，中国机器人市场越来越火，各地发展迅
速，全国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的省份已近30个，机
器人产业园区数量不断增加，企业参与热情高涨，
今年已有大量企业进入该行业。根据机器人产业发
展规划，到2020年，仅服务机器人销售收入就有望
超过 300 亿元。如果再联系上下游市场，这一规模
将会更大。”亦创智能机器人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王世
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机器人市场的巨大潜力与迅猛发展不仅让
国内企业加快进入，众多国际机器人产业巨头也纷
纷抓紧布局中国市场，分享中国机器人市场这块

“大蛋糕”。目前，全球机器人“四大家族”均在国
内布局了基地或工厂，库卡、ABB、发那科及安川
电机在上海、北京和沈阳等多地投资建设工厂，且
这些国际巨头还在继续加大对华投资。

今年年初，库卡宣布扩建中国机器人工厂，再
次加大对中国的投资。ABB陆续在珠海、青岛及重
庆建立机器人应用中心。今年 5 月份安川电机 （沈

阳） 有限公司举行了第三期工厂的开工奠基典礼，
位于江苏武进高新区的安川 （中国） 机器人有限公
司则追加总投资4500万美元。全球五大机器人品牌
之一的日本川崎重工已启动在江苏苏州工厂生产中
小型通用机器人，而此前这类机器人一直从日本向
中国出口。

与此同时，中国医疗机器人市场也是海外企
业关注的焦点。美国直观医疗器械公司去年底宣
布与上海复星医药合作，首次在中国设立研发和
制造中心，并期待长期扎根中国市场。直观医疗

器械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加里·古萨特表示，中
国市场对于手术机器人的兴趣和需求是非常大
的，中国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使用效率在全球也是
最高的。

王世忠指出，目前国际巨头占据了中国机器人
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这与中国机器人产业处于起步
阶段不无关系。中国机器人企业若想与国际先进企
业竞争，就必须向中高端迈进。而在这一过程中，
国际巨头的进入能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技术提供
一定帮助。

在国外机器人企业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机器
人企业也在把握时机积极开拓海外市场。韩国《中
央日报》网站近日发表题为《中国产机器人三年后
将占据全球市场半壁江山》报道称，中国的“机器
人崛起”势头越发迅猛。以往中国曾想方设法从美
国、欧洲机器人企业进口机器人产品供应内需，而
如今中国企业开始带着中国生产的机器人产品叩响
全球机器人市场的大门。

《日本经济新闻》 网站日前刊登题为 《中国穿
山甲机器人在日本“野蛮生长”》报道：喀哒喀哒
……一台“女性”机器人微笑着向记者就座的桌前

走过来，在点完餐后，又转身回到厨房。据介绍，
穿山甲机器人总部位于江苏省昆山市，主要经营送
餐机器人等。4 月份，穿山甲成立了日本法人，为
长崎的主题公园豪斯登堡提供机器人。

今年 5 月底，杭州巨星科技公司全资子公司美
国巨星与全球领先的办公用品零售商和分销商史泰
博签订了 《机器人服务协议》，美国巨星将为史泰
博仓库提供全新的机器人系统。公司称，这也是巨
星公司智能机器人向全球进军的开端。

近日，一款名为旺仔的陪伴型机器人在新疆
霍尔果斯亮相，旺仔“诞生”于总部设在深圳的

霍尔果斯博士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据了解，这
家机器人制造商除了进入欧洲、俄罗斯和中东等
比较成熟的海外市场外，正尝试挖掘巨大的中亚
地区的消费潜力。最快 4 个月后，旺仔们就将搭
乘从霍尔果斯出境的中欧 （中亚） 班列出国。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机器人‘走出去’的
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更多智能机器人的身影。事
实上，由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较好，相关
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因此机器人智能化也为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王
世忠说。

最大市场的潜力最大市场的潜力

国际巨头的布局国际巨头的布局

海外舞台的亮相海外舞台的亮相

世界范围的合作

“起步晚、发展快”是中国机器人产
业的一大特征。相比于不少工业发达国
家，中国机器人无论是研发还是应用都相
对较晚，但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及市场需
求的拉动下，中国机器人产业却迅猛发
展。中国自 2013 年起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
机器人应用市场，连续 4年蝉联机器人销售
量世界第一，而根据相关机构的预测，接下
来几年，无论是销售、技术支出还是机器人
产量，中国也都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取得成绩的同时，一个问题却始终困
扰着中国机器人产业，即中低端。零部件
中高精度减速器等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创
新能力薄弱、产业竞争力缺乏等已成为中
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瓶颈。从市场来看，
中国机器人特别是工业机器人仍以中低端
为主，六轴及以上的多关节机器人占有率
比较低，国内 90%的机器人企业都处在机
器人产业链的下游环节。

机器人被认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
明珠”，各国对此都别重视，市场竞争也
十分激烈。国产机器人若要在这一过程中
立足世界，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转型，就
是必须迈过的坎。

如何实现这一转变？推动技术创新与
突破将是重点，机器人关键零部件、服务
机器人技术等应成为主攻方向。一方面，
国家需进一步加大技术支出，大力支持创
新能力强、技术先进的机器人项目，促进
国产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突破创新；另一
方面，企业要强化创新意识，在机器人研
发、技术人才培养等环节增加投入，并充
分利用机器人产业园区研发创新、标准体
系的集中优势，加快企业创新。

同时，产业发展方面，目前行业内部
分企业存在的无序扩张、集中低端的局面
必须加以扭转。未来，可通过产品质量要
求、研发创新能力、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条
件规范行业秩序，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并积极培育一批机器人龙头企业。同时，
充分发挥机器人行业组织的作用，通过行
业组织建立有利于机器人研发、创新和有
序竞争的行业规则。

此外，我们还应充分利用已有优势。当前中国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专
家们普遍认为中国距离美国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应充分利
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新一代机器人技术取得突破，加
快实现智能机器人的创新应用。

应该看到，“十三五”时期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
键时期。需求方面，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对机器人的需
求都呈快速发展的趋势；供给方面，国际机器人产业发展
大势已经形成，国际机器人巨头也在加速抢占市场。在此

背景下，国产机器人如能充分
练 好 内 功 ， 同 时 积 极 寻 求 合
作，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国产机器人就有底气与本行业
的国际巨头“掰手腕”，并在
全球机器人产业中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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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①为中信重工研发的防爆
消 防 侦 察 机 器 人 正 在 演 练 “ 技
能”。

图②苏州穿山甲机器人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送餐机器人。

图③为一款国产服务型机器
人在浙江省宁波市轨道交通1号线
樱花公园站为乘客提供咨询服务。

图④为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骨科手术机
器人。

（以上图片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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