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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变强
中国市场的成长之路

在广东广州，广汽乘用车生产车间生产线，一排机
器手臂组装出汽车的不同部位，每隔几秒钟，一台汽车
便完成一个组装环节；在北京亦庄，北京跨境电商智能
一号机器人库，库内物流机器人自主作业，将商品运往
不同区域，实现从收货、分拣，到查验、派送全流程的
智能化操作……

“全球每 10 个工业机器人中，就有 3 个在中国使
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工业机器人供应商主席安德烈亚
斯·保尔这样描述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

近年来，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销两旺，进入高速增长
期。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预计突破
12万台，规模约占全球产量的1/3；2016年，中国工业机
器人销量8.9万台，同样占全球销量的1/3。中国连续5年
成为工业机器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

“这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相吻合
的。”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宋晓刚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过程中，降
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效率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工业
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中国工业基础的进步也
为机器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广阔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了全球巨头的关注。近年
来，全球工业机器人巨头纷纷在中国建立产业基地。比
如，瑞士 ABB已在中国珠海、青岛、重庆建立或筹建机
器人应用中心，德国库卡建设中国二期厂房，再次加大
对中国的投资。

与此同时，中国国产工业机器人的成长也在加速。
数据显示，2016年，自主品牌销量为2.9万台，同比增长
30.9%，市场占有率达到32.6%的历史新高。相比4年前，
这一数字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

■ 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全球第一的应用市场，30％的自主品牌占有率意味
着什么？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罗俊杰曾公开表示，中国
机器人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不少机器人企业小、
散、弱，处在中低端；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等一
些关键零部件创新能力薄弱，低水平重复性建设存隐
忧，亟待集中力量解决。

这一瓶颈在市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工业机器人领
域的部分企业坦言，尽管我们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
的机器人销售市场，但不可否认的是，瑞士 ABB、德国
库卡、日本安川电机、日本发那科等“工业机器人四大
家族”占据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 60%以上的份额；至
于六轴以上的多关节机器人，国外品牌占据的市场份额
甚至更大，超过了80%。

在宋晓刚看来，“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是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的两条发展之路，但是
有一些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必须靠自主创新。“从市场
角度而言，中国市场会非常巨大，有很多新的应用行
业和应用场景，国外制造商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
如果我们自身没有自主创新能力，整个产业的发展将
没有可持续性。”宋晓刚说。他同时坦言，核心技术的
自主创新并非易事，以市场上常见的 RV 减速器为例，
其加工工艺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和严格的生产环境要
求，即使是“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也并非都是自主
生产。

目前，中国已将突破机器人关键核心技术作为科技
发展重要方向，国内龙头企业已经具备了新产品的研
发设计能力。据宋晓刚介绍，中国自主品牌的控制
器、伺服电机已经基本满足市场需求，有些产品还可
以与国外产品配套。减速器方面，也已具备小批量的
供货能力。

■ 细分市场
自主品牌的竞争之路

市场上的先天优势和技术上的后期追赶，将给中国
工业机器人带来什么？综合分析近几年中国工业机器人
市场可以发现，工业机器人正在中国全面开花，高速
发展。

从应用情况来看，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正从以汽车
产业为主，向一般工业发展。就中国市场而言，电
子、五金卫浴、家具家电等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主
要应用领域。统计显示，中国国产工业机器人应用行
业已达 102 个，机器人正深度融入制造业，助推中国制
造业发展。

“中国市场的特点，就是机器人快速实现在量大面广
的制造业中广泛应用。这也代表了中国自主品牌机器人
的发展方向。”宋晓刚介绍，中国已经有一些企业在家
具、陶瓷、卫浴等传统行业进行了新产品的开发。

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为中国机器人企业提供了发展契
机。深圳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苗圃表
示，中国制造业转型浪潮对机器人应用有着巨大需求，
人们日常衣食住行用领域也对机器人创新应用有着渴
望。在很多细分市场，中国机器人企业与国际企业相比
具有一定领先优势，可以更贴切地满足客户应用需求。

专家指出，从长远来看，机器人产业核心关键的平
台技术、共性技术还需要国家主导研发，为企业发展提
供技术创新支持。但在应用方面，可以完全推动市场
化，让企业来判断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市场资源来进行
自我调整。

“我们的市场规模全球最大，制造业门类全球最完
整，这就是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宋晓刚
建议，自主品牌应瞄准各个细分行业，进行新产品开发
和新技术研究，围绕市场需求，走差异化道路，这也是
中国自主品牌的未来竞争之路。

■ 智能交互
工业机器人的未来之路

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国制造 2025”的攻坚期，智
能制造被列为推动新一代新兴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
的主攻方向，而机器人产业发展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抓手。在 《中国制造 2025》 中，机器人产业赫
然列入重点战略。

按照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年）》，到
2020年，中国要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系，培育3
家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打造5个以上机器人
配套产业集群，完成30个以上典型领域机器人综合应用
解决方案，并形成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实现机器人在重
点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如今，中国已在语音、图像等专有识别技术方面处
于国际先进水平，一些龙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机器人公司；一些企业在细
分领域具备了一定国际竞争力。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机器人未来的发展
方向。中国电子学会研究咨询中心主任李颋表示，智
能人机交互是促进信息技术智能化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人机关系正从传统的人适应机器转变为机器试图
理解人的交互意图，包括语音交互、眼动交互、手势
交互、脑机交互等。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钱东奇指出，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工业机器人将从助手变为同
事，最终成为行业专家。在未来的应用场景中，人类和
机器人的互动可能不再通过手机等设备，而是可以直接
通过语言沟通对话。

宋晓刚认为，人机交互反映了工业机器人智能化水
平的提高，接下来就是把工业机器人与大数据、人工智
能融合在一起，造出智能机器人。这既是工业机器人自
身的升级换代过程，也满足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

市场在前 技术跟进

中国工业机器人大步争先
市场在前 技术跟进

中国工业机器人大步争先

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核心驱动力之
一，人工智能将进一步释放科技红利，重
构经济生态中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环
节，并推动经济结构重大变革。

目前，中国制造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已经开始实现生产关键工序的智能
化、精准化，为中国制造迈向产业链中高
端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比如，随着工
业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以及与人工智
能技术的不断融合，中国智造取得了长足
进步。

据统计，去年中国规
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 13.4%、11%
和 11.3%，比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快 6.8 个、4.4 个和
4.7 个百分点。机
器人等新兴产业的

迅猛发展，有效拉动了这些产业的用工需
求持续增长。

如今，“机器换人”已经成为制造业的
发展潮流，大幅提升了中国制造的生产效
率。以制造大市东莞为例，从 2014 年 9 月
至 2017 年 1 月，东莞申报“机器换人”专
项资金项目共2698个，新增设备仪器76315
台 （套），减少用工近20万人。由此可见工
业机器人对中国制造业的变革作用。

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需求旺盛，市
场高速增长，且基本形成较完整产业链。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以智
能化为发力点，加快向中高端、多领域发

展，产业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数字印证
了这一趋势：2017 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
将达 232 亿美元，2012 年至 2017 年平均增
长率接近 17%。而今年中国机器人市场规
模据预测将达 62.8 亿美元，2012 至 2017 年
平均增长率达到28%。

与此同时，除制造领域之外，随着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
展，中国生产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已经延伸
到家居、医疗康复、教学研究、抢险救灾
等各个领域。许多过去不可想象的“科
幻”场景，如今都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成
为人们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场景。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
个结论：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
为制造业变革以及民生服务的升级起到重
要作用。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机器人产业中
“高原辽阔”却缺少“高峰”的问题。目
前，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短板与瓶颈依然不
容忽视。比如，从用户体验上来看，中国
机器人的智能化及灵巧水平不足，在视
觉、触觉、决策、预判等方面与美国等国
的机器人产品还有一定差距。更为重要的
是，中国服务机器人上游关键元器件的原
创性不够，依然严重依赖进口。

人才问题也是瓶颈。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美国共有 1078 家人工智能企
业，员工数量为 78700名；中国则只有 592
家人工智能企业，员工数量为39200名，约
为美国的 50%。而在芯片等核心领域，美
国员工人数更是中国的 13.8 倍，这意味
着，中国在技术领域的人才实力还较大幅
度落后于美国。

在国务院印发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 中，曾提出“到 2030年成为世界
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实
现这一目标，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是重中
之重。毫无疑问，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已经
站在世界前列，“高原”已经形成。然而，
只有突破关键技术，留住关键人才，不再
被外国企业“卡脖子”，才能真正形成“高
峰”，让中国真正成为机器人强国。

机器人工业不能有“高原”没“高峰”
卢泽华

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如此评价：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
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如今，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同时，中
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加速向高端产品、人工智能领域迈进，中国正从机器人应用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

本报记者 王 萌

▲ 1 月 3 日，位于江西省抚
州市东乡区的江西荣成集团有限
公司机械智能化生产线上，工人
正在利用工业焊接机器人进行汽
车配件焊接。

何江华摄 （人民视觉）

◀ 4 月 1 日，在中国浙江义
乌小商品制造与加工机械设备展
会上，一款应用机器人在向采购
商作现场演示。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 2 月 28 日，华为、中国移
动和瑞士 ABB 集团联合推出基于
5G 技术的远程控制机器人在西班
牙巴塞罗那移动通信大会上亮相。

新华社记者 郭求达摄

  









（图片来源：千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