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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化率超国产化率超5050%% 工业机器人出口工业机器人出口““再下一城再下一城””

时代再次来到了新一轮生产力革
命的关口。

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十分旺
盛。自2013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连续11年居世界首
位，目前已占全球销量的一半以上。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落地，我国工业机器人
产业规模日渐壮大，国产化格局已站在量变到质变的拐点。根据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最
新统计数据，2023年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达到52.45%，从销量口径上首次实现对外资
品牌的反超。

作为新兴技术的载体、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装备，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让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产生了新变化。那么，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快速发展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机器人产业未
来何在？发展国产工业机器人，如何进行突围？站在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需要检视工业机
器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工业机器人是生产
线上不知疲倦的工人，机械地重复着规定的动
作。事实上，随着人工智能、机器视觉、云计算、
运动控制等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现在的
工业机器人具备了更加完善的环境感知能力，
以及逻辑推理、判断和决策能力，成为高度智能
化和精密化的产物。

在人口红利消退、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的今
天，工业机器人以高精确度、高稳定性、低成本
等优势，决定了其成为替代制造业各类繁重、乏
味或有害环境下体力劳动工作的“良配”。无论
是汽车、机械加工、电子电气、食品、物流等各个
行业，还是焊接、搬运、加工、装配等工业生产各
个环节，都能看到机器人的身影。国际机器人
联合会（IFR）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工业机器人
市场规模达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1%。

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体量孕育出全球最大规
模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市场。2013年我国首次超
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当年
销量达3.66万台，占全球的20.52%。截至目前，
此格局已经持续了11年。

根据IFR发布的世界工业机器人报告，2022
年全球工厂共安装了55.3万台工业机器人，其
中有29万台安装在中国。而排名第二的日本，
安装量仅有5万台。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蔡震坤认为，工业
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是时代的答案，但也需做
一定的引导。他说：“很多引入工业机器人的企
业，为了追求短期收益，都选择将成本优势转化
为价格优势。不过，在生产中引入工业机器人，
并不等于能直接提升企业技术水平。企业只有
通过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将自动化生产带来

的成本优势转化为技
术优势，才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
中获得核心竞争力。”

在政策利好和市场需求的加持下，我国工
业机器人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5—2022年间，我国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从
3.3万台增至44.3万台，8年增长超12倍。国家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我国工业
机器人产量达到12万台，同比增长4.9%。

蔡震坤认为：“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崛起是由
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是政策上的支
持，中国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将人工
智能相关技术的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其
次是客观情况所致，老龄化、最低工资不断提
高，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企业有了机器换
人的内生动因。相关产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技术积累到了一定水平，为工业机器人产业的
崛起创造了条件。”

新松机器人汽车行业高级总监程虎丰也表
示：“一是产业升级，中国提出智能制造2025已
经近十年了，产业从离散发展、个性化发展的普
遍状况，逐渐进行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已经
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做出了成绩；二是人口红利
下降，很多工厂找不到适合的技术工，即使找到
了，薪水要求也逐年增高；三是疫情后很多行业
进行了洗牌，提前完成智能制造转型的企业生
存能力会强一些，不用招那么多工人，产能弹性
和质量稳定性也都有很大的提升；四是机器人
本身的成本在下降，使用机器人的企业投资回
收期会变短，企业在经营决策上更愿意选择工
业机器人。这几个维度的变化和共同加持，促
进了中国机器人用量的提升。”

市场是我们的，但市场的主导权一度并不
是我们的。

自1959年世界第一台由液压驱动的工业机
器人Unimate问世，到1973年首台全电动机器
人发布，再到后来各行各业的丰富应用，工业机
器人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传统工业机
器人市场分工已经非常明确，主要玩家也已经
基本稳定。

从市场格局来看，工业机器人除了工业机
器人本体，还包括上游的减速器、控制器、伺服

电机，下游的系统集成商，终端客户主要分布于
汽车、3C、金属加工、塑料橡胶等行业。

日本发那科、安川、瑞士ABB、德国库卡
（已由美的集团收购）“四大家族”凭借数十年
的技术积累和工业化生产经验，市场占有率长
期在50%以上。而在技术门槛最高的精密机器
人减速器领域，日本品牌哈默纳科、纳博特斯
克占据了全球工业机器人减速器市场70%左右
的份额。换句话说，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寡头垄
断市场。

经过近年的快速发展，无论是产品技
术还是落地应用，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产业
实现了大幅赶超，出海是企业拓展更大市
场的必然之路。

IFR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工业机器人
出口量再创新高，达到 11.83万台，而进
口量仅为 8.24万台。从移动机器人、协
作机器人到为新领域启用新的机器人应
用，中国智造也在出海进程中不断成长，
俨然已经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崛起背后的
一股新势力。

某工业机器人上市公司高管徐如强
（化名）介绍，海外热销机器人产品主要应
用于家电制造、汽车制造、3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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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协作机器人和复合机
器人等新型机器人产品，在头部大厂的手
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智能终端的生
产线上，实现了批量应用。

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中国工业机器
人的性价比逐步体现。大族机器人总经理
王光能表示：“中国机器人品牌主要销往北
美、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市场，以及拉
美、东南亚等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市场。海
外人工很贵，企业很愿意使用机器人实现
自动化。我们生产的六轴协作机器人，工
作效率跟普通生产工人差不多，但是机器
人不分昼夜，算下来相当于两名工人的工
作量。我们的售价比外资低不少，大多数
客户可以几个月内收回投资。”

连续11年位居全球最大市场

国产化率取得新突破

机器人出口量超过进口量

2023年，青岛高新区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集聚了200余个优质项目，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以上，成为全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高地。

虽然依托本土化优势、性价比优势和
产业配套优势，本土机器人产业在国内市
场的一些细分领域已经打破跨国巨头的垄
断，但是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竞争
优势仍主要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存在缺乏
高端技术、市场高度内卷、盈利能力不足等
突出问题。

对此，记者请教了多位专业人士，寻求
解决思路。

一是加强科技创新支持。目前中国工
业机器人品牌大多靠性价比优势进入发达
国家市场，这并不能成为企业生存的长期
策略。全球化过程中，失去了本土优势的
国产机器人必须在性能上更具优势，才能
在与国际品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国内厂
商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政产学
研联合开发、协同攻关，解决行业共性技术
瓶颈。

二是产业链上下游通力合作。工业机
器人技术的提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命题，
而是需要全产业链的支持。应鼓励零部件
生产企业、机器人本体企业以及系统集成
商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结成紧密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协调发
展、利益共享，共同推动核心技术、新兴技
术的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政府也可以通过
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方式，降低工业机器
人的研发、生产和维护成本，鼓励更多企业
使用工业机器人。

三是市场秩序化与规范化。伴随我国
工业机器人需求的迅猛增长，企业纷纷看
好工业机器人未来的市场规模与经济效
益，大量企业蜂拥而上，但是企业实力良莠
不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工业机器人
市场的恶性竞争。有关部门应强化市场秩
序综合治理，加强产品出厂和使用过程中
的质量监控。

四是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
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和有效性，为失业者提
供再培训和再就业服务，以应对工业机器
人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为了维护分
配制度的公平和社会的稳定，还应构建与
自动化生产相关的转移支付制度，让全民
享受到自动化生产的红利。这也是未来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

据《证券时报》作者：胡敏文

国产突围仍需爬坡过坎

智能制造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工业互联网与工业自动化则是实现新型工业
化的关键领域，机器人必将成为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核心。

突围谈何容易？事实证明，国产厂商
确实做到了。

GGII数据显示，我国国产品牌工业
机器人销量持续快速增长，2023年达到
16万台以上，已超过外资品牌；国产化
率超过50%，尚属首次。具体来看，除多
关节机器人外，SCARA（平面关节型工
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Delta（并联机
器人）等主流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份额
均超过50%。

很多人对国产工业机器人，存在较多
的认知误区。由于起步较晚、核心技术不
足，过往国内很多企业只能集中在下游集
成端，承担系统二次开发、定制部件和售后

服务等附加值较低的工作，“组装货”备受
争议。然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国成
为全球工业机器人产销量最大的国家，拥
有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机器人本体再到系统
集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在蔡震坤看来，“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崛
起，并不是单一一个行业的崛起，而是全产
业链整体发展到了一定高度的体现。”

长城国瑞证券研报认为，新能源产业
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对工业机器人的增量需
求，对于提升我国工业机器人国产化率意
义重大。2022年汽车电子和锂电池行业
的机器人出货量增速大于30%，光伏行业
机器人出货量增速大于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