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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信息网讯 10 月 11 日，2018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智领全球发

布会在南京召开。会上，中国经济信息社江苏中心正式发布《2017-2018

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年度报告》（下称《年报》）。 

 

图为中国经济信息社江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希希发布《年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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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国家或区域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全球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经济信息社依托遍及全球的经济信息采集网络，持续关注研究国

内外机器人产业发展动态，在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撰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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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年报》认为，当前，全球机器人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趋势： 

一是主要国家加快布局，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美国明确提

出以发展工业机器人提振制造业，发布机器智能国家战略，成立先进机器

人制造创新机构等以增强在国际制造业中的竞争力。德国成立“工业 4.0”

平台，将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的研发力量集中到一个平台上，着重应用

工业机器人推动生产制造向灵活化和个性化方向转型。日本制定《机器人

新战略》，重点采取创新环境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下一代技术和标准建设、

应用领域战略规划等举措，力图从根本上提高日本机器人生产能力，使日

本成为世界机器人创新中心。韩国发布机器人技术路线图，未来将进一步

推进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制造业、物流、医疗、安全、个人服务、零部件、

软件等多个行业。 

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 298.2 亿美元，年均

增长率超过 15%。 

二是我国工业机器人国产化进程加快，产量约占全球的 1/3。2017 年

以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全球领先，

服务机器人需求前景看好，特种机器人应用逐步扩展，核心零部件国产化

不断加快，涌现了一批创新型机器人企业，部分技术有所突破并实现产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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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预计超过 13 万台，约占全

球产量 1/3。 

三是我国机器人核心技术加快突破，企业发展势头良好。我国核心零

部件和控制系统自主研发能力增强，涌现了一批创新型机器人企业。哈工

大机器人集团自主研发出国内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摆线针轮

减速器并投入生产，固高科技、新时达等企业相继开发出国产控制器系统。 

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创新，服务机器人智能化

提升。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小米等互联网企业纷纷进军服务机器人行

业，大疆、科沃斯、小 i 机器人等创业企业也获得市场高度认可。 

特种机器人龙头企业加大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研发力度，目前已初

步形成特种无人机、水下机器人、搜救/排爆机器人等系列产品，并在一些

领域形成优势。 

四是重点上市公司营收、盈利持续增长，2017 年概念类机器人上市公

司净利润达 250 亿元。国内重点机器人上市公司发展稳健。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沪深两市概念类机器人上市公司共 70 家，分布在 17 个省市，

其中广东、江苏、浙江机器人企业最多；上市板块分布相当，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各占约 1/3；14 家公司市值已超百亿元。 

2017 年，机器人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较乐观，增长势头强劲。70 家概

念类机器人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额达 4550.74 亿元，同比增长近 36%，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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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市全部上市公司总营收增速以及创业板总营收增速；净利润总额达

250 亿元，同比增长约 10%。 

五是江苏重点开发区率先发力，机器人产业集聚度进一步增强。江苏

在机器人整机制造和系统集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智能数控和机器人应用

等方面均具有较好基础，已规划建设了昆山、张家港、南京、常州、徐州

等 5 个机器人产业园，南通海安机器人小镇等。常州、昆山等重点开发区

率先发力，机器人产业集聚能力快速提升。目前，常州武进高新区已集聚

安川电机、快克、遨博等核心工业机器人企业，以及纳恩博、钱璟医疗等

高端服务机器人企业；昆山高新区已集聚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新时达机器

人等企业。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江苏已有机器人相关企业 2200 多家，机器人

本体位列全国销量前二十的企业有 5 家。 

《年报》认为，当前，我国机器人发展仍存在不少短板。核心零部件

亟待摆脱进口，关键技术有待实现新突破；自主品牌竞争力亟待提升，企

业规模需要培育壮大；低端产能重复建设，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亟需向高

端化、差异化发展；技术力量与产业相结合、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相融

合尚需强化。 

《年报》建议，完善顶层设计，加强产业发展战略指导；优化空间布

局，打造世界级机器人集群；整合优质资源，分级分批建设创新中心；实

施联合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建立普惠机制，加快创新产品推广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