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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

部、公安部、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等十五部门正式印发

《“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下称《规划》），为便

于理解《规划》内容，做好贯彻实施工作，现就相关问题解读如

下。 

机器人被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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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将机器人纳入国家科技

创新重点领域，大力推动机器人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应用。“十三

五”期间，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产

业规模快速增长，技术水平持续提升，集成应用大幅拓展，骨干

企业加速壮大，重点产业集群优势逐步显现。但与国外先进水平

相比，依然存在技术积累不足、产业基础薄弱、高端供给缺乏等

问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机器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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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迎来升级换代、跨越发展的窗口期。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均

将机器人作为抢占科技产业竞争的前沿和焦点，加紧谋划布局。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美好生

活新图景，迫切需要新兴产业和技术的强力支撑。机器人作为新

兴技术的重要载体和现代产业的关键装备，引领产业数字化发展、

智能化升级，不断孕育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机器人作为人类生

产生活的重要工具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得力助手，持续推动生产

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对

新形势新要求，为推动我国机器人产业迈向中高端，加快实现高

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

术部等共十五个部门，联合编制了《规划》。 

当前，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正极大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

方式，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立足

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端化智能化发展为导向，面向产业转

型和消费升级需求，坚持“创新驱动、应用牵引、基础提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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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着力突破核心技术，着力夯实产业基础，着力增强有

效供给，着力拓展市场应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持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

造强国、健康中国，创造美好生活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立足我国各领域高质量发展需求和人民向往美好生

活的需要，把握机器人产业发展趋势，提出“到 2025年，我国

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成应用新

高地”。并提出了 2025年的具体目标：一批机器人核心技术和

高端产品取得突破，整机综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关键零部

件性能和可靠性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

均增速超过 20%；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及一大批

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建成 3-5个

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实现翻番。 

《规划》提出到 203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机器人成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的重要

组成。 

为推动“十四五”发展目标落实落地，《规划》部署了提高

产业创新能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增加高端产品供给、拓展应

用深度广度、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等五项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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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加强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机器人系

统开发、操作系统等共性技术，研发仿生感知与认知、生机电融

合等前沿技术，推进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与

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应用。建立健全创新体系，推动重点研发机构

加强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鼓励骨干企业协同推动软硬件系统标

准化和模块化，支持企业加强技术中心建设。 

二是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补齐专用材料、核心元器件、加工

工艺等短板，开发机器人控制软件、核心算法等。建立全国机器

人标准化组织，健全机器人标准体系，加快急需标准研究制定及

应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鼓励企业加强试验验证能力建

设，增强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检测能力，推进中国机器人认证

体系建设。 

三是增加高端产品供给。面向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农

业等行业，以及家庭服务、公共服务、医疗健康、养老助残、特

殊环境作业等领域需求，集聚优势资源，重点推进工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重点产品的研制及应用，拓展机器人产

品系列，提升性能、质量和安全性，推动产品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四是拓展应用深度广度。鼓励用户单位和机器人企业、整机

企业和零部件企业联合开展技术试验验证。推动机器人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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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9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