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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地图视角的重庆工业机器人产业分析 

刘兰 邱磊 文雷
1
 

（重庆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重庆 401123） 

【摘 要】：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国家制造业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现已成为国内外高度重视的高新技

术应用领域之一。本研究参考采用 IFR、国家知识产权局、德温特专利索引数据库等各大组织和机构的公开数据,

运用专利技术分析及产业地图等技术预见方法,研究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发展现状及趋势,并立足重庆工业机器人产

业发展实际,描绘未来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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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7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0)将工业机器人定义为一种具有自动控制的操作和移动功能,能够完成各种作业的可编程操作

机[1]。工业机器人主要由本体、伺服电机、减速器和控制系统四大部件组成,是集机械、计算机、电子、人工智能、传感器、控

制等多学科技术于一体的自动化装备[2,3,4]。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工业机器人作为重点产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包

括上游的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中游的操作系统、传感器等零部件以及下游的系统集成、软件二次开发等[5]。 

2 全球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量保持稳定增长。据 IFR预测,2018—2020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将会保持 15%的增速,全球保有

量预计将达到 305.3万台。目前,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和德国为工业机器人前五大市场,销售额占全球总销售额的 74%。 

2.1产业规模 

全球机器人市场主要包括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其中工业机器人的市场份额占比最大。2013—2017 年,全

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2017年达到 38.05万台,同比增长 29%,见图 1。 

据 IFR 统计显示,2017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额达到 147 亿美元,见图 2。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对工业自动

化改造的需求使得工业机器人市场销售额大幅提升,五国的销售额总计占全球销售额的 3/4。 

2.2全球领导厂商地理分布 

通过对全球十大工业机器人产业领导厂商地理分布情况的分析可知,欧美和日本仍是全球领先厂商的集聚地。全球较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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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器人厂商为瑞士的 ABB公司,日本的安川机电、川崎公司,德国的库卡,意大利的柯马以及美国的 AmericanRobot等,见图 3。 

 

图 1 2012—2017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统计与预测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 2 2012—2017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额 

资料来源:IFR,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2.3区域技术 

工业机器人融合计算机、机械、材料、制造等各个领域的复杂技术[6]。在工业机器人的基础研究方面,美国具有领先优势;

在视觉和仿生方面,日本的技术遥遥领先;在智能机器人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德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机器人操作机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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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技术、运动学和轨迹规划技术、控制系统硬软件设计技术等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但在工业机器人技术及其工程应用方面,

与国外的差距仍较大[7]。 

专利总量方面,日本、中国、韩国、德国、美国等五国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申请量占全球总量的 80%。全球专利申请总量排

名前九的国家,申请总量达 28305件。其中,日本以 9695件专利申请量占据第一位,占总量的 34.3%,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中国以

6733 件占据世界第二,占总量的 23.79%;韩国、德国、美国均是起步早且工业机器人技术先进的国家,分别占 12.42%、10.54%、

7.45%。 

3 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 

工业机器人在我国通常被定义成面向工业领域的多自由度机器人或者多关节机械手[8]。在工业领域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可

以通过自动控制工业机器人以代替人类执行某些具有危险性、单调性和重复性的作业[9]。我国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时间较短,

近年来国家层面加速布局,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工业机器人产业未来发展路径,为

把工业机器人产业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导产业指明方向。 

 

图 3 全球十大工业机器人领导厂商地理分布 

3.1产业规模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大约占世界机器人市场份额的 1/3。据中国电子学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

国工业机器人销售额保持稳定增长趋势,2017年销售额达 42.2亿美元,同比增长 24.12%,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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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厂商地理分布及分类 

从厂商数量来看,工业机器人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等发达省区市,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三地的企业数量排名前三,分

别有 658家、512家和 351家。重庆市有两江、华数等 71家公司,排名第 15位。 

3.3区域分布 

我国工业机器人已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四大产业集聚区。长三角地区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较早,实力雄厚。

随着外国企业在上海市、无锡市、昆山市和南京市的入驻,这些地区的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安川、ABB、库卡

和发那科都在上海市建立了工厂。珠三角地区的控制系统具有优势,主要集中在广州市、佛山市、深圳市、东莞市等地。广州市

数控系统是国内领先的专业数控机系统供应商。数控系统的年产量占同类产品国内市场份额的 1/2。环渤海地区科研力量雄厚,

龙头企业牵引力明显。以北京市、哈尔滨市和沈阳市为代表,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集聚了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科研机构以及沈阳新松、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哈博士等具有明显牵引效

应的龙头企业。中西部地区的机器人产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在外部科技资源的帮助下,发展势头强劲[10]。 

 

图 4 2012—2017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售额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IFR,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3.4研发机构 

我国工业机器人研发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其次是江苏省。根据操作机专利、控制系统专利以及驱动系统专利来看,申请

量最多的研发机构分别为清华大学、FANUC公司以及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4 重庆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重庆大力推动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门成立了机器人协调领导办公室,同时组建了由设计研发、加工制造、市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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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各单位构成的行业产业链联盟。目前,已集聚了 300余家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制造和研发企业。 

4.1产业规模 

据重庆市经信委数据统计,截至 2017年,全市工业机器人产值规模达 79.8亿元,同比增长 49.16%。现已初步形成集研发、整

机制造、系统集成、零部件配套生产、应用服务于一体的机器人全产业链体系,为扩大产业规模奠定了基础。 

4.2产业发展环境 

重庆市作为国内三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基础雄厚,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和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

地,其相关企业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旺盛。随着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产业的加速发展,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潜力将进

一步被激发,市场发展前景巨大。 

同时,重庆市政府高度重视工业机器人的发展,近年来在顶层设计层面加快部署。2013 年出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年提出《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发展规划(2015—2020年)》;同时成立了机器人

协调领导办公室,组建了由设计研发、加工制造、市场应用等各单位构成的行业产业链联盟。健全的政策体系和相关措施,为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基础。 

4.3产业布局情况 

目前,重庆市已在两江新区、永川区、璧山区等地形成了工业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两江新区作为重庆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核心

承接区域,现已初步形成了集机器人整机总成、关键部件制造区、标准检测评定平台、金融租赁支持平台、展示互动体验平台等

“1区 5平台”的产业基地。当前,集聚了 100余家企业,计划到 2020年建成拥有 100万台服务型机器人、10万台工业机器人、

1000万台特种机器人的中国智能产业高新区。永川区已集聚了固高科技、广州数控、哈工大、德国埃马克、陕西恒通 3D打印等

120 家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重庆威诺克公司已与德国 AMTC、同济大学中德学院、重庆大学联合研制出双 Y 轴发动机缸

盖(体)智能化生产线,生产出能够连续生产、智能化、柔性化机器人,可基本替代进口机型和生产线。璧山主要聚焦特种机器人

生产,目前已引进近 30家相关企业,包括信鼎精密机械公司、朗正科技有限公司等主要研发和生产机器人“大脑”的公司。江津

双福新区已经落户机器人企业 12家,年产值达 2亿元。预计 2020年实现产值 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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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工业机器人主要研发机构地理分布及专利申请情况 

数据来源:国知局中外专利全文数据库。 

 

图 6 2012-2017年重庆机器人产业规模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重庆市经信委网站及网络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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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产业研发技术情况 

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科学技术研

究院等院所高校为核心的研发体系,并与市内的龙头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进行工业机器人的研发设计,在机器人整机及关键零

部件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已可生产较为成熟的机器人产品。 

此外,成立了重庆机器人学会,有力促进了全市的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引入了全国第 3 个国家机器人检测评定中心,

可对机器人的材料、机器人的关键零部件、机器人的本体进行全方位检测;建立了重庆固高科技长江研究院、重庆两江机器人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机器人培训及应用中心(学院)等公共服务平台、创业孵化及应用推广服务平台,对于提升研发、培育、

检测、认证等方面的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具有极大的支撑作用。 

5 对重庆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建议 

总体而言,重庆市工业机器人产业基础良好、市场规模较大、产业布局合理、产业政策完善、产业发展整体较好。但相较于

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在产业规模、研发人员、企业数量、专利技术、园区建设、研发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12]
,

还须借鉴发达地区发展经验,推动工业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5.1构建战略框架,制定产业发展路线图 

结合产业发展实际,按照《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发展规划(2015—2020 年)》等相关政策要求,将产业发展的近

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机结合,确定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详细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路线图,明晰产业发展方

向[13]。 

5.2提升研发能力,建立产业创新及开发体系 

当前,重庆工业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研发能力较弱,研发投入低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还须加大产业研发投入力度,

集中优势力量进行产品开发,将外部资源引进与内部自主培育相结合,集聚研发机构和企业组织的合力,构建完整的产业创新体

系,促进重庆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5.3培育产业人才,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重庆涉及工业机器人产业的技术人员数量较少,且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尤其是从事机器人研发的高端人才紧缺。

因此,需要大力培育产业发展的相关人才,鼓励和支持高校开设与机器人制造相关的专业,培养使用、维护机器人的一线操作人才;

抓好工业机器人产业高层次人才引进,通过长期聘用、校企合作、对口服务等形式,加大柔性引才力度,全方位集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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