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离“协作机器人之城”有多近？
老树新花，传统工业城市怎样实现自

我“革新”？
对于正处在转型跨越关键时期的淄博

而言，新质生产力尤为重要。因此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淄博加速布局战略性新兴
产业。

众多新兴赛道，追逐异常激烈。自
2023年11月工信部印发《人形机器人创新
发展指导意见》后，机器人领域动作频发：
鸿蒙人形机器人再升级、特斯拉Optimus行
走测试、开普勒推出人形机器人……在全
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背景下，无
论是《流浪地球》中的机器人，还是如今炙
手可热的人形机器人，淄博如何继续在智
能装备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上厉兵秣马，谋
求机器人产业持续发展之道？

又是一年年末，每每此时，
广大网友便开始催促“广西老
表”赶紧剪砂糖橘。

对此，身处广西的砂糖橘种
植户们直呼：“已经在努力剪了，
剪刀都剪出火星子了！”

而同样是农产品采摘，在青
岛凯盛浩丰现代农业公司智慧
农业产业园，一只只机械臂正在
精准的控制和柔韧的操作下，准
确无误地采摘着西红柿等农产
品，相同的场景也发生在上海溢
佳温室农业公司，一只只机械臂
正在开展着蔬果采摘测试和应
用工作。

明明都是农作场景，为何一
个累到叫苦不迭，另一个却科技
范十足？

原来，科技范十足的都是遨
博（山东）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的采摘机器人在代替人“工作”。
凭借咖啡机器人火遍短视

频平台和各大会场的遨博机器
人，2020年落地淄博临淄后，在
短短两年内实现了机器人产销
均超万台，成为综合实力全球第
二、国内第一的协作机器人
公司。

“风靡一时的智能双臂拉花
咖啡机器人就是我们研发生产
的，我们还有很多具有全部知识
产权的协作机器人产品，核心部
件全部实现国产化，未来将创建
百亿级协作机器人生态链。”遨
博（山东）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永光介绍，遨博机器人
的市场占有率连续三年国内第
一，2023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2.1亿元，同比增长49.6%。

一直以来，淄博积极探索智

能机器人产业领域，先后制定出
台《淄博市“四强”产业攀登计划
总体方案（2020—2025年）》《淄
博市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20—2025年）》等，对机器
人生产企业给予支持，促进智能
装备产业发展、支持新经济
发展。

当下，淄博已拥有纽氏达
特、法奥意威、遨博机器人、酷博
特智能、凝眸智能、福莱特无人
机等重点企业13家，2022年实
现销售收入10.35亿元。

而这些企业，不仅能重塑淄
博传统产业，本身还孕育无限
动能。

在淄博高新区的山东瑞邦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数控加
工车间生产线上，机器人正在
制造一次性手套生产设备。作

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软件企业、山东省瞪羚企
业，瑞邦智能将目光放在手套
生产线智能化升级上。“我们独
立研发的一次性手套智能视觉
检测装备，符合智能装备行业
战略需求，检出精度远高于人
工，可助力生产企业降本、增
效、提质。”山东瑞邦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云海介
绍，该装备2023年更是获得了
山东省人工智能协会科学技术
奖特等奖。

淄博用机器人制造机器人
已屡见不鲜。

2022年8月，遨博山东协作
机器人核心部件智慧工厂正式
启用，这意味着国内首条由机器
人自主上下料的车、铣复合机床
生产线在淄博投用，实现了真正

意义的“无人车间”“用机器人制
造机器人”。

淄博纽氏达特机器人系统
技术有限公司也在用机器人生
产机器人。“公司目前已形成了
以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研发、生
产、集成、应用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体系，2023年更是与山东理工
大学校签约合作共建‘智能制造
软件研发中心’，在淄博构建系
统化、专业化、数字化的协作机
器人产业高地。”淄博纽氏达特
机器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巩相峰说。

如今，机器人产业已成为淄
博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
的重要标志，更是制造业转型升
级、助推经济换挡提速的重要驱
动力。

2022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
量达到44.3万套，同比增长超过
20%，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
50%。而我国连续9年成为全球
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国，工业
机器人应用覆盖国民经济60个
行业大类、168个行业中类。

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政
策持续加码，特别是山东正加快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
工业化建设，让机器人产业步入
发展快车道，机器人产业各细分
赛道发展迅速。《山东省“十四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要以机器人整机制造为牵
引，加快突破高精度减速器、高
性能控制器、传感器与末端执行
器 等 关 键 技 术 与 核 心 零 部
件……加快培育济南、青岛、烟

台、淄博等机器人产业集聚区，
打造全国智能机器人创新发展
高地……

而淄博正加快布局和攻克
高精密减速机、控制系统、伺服
电机等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许多
难关，提升机器人的国产化率。

“‘芯片’作为机器人的‘心
脏’，谁掌握芯片技术谁就掌握
了主动权。”韩永光告诉记者，在
企业首席专家倪光南院士带领
下，遨博机器人自主研发的
RISC-V架构芯片有望落地淄
博，届时将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突破“卡脖子”技术。

法奥意威(淄博)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计划在淄博高新区建
设智能协作机器人生态产业基
地，“将以高精密谐波减速机、伺

服系统、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为
基础，建设一个全新的智能协作
机器人生态产业园区。”法奥意
威(淄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王敏介绍。

机器人不断“出圈”，从金属
加工、汽车制造等传统领域向芯
片、新能源等行业延伸。机器人
从只会焊接、搬运等“体力活”，

“进化”到排产、质检等“脑力
活”。

但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大多
仍局限在车间、园区等生产现
场。据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
告，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占比约
为52.82%，占据我国机器人市场
规模一半以上。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机器人
产业要想拥有更大发展空间，就

必须让机器人走出车间，走到普
罗大众中间。

2023年1月，工信部等十七
部门发布的《“机器人+”应用行
动实施方案》提出聚焦10大应用
重点领域，突破100种以上机器
人创新应用技术及解决方案，推
广200个以上具有较高技术水
平、创新应用模式和显著应用成
效的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打造
一批“机器人+”应用标杆企业。

而淄博制造业产业基础雄
厚，近年来随着“千项技改、千企
转型”工程的深入推进，更是催
生了许多机器人应用企业，这为
机器人企业进一步拓展应用场
景、延伸产业链提供了丰沃
土壤。

在淄博齐盛国际宾馆、亚

朵、海悦瑞景以及银座华美达等
诸多酒店，到处可见机器人穿梭
奔跑的身影，酒店工作人员介
绍：“使用机器人进行送餐等服
务，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力成
本。”

年关将至，遨博机器人最大
的一笔订单——— 10000台理疗
机器人正在加紧生产，“这笔订
单的货值估算超过了10亿元。”
遨博（山东）智能机器人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石秀军说。

随着人口结构和发展形势
变化，各行业对机器人补充劳动
力、提供无接触服务等需求都愈
发强烈。可以预见，机器人在淄
博不同应用场景的渗透率还将
持续增长。

数据显示，中国机器人行业
市场规模2027年有望接近6000
亿元。

在国家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的背景下，在供
给侧和需求侧的双重推动下，机
器人产业化应用加速落地，新技
术、新产品、新应用层出不穷，行
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自2023年11月初工信部印
发《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
见》，各地开始加大在人形机器
人领域的创新培育力度，创投圈
也很青睐人形机器人等赛道，科
大讯飞、中国电科21研究所等相
继入局。在很大程度上，2024年
有望成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元
年”。

而淄博在未来能否可以分

到一块“蛋糕”呢？
目前，淄博机器人产业链

较完备，涵盖了机器人零部件
和配件制造、机器人整机生产、
机器人系统集成、机器人应用
和服务等环节。尤其是淄博高
新区依托纽氏达特引进法奥意
威，形成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
大大提高了淄博机器人产业的
竞争力。

此外，淄博高新区持续增强
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
能力，正在建设中的智能协作机
器人生态产业基地园区，或将成
为全国最大的协作机器人生态
产业基地；临淄区正以打造产业
集群为目标，建设智能机器人产
业基地，一个集生产制造、应用
创新、教育培训、技术服务为一

体的上下游全产业链发展的生
态园区雏形正在呈现；张店区智
能机器人产业园目前已建成，正
诚邀智能装备行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产业企业入驻……

“数字经济时代，凭借着过
硬科创能力，遨博正在布局人形
机器人等新产品，扩大应用端市
场。”韩永光透露。

可以说，淄博拥有发展人形
机器人的实力和潜质。但不可
忽略的是，现有机器人大多是按
照事先设定的程序独立开展工
作，特别是在工业场景下的重型
机器人，其工作环境与人隔离开
来。尽管机器人的技术水平在
不断提高，甚至在人工智能加持
下获得极大拓展，但仍无法完全

代替人。
“随着机器人应用不断深

化，特殊领域的机器人应用研发
也在持续推进，‘人机协同’将成
为各行业的重要工作模式。”中
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国际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
晓华认为，机器人行业的未来发
展，可以集中在提升应用广度和
深度、智能化进程、应用场景的
拓展以及助力柔性生产等几个
关键领域。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之下，山东正在新型工业化
发展中，加快构建以传统产业为
深厚家底、以优势产业为制胜长
板、以新兴产业为战略引领、以
未来产业为前沿赛道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对于机器人产业，未

来政策可能更侧重于核心技术
突破、市场应用推广以及提高产
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等方面。

于淄博而言，确实要为未来
机器人产业发展深谋远虑。

就像淄博市工信局、淄博市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办公室
规划，强化政策支持，持续完善
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打造

“核心零部件+机器人本体+应
用端”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仍是
淄博全力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市
的重中之重。

未来的“协作机器人之城”，
淄博，让我们拭目以待。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良栋

用机器人制造机器人

“机器人+”出新赛道

“人机协同”才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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遨博机器
人 正 在 制 做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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