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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重庆造”机器人开始批量上岗

业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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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通过多方
努力，快速形成了机器人全
产业链。但多位业内人士
表示，快速发展背后，也有
一些隐忧，需多措并举补齐
短板。

隐忧①
结构失衡：工业

机器人发展迅速，服
务业机器人发展滞后

“可以说，重庆拿得出
手的，目前只有工业机器
人。”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机器人投资领域“操
盘人”谯光明说，重庆作为
工业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
场景丰富，因此诞生了一批
性能优异的工业机器人产
品。但是与工业机器人相
比，我市服务业机器人发展
呈现强烈反差。

“可以用滞后一词来形
容。”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江薇薇指出，
我市一些机器人企业在细
分行业和应用场景上深耕
不足，导致服务机器人发展
缓慢。

怎么办？
江薇薇建议，在服务机

器人方面，重庆要聚焦需
求，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
域寻找潜在市场机会；在工
业机器人方面，要进一步发
挥重庆汽车、电子、物流等产业优势，促进机
器人产业与重庆优势产业融合发展，并鼓励
企业在优势领域做深做强，成为行业领军者。

谯光明则认为，无论是服务机器人，还
是工业机器人，重庆都需要加强应用端资金
扶持力度。毕竟，机器人产业整体上还处于
发展初期，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和培育。

隐忧②
创新不足：企业以集成业务为主，

有研发创新能力者少

“整体上看，我市机器人企业以集成业
务为主，有研发创新能力者占少数。”江薇薇
指出，不仅企业主体参与研发积极性不高，
高校、科研机构成果转化也很难，直接影响
产业整体技术创新。尤其是在减速器、控制
器和伺服系统等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上，重庆
的研发创新水平还比较弱。

鉴于此，江薇薇认为，重庆要完善创新
生态，提升产业协同创新能力。一方面，高
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要从合作研究、委托研
究、人才培育等方面，形成机器人产业发展
全面协同与合作的局面。另一方面，政府要
打造科技创新平台、技术孵化平台、产学研
供需对接平台，为协同创新提供服务支撑，
打通技术创新“最后一公里”。

⑤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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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大力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全

国重要的机器人产业聚集区之一。目前，全市已有机器人企

业、研发机构300多家，形成集研发、整机制造、检测、系统集

成、零部件配套、人才培训和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研发方面，在传感器、工艺软件、减速器、伺服电机和控制

系统等新一代机器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

不足

科研力量较为分散，科研投入少，机

器人领域整体科研水平不高，目前还没

有形成在行业内有较大影响力的本土知

名机器人品牌企业及产品。产业规模和

本土企业均个头偏小。

2月19日，在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的
川崎（重庆）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
在组装BX大型六轴机器人。

本组图片由记者张锦辉摄/视觉重庆

入渝5年多
川崎两次调整发展战略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王思霁

川崎（重庆）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由世界五大知名工业机器人巨
头之一的日本川崎重工与重庆宜而
奇工程有限公司联合组建，是中国
第一家世界顶级机器人品牌与国内
企业合资建设的机器人本体研发制
造基地。在渝生产的多款川崎机器
人销往全国各地，应用于汽车、笔记
本电脑和手机等企业的生产线。

3月8日，宽敞明亮的厂房里，几名技术人员
正忙着对刚下线的机器人进行调试。地面上，数
百台已调试完毕的点焊机器人、duAro双腕机器
人身裹白色风尘袋，静静地等待出厂。

“这些是市内外一些汽车制造企业定制的机
器人，近期要交付客户。”川崎（重庆）机器人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川崎”)董事长廖旭东告
诉记者。

重庆川崎是由日本川崎重工与重庆宜而奇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而奇”）联合组建的
一家机器人制造企业，于2015年 5月在两江新
区水土高新园成立。继川崎重工之后，五巨头
中的另外3家——德国库卡、瑞士ABB、日本发
那科，也相继进入重庆，且都在水土高新园落地
生根。

后面这3家机器人巨头，主要在渝做机器人系
统集成及销售等业务。其中，库卡和重庆长安工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资设立了长安徕斯（重
庆）机器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ABB设立了其在中
国的第三家应用中心——ABB机器人重庆应用中
心；发那科设立了其中国西部基地——发那科机
器人重庆技术中心。

四大机器人巨头为何不约而同抢滩重庆？
“首先是市场的吸引力。”两江新区产业促进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是
机器人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而重庆是国内重要
的汽车、电子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来，重庆大力实
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激发
了企业对工业机器人的巨大需求。

ABB机器人重庆应用中心开业当天，时任
ABB中国机器人及运动控制事业部负责人李刚表
示，重庆作为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和现代制造业
基地，在中国的经济版图特别是制造业版图中占
据着重要地位。对ABB而言，重庆及其辐射区域
是非常重要的机器人应用市场。

据廖旭东透露，数年前，川崎重工想在中国大
陆投资建厂，宜而奇闻讯后伸出“橄榄枝”，却被一
口回绝。由于川崎重工对西部城市不了解，他们
最初只想把厂建在我国东部，且态度很坚决。

为“抢到”川崎重工，重庆相关部门负责人多
次前往日本，与川崎重工谈判。经过长达4年的努
力，才说服了川崎重工在渝设立合资公司。

“而川崎重工被说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重庆招商团队用事实让其看到了重庆机器人市场
的巨大发展潜力。”廖旭东说。

但重庆对机器人巨头的吸引力，还不止于此。
近年来，重庆紧随机器人产业浪潮，坚持推动

“政、产、学、研、用、金”的垂直一体化整合，着力推
动机器人产业集群化发展，构建生态链。

两江新区作为重庆发展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
业的主要承接地，在水土高新生态城核心区规划
了1平方公里的两江机器人产业园。产业园重点
构建集“生产制造区”“标准检测”“融资租赁”“展
示体验”“教育培训”“成果孵化”“应用研发”等功
能平台为一体的“一区六平台”产业生态。目前，
已初步形成集研发、整机制造、检测、系统集成、零

部件配套、人才培训和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
业链，打消了单一企业入驻“独木难支”的顾虑。

针对在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中有部分企业买
不起机器人的现状，两江新区还组建了重庆两江
机器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融资租赁帮助制造
业企业“机器换人”，同时也助力机器人企业拓展
市场。

截至目前，两江机器人融资租赁公司累计投
放资金超过47亿元，为逾50家企业智能化升级改
造提供了帮助。

良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生态，让国际机器人
巨头看到了在重庆投资的美好前景。“鉴于此，川
崎重工入渝后，相继两次调整发展战略。”廖旭东
回忆——

第一次，是在重庆川崎成立后，川崎重工改变
了只做系统集成的初衷，转而在重庆建机器人生
产基地。

第二次，川崎重工放弃最初只愿将最新一款
机器人拿到重庆生产的计划，决定在重庆生产多
款机器人。2016年12月，重庆川崎投产，率先生
产可用于人机协同作业的duAro双腕机器人。从
2019年下半年起，重庆川崎又陆续增加了六轴机
器人BX系列和三轴机器人。

如今，重庆川崎以重庆为中心，产品卖到了全
国各地的汽车、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生产等企业。
2020年，公司机器人销量超过1000台。

5年获得发明专利近100项
重庆“鲁班”怎么做到的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王思霁

重庆鲁班机器人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首批5 个新型高端研发
机构之一，集产业核心技术、共性技
术研发及技术成果转化为一体的综
合性集成研究平台。5年来，其通过

“产学研用”合作的协同研发模式，
获得发明专利近100项，并在新一代
机器人的部分核心技术研发方面实
现了突破。

近段时间，重庆鲁班机器人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鲁班研究院”）研究人员李唯嘉和
同事天天加班，忙着优化已初步研发成功的六维
力传感器。

“年初，鲁班研究院与合作伙伴联合研发的打
磨抛光机器人，拿到了笔电、手机代工企业的3000
台订单。要如期交货，我们对新一代机器人核心
零部件之一的六维力传感器的研究必须抓紧。”3
月6日，重庆机器人首席专家、鲁班研究院院长何
国田说。

鲁班研究院诞生于2016年，由北碚区政府、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重庆市机器人
学会及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华数）等10个股东联合牵头组建。成立至今，该研
究院已先后成功研发出医用检测机器人、打磨抛
光机器人、隧道移动式作业机器人、教育机器人等
四大类、10多款机器人，取得发明专利近100项，
其中还包括新一代机器人的传感器、智能测评、工
艺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

一家新成立的研发机构要想在机器人领域实
现技术突破并不容易。鲁班研究院的应对之策
是：协同创新，即与机器人制造企业、应用企业、高
校及其他科研机构等联手，根据各自技术优势分
工合作，协同研发并开拓市场，以缩短研发时间，
加快推进技术成果产业化。

2017年，鲁班研究院与重庆华数及一家笔
电外壳加工企业合作，拿到市科技局重点研发
项目——基于3C行业的打磨抛光机器人研发及
产业化应用示范。其中，鲁班研究院主要负责研

发六维力传感器、自动换沙设备等关键技术，重庆
华数负责研发机器人本体和离线示教编程技术及
产业化，笔电外壳加工企业负责示范应用。不到
两年时间，便初步研发成功可用于笔记本电脑、手
机等产品金属部件表面处理的打磨抛光机器人。

而作为此款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能赋予机器
人“触觉”的六维力传感器，性能更是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

在打磨抛光机器人项目启动研发后，鲁班研
究院又与杭州一公司合作研发红外医用检测机器
人。前者负责研发控制系统、机器人本体，后者负
责研发红外摄像头及市场开拓。2019年，双方研
发出可用于早期肿瘤等疾病筛查、体温检测的红
外医用检测机器人第一代样机。2020年中央电视
台春节联欢晚会现场，他们生产的两台红外医用
检测机器人出现在安检通道处，对进入演播厅的
嘉宾、演职人员进行一一检测，体温测试精准度达
到100%。

目前，红外医用检测机器人已在全国600多
家二甲以上医院落地应用。

知名机器人企业
背后有个“大老板”

□本报记者 向菊梅 实习生 谢轲

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1992 年成立，是重庆机器人产
业领域专业风险投资机构之一，截
至目前已投资5家机器人企业，总投
资近 6000 万元，所投项目整体年营
收近2亿元。

“最近订单太多了，目前已满负荷运转。”日
前，在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华数”），公司副总经理王旭丽边检查打磨机器人、
冲压机器人等的生产情况，边接受记者采访，“去
年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30%，今年的生产计
划目前已经排满。”

重庆华数是重庆知名机器人企业之一，然而，
7年前，它还只是一个行业“新生儿”。

“2013年下半年，重庆出台政策推进机器人产
业发展，机器人产业的风口来了。”重庆科技风险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风投”）机器人投资领
域“操盘人”谯光明回忆说，上述政策一出台，科风
投立即奔赴全国各地寻找投资标的，通过投资引
进企业，助力重庆机器人产业做大做强。

恰好，在数控系统领域深耕多年的上市公司
华中数控，彼时正在谋划进军机器人领域。一个
有资本，一个有技术，科风投和华中数控一拍即
合，在渝成立重庆华数。这也是华中数控在全国
布局的首个机器人公司。

公司有了，接下来就是想方设法让公司壮
大。“科风投帮我们介绍了不少市场订单，引进了
一些专业人才。”王旭丽说，“机器人研发投入高，
且短期看不到效果，期间需要资本持续支持，科风
投作为‘大老板’，一直默默支持我们。”

截至目前，重庆华数已实现工业机器人4大核
心零部件全部自主研发，其自主可控的智能机器
人控制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已规模化批量应用
的国产机器人控制系统。其推出的打磨机器人、
焊接机器人等，广泛应用于全国笔电、灶具等3C
领域。2020年，华数机器人营收超亿元，今年增幅
计划保持在30%以上。

“机器人要形成集群，离不开研发、制造、销
售等产业链多个环节的支撑，其中，投资机构也
是一股重要力量。”谯光明介绍，除了重庆华数，
科风投还投资了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重
庆）等4家检测、研发、制造、集成方面的企业，总
投资近6000万元，所投项目目前整体年营收接
近2亿元。

2月22日，重庆鲁班机器人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红外医用检测机器人通过摄像头显示
出被摄者的红外热像图，并运用大数据分析得
出体检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