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迪顾问近日发布的《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新趋势》指

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进入洗牌期。

《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

业形势不容乐观。2018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走出了持

续多年的“高增长”并迅速转为负增长。自 2018年 9月开

始，月产量同比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且延续至今年6月，负

增长已持续了近 10 个月。同时 2019 年上半年中国数控

机床行业也出现持续低迷。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机器人增长下

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全球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汽车、电子等主要应用行业发展低迷

等。从深层次原因来看，机器人产业已经进入深度调整

阶段，拓展新的应用领域、提质增效成为产业健康发展的

迫切需求。

据悉，目前整个国际机器人市场都较为低迷，在这种

情况下，业内认为，洗牌也并非是一件坏事。

关键要靠技术取胜

2007 年至 2017 年，全球机器人市场经历快速增长

期，并在 2017年达到顶峰。不过，2018年，全球机器人产

量增速乏力，增长率仅为 1%。中国机器人产量增速在

2018年经历九年来首度下滑。

“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汽车制

造和 3C领域，新的应用场景尚未打开。”赛迪顾问智能装

备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刘壮表示，由于汽车市场需求低迷，

因此工业机器人出现增速下滑也是正常现象。未来随着

5G 手机的商用逐步放量之后，工业机器人在新的 5G 手

机产线的布局也会促使其出现反弹。目前，一些工业机

器人企业已经在逐步地将市场从汽车制造和 3C领域转

向别的一些更加细分的制造业领域。

“增速回调是正常现象。整个机器人行业包括国际

市场都呈现出这一趋势，我认为增速回调、洗牌对于行业

发展并非是一件坏事。”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谦表示，洗牌其实是一个市场净化的过

程，这对一些综合实力强的企业是一个有利的推动

“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处于调整和升级的时期，也就是

由过去的追求数量，开始强调发展质量；中国机器人企业

正处于洗牌和再生的时期，也就是由过去由野蛮生长开

始进入理性发展阶段。”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曲道奎表示。

那么，在接下来的市场竞争中，什么样的企业会处于

优势地位？李谦认为，企业首先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要有自己的专利或独特技术，自身要有很强的技术实力

和背景，单独靠降低价格很难取胜。

“国内工业机器人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发展速

度非常快，而且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这对国

内工业机器人发展其实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李谦表示。

数据显示，2016 年至 2018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年产

量从 7 万多台/套增加到 14 万多台/套，年均增长超过

40%。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

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是推动全球机器人产

业稳步发展的重要力量。

李谦认为，国内机器人厂商服务优于国际品牌，加之

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因此一定会有企业脱颖而出，迈向国

际第一方阵。

人机协作或成主流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机器人在 2018年下半年和 2019

年上半年出现下滑，唯独协作机器人没有下滑，反而出现

逆势增长。李谦认为，轻巧的、安全的、可以跟人一起工

作的协作机器人市场前景会比较大。

GGII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协作机器人销量达 2.15
万台，市场规模 38.5亿元；从 2014年到 2018年，全球协作

机器人销量年均复合增速为58%，预计到2021年，全球协

作机器人销量将达6.0万台，市场规模将突破96亿元。

《报告》也指出，协作机器人将成为工业机器人的主

流发展方向。目前，传统工业机器人难以代替全部人力

劳动，未来人机协作将是重要趋势。在 2019年的上海工

博会上，丹麦UR公司、日本发那科、川崎、德国库卡等国

际领先机器人企业在现场首发最新协作机器人产品；国

产企业如新松、埃夫特、节卡、珞石、遨博等也都发布了自

己的协作机器人。2019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海工博会

及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协作机器人都受到国内外厂商

大力追捧,未来前景可期。

“人机协作是机器人未来一个比较有前景的方向。”

刘壮表示，制造业最终不可能完完全全做到无人化。因

为智能制造的核心是人，是通过智能化的手段来提高制

造业整体的发展质量，并非是完全取代人。

刘壮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包括像一

些成熟的智能算法的嵌入、机器学习的不断进步，慢慢地

会赋予机器人更加智能的能力，会进一步推动人机协作

机器人的发展。

“工业机器人一定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自己底层

的技术，做自己独特的技术，因为砸钱是砸不出大国工匠

的。”李谦告诫行业同仁说，工业机器人企业一定要有技

术沉淀，在这方面，国内企业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

是静下来心来，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一定会在国际市场

中脱颖而出。

随着利好政策的出台，区块链逐渐成为众人瞩目

的焦点，引发大量关注和讨论。

在近日举行的主题为“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的

“《财经》年会 2020:战略与预测”上，中国科学院院长白

春礼表示，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新方向，区块链技术将

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大动力。

区块链或成信息技术发展新方向

由于区块链技术是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

加密算法等多种机制的集成应用，具有不可篡改、不可

伪造、可追溯、无需第三方背书等特点，可以实现信息

的公开透明。在白春礼看来，围绕区块链技术，共识算

法、加密算法等底层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与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提高其

技术性能和可用性、安全性，加快其进入大规模商业化

应用阶段，成为数字经济进一步深化发展的重要增长

点。

“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显著降低整个社会运

行成本，提升运行效率。”白春礼说，比如在供应链管理

方面，区块链技术保证了交易的可追溯，数据的不可篡

改，可有效避免交易纠纷，提升整体运行效率。

在 10 月 30 日，深圳市区块链电子发票开票量曾突

破 1000 万张，这也是继 2018 年 8 月全国首张区块链电

子发票在深圳诞生以来的又一个里程碑。对此，白春

礼深表赞赏。他认为，应用区块链技术构建的训练网

络，可以真正实现交易即开票，大幅度降低税收的征管

成本，有效解决数据篡改、一票多报、偷税漏税等问题。

火币中国 CEO 袁煜明用“三个和尚打水喝”的例子

形象阐释了区块链。

“目前多数技术核心是用来解决一个和尚如何打

水喝的问题，而区块链技术则是用来解决三个和尚如

何打水喝的问题。”袁煜明进一步阐释道，区块链是一

种通过分布式账本和密码学来协同各方的技术，和尚

打水并没有变快变智能，但通过系统工程让整体的机

制变合理，效率变高。袁煜明表示，基于这些技术特

性，区块链将大大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

区块链落地需与实体融合

关于区块链落地应用，一直是业界所期待的。

事实上，中央部门早已经在探讨此方面的应用。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

上透露，在纸币数字化时，央行内部就引入过一些研讨

会，专门介绍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但是鉴于上

述技术的应用，更适用于交易量不太大的交易环节，所

以中国人民银行选择了两个系统做试点：一个是票据

交易，一个是贸易融资。

“研究在哪些方面有应用的可能性，需要立足于现

实，同时还要对技术发展有前瞻性。”周小川说。

未来，区块链技术将在哪些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从

而更好地赋能实体经济？

在详解区块链提高效率时，袁煜明举例道，在“区

块链+金融”的应用中，将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银行风控难、部门监

管难等问题；在“区块链+政务”应用中，推动区块链技

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

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将使政府部

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

共服务。

在袁煜明看来，通过政府主导下的生态体系将能

更快建立，因此区块链应用将最先在政务和民生领域

得到落地。“这样的方式会让效率比较有保证，比企业

的商业行为更有推动力。”

对此，纽约梅隆银行前副总裁兼 BBshares 首席投资

官李天认为，数字金融将成为区块链的成功落地领域，

该领域的主要应用方向包括支付赛道和 2B 的数字资产

管理等，并且合规和监管将成为该行业繁荣的关键。

趣链科技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张贝龙也有类似

看法。他表示，凭借着多中心、点对点、数据不可篡

改、可追溯等核心优势，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

用场景越来越多。“利用区块链技术，不仅可以溯源

网贷交易、完成跨境支付与清算，大幅提升金融服务

的效率，而且还能化解金融交易纠纷，有望解决金融

交易中的信任和安全问题，推动数字经济更好地发

展。”

张贝龙介绍道，基于国产自主可控联盟链底层技

术平台，趣链科技在金融领域展开了广泛布局。过去

几年，趣链科技率先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各大金融机构达成了重

要合作。

币核集团创始人兼 CEO 兼 GIAC 联席主席巨建华

则认为，区块链的本质是一个免信任的机制，因此类似

于 Libra 的区块链项目并不只是一个支付工具，而是基

于全球共识的人类世界的操作系统。“从这个意义上

看，区块链的长期发展情况难以准确预料，但真正的跨

越式发展一定是由于改变整个互联网世界和人类生存

状态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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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单位个人不得无计划和超计划

生产稀土和钨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近日联合发布

的关于下达 2019年度稀土开采、冶炼分离总量控制指标及

钨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指出，稀土、钨是国家严格实

行生产总量控制管理的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计划

和超计划生产。

通知称，2019年度全国稀土开采、冶炼分离总量控制指

标分别为132000吨、127000吨。全国钨精矿(三氧化钨含量

65%)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 105000 吨，其中主采指标 78150
吨，综合利用指标 26850 吨。上述指标均含已下达的第一

批指标。

此外，通知要求，各稀土集团要及时商下属企业所在的

省(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后，将冶炼分离指标分解下达

到企业，指标分解情况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及所在省(区)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有关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及

时将稀土矿、钨矿开采指标下达到市、县，指标分解情况报

自然资源部备案。有关省级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及稀土集团在指标分解过程中做好衔接，在通知下发

后15个工作日内将指标分解下达并上报备案。

通知提到，稀土开采、冶炼分离总量控制指标应集中配

置给技术装备先进、环保水平高的重点骨干企业，进一步提

高指标集中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不得分配指标：一

是矿山企业没有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停止建设的

回收利用稀土资源项目或有关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停产整改

的；二是稀土冶炼分离企业使用已列入禁止或淘汰目录的

落后生产工艺和冶炼分离产能低于2000吨(REO)/年的，或

有关部门明确要求停产整改的；三是达不到《稀土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和放射性防护等环保要求的；四是长期停产，

不具备生产条件的。 郭梦媛

安徽工业数字化全国领先

点、线、面布局智能制造

本报讯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

《2019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全国各省市“工业数

字化”平均指数为 34.1，安徽省以 44.48位列全国第一。安

徽省工业企业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营销服务和决策管理

等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快速提升。

工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主阵地。近年来，安徽省委、

省政府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安徽省经信等部门联合各

地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多措并举促进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技术改造，

“点、线、面”布局智能制造，“点”上深入开展机器换人“十百

千”工程，“线”上开展生产线和车间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面”上打造智能工厂，促进传统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

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建设，培育打造工业企业核

心竞争力；持续实施“皖企登云”行动，推动企业信息化建设

模式创新，推动工业大数据产业发展及应用，支持数字经济

创新共享服务联合体建设，推动数据处理加工交易、智能终

端产品制造等产业创新发展。

前三季度，安徽省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12%，推广应用工

业机器人 3900 台。截至 10 月底，安徽省已累计实现 4500
余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今年，安徽省已新增 160 家

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评定，通过贯标评

定企业总数稳居全国第4位。 吴量亮

山西省酝酿新材料产业空间布局

本报讯 近日从山西省工信厅了解到，山西省将以产业

资源禀赋、现有产业布局为基础，以产业集聚发展为方向，依

托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发挥骨干企业辐射引领作用，着力

构建新材料产业“一核五带七板块”空间布局。

“一核”，即发挥山西科技创新城、大学城辐射带动作用，

以及山西大学、中北大学、太原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

西煤化所、中电科三十三所等科研院所人才、技术优势，将太

原都市圈打造成山西省新材料产业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核心

区和千亿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五带”，即布局五个新材料产业经济带，发挥太原、吕

梁、晋城、运城的资源和区位优势，打造先进金属材料产业

带；依托临汾、长治、晋城发展基础和优势，打造新型化工材

料产业带；发挥大同、朔州、忻州、阳泉、晋城的资源和区位优

势，打造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产业带；依托山西综改示范区、

晋中的发展基础和优势，打造前沿新型材料产业带；发挥山

西综改示范区、大同、吕梁的可再生资源优势，打造生物基新

材料产业带。

“七板块”，即构建七个区域性的新材料发展中心区，打

造特殊钢产业集群、无机非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半导体材料

产业集群、铝镁深加工产业集群、钕铁硼永磁材料产业集群、

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生物基新材料产业集群等。 王龙飞

智能制造进入洗牌期
人机协作或成工业机器人主流发展方向

▶ 本报记者 崔彩凤报道

赋能实体 区块链应用加速落地

本报记者 崔彩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