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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才留才
多项政策促进产教融合

在顺德，随着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相关产业
的技能人才供不应求。顺德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央视记者调研发现，智能机器人在进入生产线
大展身手之前，需要专业技能工人2~3个月的精心
安装和调试，必须掌握编程操作等复合知识。毕要
科技有限公司事业部部长程瑞瑞介绍，过去通过社
会招聘合适的人才比较困难，尤其是随着工业机器
人的集聚发展，对于操作维修类的人才需求呈现井
喷式的增长。

为了破解机器人产业技术人才紧缺的难题，
2021年，北滘职业技术学校机器人班应运而生，学
生们完成两年半的学习以后，就可以进入企业实
习，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北滘职业技术学校培训
处主任吴海斌介绍，学生毕业后基本实现了100%就
业，很多用人单位前来招聘，一个学生往往会收到
几家企业的邀请。

央视报道称，2021年以来，佛山出台多项政策
促进产教融合，累计近2000人获得了工业机器人系
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为企业输送了具备机械工程、计算机等学科
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技术创新科科长韦广生
表示，佛山把培育发展机器人产业作为高质量推进
制造业当家的重要切入点，未来将依托本地制造业
的雄厚基础，加快建设一大批重点实验室、创新中
心研究院，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积极发展特种机
器人，布局发展服务机器人，优化发展系统集成机
器人服务商，吸引机器人龙头企业集聚，推动机器
人产业成体系、上规模、强应用，实现集群化发展。

央视《朝闻天下》深入剖析顺德机器人产业发展模式

看制造大区如何孕育百亿产业集群

11月7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以
将近10分钟的篇幅推出顺德机器人产业一
线调研报道。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3年度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中，顺德区机
器人制造产业集群是全国唯一一个上榜的
机器人产业集群。

传统制造业大区是如何孕育出了百亿
机器人产业集群的？央视记者在调研中找
到了答案，从传统制造业升级、产业链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搭建产学研平
台加速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专业建在产业
上破解行业共性难题等维度，深入剖析顺
德机器人产业发展模式。

央视的镜头中，中山安铂尔电
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人挥
臂运作，仅仅30秒，一个电水壶
的外壳便加工完成，送至下一道工
序。这些机器人产自距离该公司仅
半个小时车程的佛山隆深机器人有
限公司。

过去，每逢促销旺季，暴涨的
订单让企业负责人李小涛既兴奋又
焦虑。不久前进场的一批机器人，
搬动了货物，也搬走了他心里的大
石。“生产场地还是原来一样大的

面积，机器人可以两班倒24小时
作业，我们在原来的产能基础上提
升了3倍的产能，可以最大限度满
足产能需求。”李小涛在接受央视记
者采访时说。自从运用机器人作业
之后，安铂尔电热水壶年产量从原
来的660万个，跃升至1650万个。

隆深机器人是顺德一家专门研
发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在央视镜头
中，该公司超1500平方米的测试
车间内，没有一个工人，近50台
机器人正在自主完成测试。公司相

关负责人代剑锋向记者介绍，公司
客户主要聚焦家电领域，目前在整
个白色家电机器人领域占据了60%
以上的市场份额，已开发了19款
机器人，今年销售量同比增长20%
左右。

作为制造业大市，佛山目前正
大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
级。截至目前，全市已有五成以上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行了数字化
转型，由此给机器人应用带来了广
阔的前景。佛山市机器人协会秘书

长高辉介绍，佛山有8000多家规
上企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庞大
的制造业市场。随着整个企业转型
升级，企业有了原生动力有意识地
上马一些机器人设备。

央视报道称，借助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带来的应用市场优势，顺
德机器人产业正实现跨越式发展。
数据显示，2018年佛山的工业机
器人产量不足2000台，而在2022
年佛山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了约
3.2万台，同比增长了40%。

报道称，顺德已形成了包括上
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机器人本体，
下游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构成的机器
人产业链。

在位于北滘镇的海创大族机器
人智造城，央视记者看到了产业集
聚后的奇妙化学反应。深圳市大族
机器人有限公司战略投资事业部相
关负责人李智鹏现场展示了一款七
轴机器人，它无限接近于人的手，
非常灵活。方便操作、小巧灵活是
协作机器人的特点，它可以帮助工
业机器人和工人在生产线上协同作

战，从而将效率发挥到最大。
由于突破了关键核心技术，这

家专门研发和生产协作机器人的企
业，已将产品远销到了全世界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看中了北滘机器
人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族机器人在
北滘布局了新的生产基地，也因此
找到了新的商机。从今年 3月开
始，已陆续有顺德本地的集成商找
到了大族机器人，尝试进行合作。

“现在我们订单排得非常满，预计
今年大概有超过60%的增长。”李
智鹏说。

大族机器人所在的海创大族机
器人智造城，是北滘机器人谷制造
产业园的园中园之一，这里已汇聚
了近50家机器人企业，通过园区
汇聚更多的机器人零部件企业，以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理
念，汇聚起机器人产业链。

去年，深圳朗宇芯科技有限公
司搬进园区后，生产负责人黄飞惊
喜地发现，楼下就是产品核心零部
件的供应商，其生产的人机交互显
示板是朗宇芯控制系统的其中一个
零部件，占了整个系统成本的

50%。
“现在只要搭乘电梯，几分钟

的时间就能够采购，无论是物流成
本还是沟通成本都得到改善，使得
我们产品的整体成本大概下降
20%。”黄飞说。

海创大族机器人智造城总经理
李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海创大族
是典型的产业生态型园区，既有链
主也有上下游，目前园区已基本汇
聚了机器人上下游要素，“在园区
走一圈，基本上一个机器人就能生
产出来。”

鼓励创新
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央视报道称，截至2022年，纳入顺德机器人产
业集群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有16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6家，集群企业总产值100亿元，同比增
长36.6%。产业聚集不仅为企业打造出了稳定的供应
链，也为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提供了平台。

作为校企合作现场技术组长，北京科技大学的
博士樊思远每隔3个月就会到隆深机器人进行回访。
他们开创了再集装箱体环境下，实现无人化、低成
本、快速化的24小时堆垛，同是可以实现集装箱箱
体高达95%~97%的空间利用率。

2018年，北京科技大学与佛山市政府以及顺德
区政府合作，共建了研究生培养和创新创业基地，
围绕智能制造、数字技术等多学科领域加强与本地
企业的合作，樊思远团队的科技成果也得以在这里
落地转化。

央视报道称，企业出题，高校答题是科研成果
转化的常用模式，但过去由于机器人中小企业分布
分散，导致科研院校研究成果和企业的需求对接效
率低下。李凯表示，产业园的建设需要借助外脑，
如果企业分布散乱，难以进行技改对接，将它们集
聚在一个平台，就可以抱团合作，和科研机构进行
对接。

随着机器人中小企业在产业园集聚发展，产业
园牵头与高校共建了创新平台，推动了企业的需求
得以和科研院校研发成果实现双向奔赴，抱团创新
协同发展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

北京科技大学顺德创新学院院长何新波表示，
学院原先科技成果转化主要以点对点对接为主，顺
德机器人产业集聚一起之后，产生很多共性技术，
更容易快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佛山市机器人产业科技研发活跃，企业的研发
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超过5%。今年1月新出台
的扶持政策，对重大突破项目创新平台给予补助，
对经过认定的重点项目给予最高补助500万元，进
一步鼓励创新研发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产业集聚“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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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 带动机器人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