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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亦庄：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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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在安徽，“新三样”行业已经形成了相

对成熟的“链群”结构。在头部整机企业的
带动下，供应链企业蓬勃兴起。

2007 年成立的合肥恒信动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动力”），长期以
来主要经营用于燃油车汽车动力系统的零
配件。随着新能源汽车需求增长，恒信动
力也开发出电子油泵、电子双联泵、电子驻
车执行器、电子换挡执行器等一系列用于
新能源汽车的产品。“现在来自多家国内车
企客户的订单数量都在稳步上升。比如，
比亚迪对我们的需求量已经增长到了每月
10 万台，从 11 月开始将涨到每月 16 万台。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我们新建了一座厂房，
预计从今年10月开始大批量生产。”恒信动
力销售总监朱如庆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
信心。

在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带动下，原以智
能电网为主营业务的科大智能，将业务拓
展到新能源充电桩领域。在调研采访中，
科大智能（合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刚
自豪地告诉记者：“当前，公司充电桩的年
出货量已经达到百万余台，合作覆盖市面
上90%的汽车企业。”

现如今，安徽制造业产业结构已经实
现巨大调整。

2013 年至 2023 年，安徽全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实现年均增长 15%以上，占规
上工业比重从20.7%提高到42.9%。

在产业结构调优的道路上，安徽仍在
持续加码。

围绕重点产业链，安徽省“一链一策”
研究制定智能家居、医药工业、人形机器
人、镁基材料和智能传感器等重点产业链
发展行动，塑造发展新动能。

为壮大先进制造业，安徽省确立了
“4433”万千亿元产业的目标：到 2027 年，
培育形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制
造和新材料 4 个万亿元级产业，先进光伏
和新型储能、绿色食品、现代化工、有色金

属等4个超5000 亿元产业，新型建材、优质
钢材、智能家电（居）等 3 个超 3000 亿元产
业，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等 3 个
超千亿元产业。

为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开展先
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专项行动，梯次培育省
级—国家级—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发新枝：

传统制造企业“向新而生”

“世界水泥看中国，中国水泥看海螺”。
当调研团走进海螺集团，映入眼帘的就是这
样一句广告语。自改革开放初期创建发展
至今的海螺集团，伴随着我国大型基建和对
外开放的红利成长，已实现全球第二的市场
地位。

而近几年房地产行业增长放缓，给海螺
集团带来了不小的营收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海螺集团努力摆脱传统
增长路径，向新突破，走出了自己的第二条
道路。

“在国内水泥行业，海螺与其他企业最
大的不同点，在于我们将智能化改造过程中
孵化的成果，发展成了一家又一家独立的公
司。”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海螺
集团数字产业板块负责人许越娓娓道来。
2021年，海螺集团开始建设智能工厂，从矿
山违章监控到生产线的一键启停再到水泥
出厂的自动完成，海螺实现了全流程智能
化管理。而依托自身科技创新项目成果和
工业互联网平台，海螺孵化出海博智能科
技、海螺中南智能机器人、上海智质科技、
海慧供应链科技等智能制造与数字产业链
公司，将公司产品技术和生产经验应用到
化工、炭素、电解铝、钢铁、有色金属等诸多
领域。

一颗比指甲盖大一点的传感器放在水池
边。如果有漏水发生，当水流触碰到传感器
的瞬间，水龙头就被自动关闭了。

这是记者在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
（以下简称“荣事达”）展厅看到的场景。这
个小小的传感器接入了全屋智能控制系统，
一旦监测到水流，就会切断全屋水源，为的
是帮助家庭解决外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跑
水、漏水问题。1993年下线第一台产品的家
电企业荣事达，现已将业务线拓展到全屋智
能的各个领域。可升降的调料架、可无线充
电的备餐台、可调节角度的床垫、可语音控
制的隐形门……荣事达的业务领域正不断
拓宽，逐渐体现出“科技范儿”。

在安徽，许多传统制造业企业，立足主
营主业，发展新技术，拓展新场景，生长出

“向新而生”的枝芽。
原以粮食色选机为主营业务的合肥美亚

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光
电”），依托其核心光谱技术，将产品逐渐从用
于粮食、茶叶、坚果分选的设备，拓展到口腔、
骨科、神经外科等诸多领域的手术设备。

新型工业化之所以“新”，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底色必须“绿”。在市场讲求绿色环保
的背景下，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利股份”）研发出了水性、无溶
剂、生物基、回收再生等环保工艺技术。现
如今，凭借这些工艺，安利股份成功拿下了
耐克、苹果、阿迪达斯等全球头部企业订单，
也成功进入了丰田、比亚迪、小鹏、赛力斯等
知名车企的供应链。“我们的聚氨酯合成革
材料占到全球市场的 40%。”安利股份副总
经理刘松霞表示。

同样追求创新的还有安徽华恒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恒生物”），该
公司不断利用生物制造技术开发生产过程
环保的新产品。“在国际上，我们首次成功实
现微生物厌氧发酵规模化生产 L-丙氨基
酸，发酵过程无二氧化碳排放，比化学工艺
制造成本降低达50%以上，目前L-丙氨酸市
场占有率超过 60%。”华恒生物研究院系统
与合成生物学中心研发课题组负责人刘勇
军介绍道。“内部创新、产品出新”是安徽制
造业企业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而这

“众企创新”创业氛围的形成，也绝非偶然。
长期以来，安徽省持续为产业创新大手

笔投入。
截至2023年年底，安徽全省研发投入强

度居全国第七位，制造业企业创新活跃度居
全国第三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居全国
第五位。

2020 年，安徽省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
整合实施“三首”政策，支持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发
展。2023 年 12 月，安徽新“三首”产品支持
政策出台，对经评定为“国际先进水平、实
现自主供应能力”等级的“三首”产品或纳
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目录的省内研制和
省内示范应用单位，省财政按其单价（或货
值）的15%分别给予奖补，合计最高1000万
元。“三首”政策出台至今，安徽省已累计培
育“三首”产品 1697 项，直接创造经济效益
700亿元，去年新增36项“三首”产品填补国
内空白。

不仅如此，安徽为构建协同创新体系，
持续加强创新平台建设，现已拥有3个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并列全国首位。

育新苗：

培育中小企业创新沃土

在调研途中，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
故事：

合肥万豪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万豪能源”）是一家成立于2013年的中
小企业，以生物制造与能源装备为主营业
务。简单来说，万豪能源提供的产品，就是
帮助许多企业将其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甲烷气体等燃料变废为宝。2021年，万豪能
源遇到了融资难题。该公司研发投入大，需
要大量资金。但银行贷款的方式，一方面贷
款额度有限，另一方面还存在还款时限，这
对于研发周期、市场收益周期都很长的初创
企业来说压力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发挥引导撬动的作用，通过尽
调、评估等决策程序后，母基金直接向企业
投资 5000 万元，不仅帮企业解决了燃眉之
急，还打消了企业还款的后顾之忧。该基金
投资后，其他市场化基金跟投，共为企业筹
集到1亿多元的资金，基本上满足了企业融
资需求。

安徽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局负责人在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说：“安徽的企
业，基本都能在当地享受‘保姆式’的服务，
企业遇到的一般问题不出园区就能办，个
别解决不了的问题，企业可以直接登录省、
市政府网站留言，只要把困难问题写清楚，
留下联系方式，就会有专门的机构梳理汇
总，分办给相关单位，同时建立督办、反馈
闭环机制，如企业不满意，还将发回相关单
位重办。”

为培育更多、更优质的企业，为先进制
造业的发展储备充足的后备力量，安徽省

“服务+要素+纾困”多方位构建为企服务
体系。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安徽推出惠企“免
申即享”“即申即享”政策升级版，共发布实
施“免申即享”政策3852项、“即申即享”政策
412项，兑付财政资金22.87亿元。

为更好地保障企业，安徽省工信厅充分
发挥政府资金的“酵母作用”，构建总规模不
低于2000亿元的新兴产业引导资金体系；建
立容错和合理考核机制，损失容错率最高可
达80%。

为更好地为企业纾困，安徽省工信厅深
入实施助企解难行动，今年上半年，安徽全
省工信系统累计走访企业39118次，帮助企
业解决各类问题3617个。

宽松的政策、保姆式的服务，为安徽中
小企业的发展培育了一片丰沃的土壤，为优
质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有保障的营商环境。
截至2024年6月，安徽省累计培育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5854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599户，数量居全国第八位。

安徽新型工业化走“新”道

与巡逻的智能安保机器人“小安”擦身而
过、路过一片AI机器人灌溉过的草坪；喝一
杯咖啡机器人调制的手冲咖啡、品一口煎饼
机器人做出的煎饼；听一出人形机器人表演
的京剧、看一场人形机器人小七的演讲……
日前，《中国电子报》记者深入中关村（亦庄）
国际机器人产业园（以下简称“亦庄机器人产
业园”）采访调研，与人形机器人零距离接触，
在这片机器人“含量”过高的科技之地，感受
未来生活的精彩。

九大应用场景点亮产业园

“如何用好机器人？”成为北京市未来发
展机器人产业的重要议题。北京市政府发布
的《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2023—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指
出，面向医疗、制造、建筑、商贸物流、养老、应
急、农业等领域重点需求，实施百种应用场景
示范工程，开展一批“机器人+”应用示范。

在25万平方米的亦庄机器人产业园，记
者实地探访汇集了从科普教育到路演展示的

“机器人大世界”，吃喝玩乐集于一体的科技
体验空间“味来拾光”，多种机器人“济济一
堂”的中央阳光草坪，以及为机器人检验能力
的“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总部）北京
测评中心”和多家重点入驻企业，记者看到了
亦庄机器人产业园的解题思路。揭开机器人
的神秘面纱，记者窥见了其赋能千行百业的

“新质”密码。
机器人具体能应用在哪些领域和场景？

在“机器人大世界”，记者找到了九个答案
——机器人+制造业、机器人+安全应急和
极限环境应用、机器人+商贸物流、机器
人+医疗健康、机器人+养老服务、机器人+
建筑、机器人+教育、机器人+商业社区服
务以及机器人+人工智能。记者在场景模拟
区域看到：在商贸物流场景中，物流机器人
轻松将货物驼起传递、按照编码精准地分拣
货物；在医疗健康场景中，手术机器人配备
了高清晰度的立体视觉系统、显微手术仪、
智能手术钳和光纤插头，成为医生手术中的
最佳助手；在制造场景中，搬运机器人熟练
地搬运着零件往返于生产产线和物料存储
区，弧焊机器人在电焊、车体弧焊等生产环
节有条不紊地工作……

走进“味来拾光”，一股浓郁的咖啡香扑
面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双臂机器人正在
制作手冲咖啡——一只机械臂控制机器研磨
咖啡豆，另一只机械臂同时放上滤纸；抓紧滤

杯，将手冲壶的水沿着杯壁缓缓倒入……四
分钟左右，一杯手冲咖啡就制作完成了。相
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这个机器
人制作出的手冲咖啡可以达到咖啡大师的
水平，第二代机器人可以手冲300杯咖啡免
维护，目前该公司已经收到欧美和中东等国
的多个订单。

看着舞动机械臂为前来“尝鲜”的人们
制作饮料和食品的榨汁机器人、煎饼机器
人，一同参观的观众不禁憧憬：“如果这些机
器人在生活中普及，小吃店就可以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营业……”

一块草坪展现产业培育路径

在亦庄机器人产业园，有一块不起眼
的中央阳光草坪，这里却隐藏了许多实用

巧思，凝练了园区优化发展生态的思考与
规划。

“这块中央草坪既是应用机器人的场景
也是服务机器人企业的场景。”园区负责人
告诉 《中国电子报》记者，这块草坪是为
入园的机器人企业提供实用的测试场景，
为此还特意建设了机器人环形专用道、草
坪、台阶、斜坡等地形。北京具身智能人
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工”就在这里完
成了宣传大片的拍摄和实测。不仅如此，
中央草坪还配置了博物馆级别的定向发声
技术，使广场广播声在固定区域集中传
播，实现声场均衡排布的同时，也不影响
周围办公楼群正常办公。园区企业可以在
这里开新闻发布会和多媒体产品发布会，
进行户外现场演出、体育运动。

这块中央阳光草坪还隐藏着一个最不

像机器人的机器人——智慧园林AI机器人
灌溉系统。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该系统
采用了移动物联网技术，能够通过光伏供
电实现自给自足；系统采用传感器决策，
它可以根据实时的天气数据、土壤湿度以
及其他环境因素，智能判断何时何地需要
浇水，并且精准控制灌溉量，确保每一滴
水都被高效利用。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
实现了无人化操作，完全按照需求进行智
能浇灌，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
人力成本。

园区负责人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园
区聚焦机器人核心技术和产品，打造“关键
技术+核心产品+应用场景”的亦庄模式，主
要引进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重点应用、前
沿创新等优质项目，实现技术突破、产值提
升、生态优化。

人形机器人成为发力方向

作为国内机器人产业的优等生，北京市
在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公布了一组亮眼数
据：2023年北京机器人产业总收入超200亿
元，企业数量超400家，其中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50家，居全国首位。在此基础上，北
京规划建立“一南一北”两个机器人产业园发
展，分别是25万平方米的亦庄机器人产业园
和30万平方米的昌平机器人产业园。

如何在实力雄厚的北京市机器人产业中
做出特色？作为“一南一北”两极之一的亦庄
机器人产业园瞄准了最为火热的人形机器人。

产业园负责人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园区已经吸引北京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原名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优必选科技、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总部）北京测评
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评测中心”）等人形机器
人产业生态链上下游企业入驻。

其中，优必选是全球极少数完成从小扭
矩到大扭矩的伺服驱动器批量生产的公司，
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 Walker 是中国首个
商业化双足真人尺寸人形机器人。北京具身
智能创新中心是全国首个省级人形机器人创
新中心，其推出的人形机器人“天工”是全国
首个通用机器人母平台，实现了全球首例全
尺寸纯电驱人形机器人的拟人奔跑。

北京评测中心是面向京津冀地区机器人
企业提供标准制定、技术咨询及检测认证服
务的机构。走进北京测评中心，一间间干净
明亮的实验室映入眼帘，该中心负责人柴熠
介绍，测评中心配备了国际一流的测试设施，
可为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
品类提供零部件、模组、整机等全产业链的研
发、生产、现场等环节的检测认证服务。柴熠
介绍说，北京测评中心的交互试验室可以开
展机器人上肢和下肢交互能力测试。

在亦庄产业园，产业上下游企业成为园
区近邻，机器人企业产品商业化进一步提
速。园区入驻的机器人企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机器人商业化进程加快，机器人智能
化等技术的检测与认证将成为刚需，园区的
评测中心为企业在测试和认证方面节约了时
间，进而缩短了机器人的上市周期。

“在亦庄，机器人企业不出区就能找到研
发、制造、训练、测试乃至应用环节的创新伙
伴。”北京经开区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未
来亦庄将加速构建融通联动的机器人产业配
套生态体系，完善数据、平台、服务、资金等资
源要素配置，构建“资源统筹－要素集聚－创
新协同”的产业生态。

本报记者 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