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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人们需要什

么样的服务机

器人？ 一只机

器小狗早晨用小爪

子轻轻把女主人挠

醒，衔来拖鞋放在床

边，把毛巾放到洗脸

池旁，然后开始打扫

卫生。 ”这是中国工

程院院士、空间机器

人与智能控制专家

徐扬生描绘的生动

画面。他认为这样的

场景并不遥远。

相关配套措施未出，民营企业称“前景不明朗”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家里， 有一台

扫地机器人， 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小

的便利。

在他看来， 个性化的需求会成为

趋势，而机器人恰好能满足这一点。

“事实上，民用机器人的未来空间

会更大。”中国机器人网 CEO赵勇告诉

记者。 在民用机器人需求真正爆发之

前， 工业机器人已经让人领略了“恐

怖”的增速。 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工业

机器人销售量达到 5.7 万台，同比增长

55%，约占全球销量四分之一，连续两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器人市场。

工信部 +科技部 +发改委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也让工信部和

科技部开始不停地思考着机器人产业

的未来。

杨海成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总

工程师， 但他另外的两个身份更能引

人侧目， 他还是智能制造重大工程联

合论证专家组组长、科技部“十三五”

先进制造规划专家组组长。

因为正在制定中的“十三五”先进

制造规划，在过去的一年中，杨海成和

他的专家组做了不少调研。

“‘十三五’ 先进制造规划的 9 个

重点任务中，就包含智能机器人。 该规

划的总体思路是探索高端、跨域发展；

强化基础、增强能力；两化融合、转变

方式；绿色制造、持续发展。 ”杨海成透

露。

同样还在制定中的“智能制造重

大工程”， 其任务的总体框架为“231”

创新框架，即 2 大平台、3 大装备、1 大

基础。其中，3 大装备为智能机器人、智

能制造装备、3D 打印。

在工信部层面， 工信部装备工业

部司长张相木不久前表示， 要组织力

量编制“机器人‘十三五’发展规划和

技术路线图”。 同时还想利用一些渠

道，把机器人的发展，特别是在研发或

者提升产业能力方面能够尽可能争取

列入国家支持计划。 现在在做“智能制

造发展规划”，智能制造面临很大的压

力，面临很多的挑战，因为别人已经完

成了工业 3.0，现在在搞工业 4.0，中国

有很多的企业还处在工业 2.0 的水平。

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则直接挑明

了政策的时间点———“制定我国机器

人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规划计划

于今年 10 月底完成。 ”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此前也

表示， 下一步要鼓励更多企业研发生

产机器人。

苏州大学机电学院院长孙立宁表

示，今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工业

机器人产业项目》，集成、本体、关键部

件等，有 30%补贴。

国家“863”计划先进制造技术领

域专家、 天津大学黄田较为乐观：“在

机器人领域，国家部委在‘十三五’期

间，应该会有更大的投入。 ”

地方政府先行 +技术破局

在产业政策上， 地方政府迈开的

步伐比部委更快。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李

宝纯告诉记者， 天津市刚刚发布实施

了“天津市智能制造重大科技专项”。

“计划 3 年累计投入 1 亿元经费

面向全国从事机器人科研生产的企

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征集智能制造重

大科技项目，确定了‘3+2’的主要任

务，分别是机器人、智能制造装备、基

础和关键零部件以及‘机器换人’和

‘制造业信息化’两个示范工程。 通过

专项实施， 计划打造 5—10 家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建设 100 家‘机器换人’

示范企业。 ”李宝纯告诉记者。

在此政策作用下，截至目前，天津

市机器人产业园已引进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天津大学、中科院自动化研究

所等多家院校及科研院所近 20 个

“863”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同时

引进了韩国都林机器人、 爱智微、瑞

思、 天瑞博等多家机器人研发生产企

业， 基本形成了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

态势。

在东莞，该市通过了《东莞市工业

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15—

2020 年)》， 该规划提出到 2020 年，东

莞将力争全市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

业产值达到 700 亿元， 东莞将研究设

立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发展引导

资金， 建立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推广

补助机制。

能让地方政府有信心的一个原因

是机器人开始有点“争气”了。 在一直

为人诟病的核心零部件方面， 有了技

术突破。

工业机器人的关键部件主要由减

速器、伺服电机及控制系统三大核心

部件组成，三大部件制造成本的占比

分别为 39%、28%、22%， 其中关键部

件减速器的制造成本占机器人总成

本的近 40%。 目前国际机器人所配套

的减速器中，RV 减速器的占比在

70%以上。

（下转第七版）

三部委发力机器人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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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原油使用权放开 民营地炼“不感冒”？

本报记者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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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告称，山东东

明石化集团成为首家获得进口原油

使用权的地方炼厂，初步确认每年可

使用进口原油 750 万吨。 专家表示，

今年我国油气改革重心将放在上游

领域，地炼企业以及参与海外油气收

购的民营企业有望迎来新机遇。 然而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对于进口

原油使用权，民营地炼积极性低于预

期，认为后续配套措施的跟进更为关

键。

民营地炼态度谨慎

东明石化是地方民营炼油企业中

第一个获得进口原油使用权的。

记者了解到， 今年 2 月 16 日，发

改委下发了进口原油使用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符合条件的原油加工企业

淘汰了一定的规模产能之后， 建设一

定规模的储油设施， 在这个前提下可

以使用进口原油。

随后，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组织开展申请用油企业核查评估工

作。 经核查，山东东明石化集团申请使

用进口原油的炼油装置各项指标均符

合有关规定， 初步确认该公司可每年

使用进口原油 750万吨。

有知情人士表示， 目前关于进口

原油使用权审核正在进行中， 预计将

有更多厂家获得原油使用资格， 中国

油气改革整体步伐正在加快。

不过，《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多

家民营地炼却发现， 其对进口原油使

用权的放开态度谨慎。

“作为民营地炼企业，我们更多关

注进口原油从哪儿来？如何操作？商务

部应该还有相关配套措施予以补充，

比如，说是满额给各个民营企业，那么

由谁来管理，税务又该如何变更，这里

面涉及的问题太多， 我只能说前景并

不明朗，不能多做评论。 ” 一家民企相

关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如是坦

承。

而另一家不愿具名的民企人士对

此也表示认同：“政策总体框架出来，

没有配套的跟进，都是虚的。 ”该人士

表示。

期盼放开原油进口权

记者了解到，相对于进口原油使用

权，企业更关注的是原油进口权放开。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栾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原

油进口权更为关键，进口权的放开，将

进一步提升原油市场化程度， 让民营

炼厂有机会在平等的市场情况下竞

争、发展。 同时丰富了渠道，在国际市

场上有机会拿到第一手货源， 从产品

原料的角度， 将更加丰富和平衡整个

炼厂的生产方案， 能让企业的装置有

选择性地更强地去提升效益。

“作为民营炼厂，有很多需要改进

的地方， 包括资质能力达标和落后产

能淘汰等。 ”栾波表示。

此前，中石油、中石化“两桶油”进

口的原油总量占全国接近 90%，23 家

非国营贸易企业目前拥有 2910 万吨/

年的原油进口配额。

对此，业内预测，国家放开原油进

口权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

国内原油需求缺口巨大， 民营企业投

资增加， 到海外争取份额油是解决原

油需求巨大缺口的最佳方式之一，未

来到海外收购油气资源项目的民营企

业数量将继续增加。

“实际上， 原油进口权早就放开

了，但不是给的民营炼油厂，而是给了

经营单位，比如贸易公司等。 ”上述民

企负责人表示：“我们当然希望对我们

放开原油进口权。 ”该人士补充，对于

炼油企业而言， 要进口权的目的就是

为了能够使用、能够进行加工。 在获得

了原油进口配额之后， 地炼装置开工

率将有望提升， 相关企业的经营水平

和盈利能力也将得到改善。

不过，原油进口权放开对于一些民

营地炼厂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和挑战。

一家民营企业人士表示， 如果把

进口权放开， 把进口原油高昂的运输

成本考虑在内， 其炼油效益将远不如

内贸原油。 加上地方炼油厂与主营炼

厂不同，其计划性较弱、趋利性较强，

而进口原油从采购到加工的周期较

长，一旦原油价格起伏剧烈，炼厂可能

面临长时间的巨额亏损， 因此民企实

际运营如何也是值得商榷的。

2015年 5月 28日，一台机器人在餐厅为顾客提供服务。 CNS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