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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丹

近年来，济宁的机器人、智能制造
产业不断崭露头角：相关企业40余家，
2022年营收超30亿元，占全省比重超
20%，近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30%以上，形
成了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
器人三大类型，建有国家级机器人检验
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山东省智能机器人
服务平台，基本形成了整机生产、核心
零部件制造、控制系统开发、本体制造、
系统集成和多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的全
产业链发展格局。

近日，2023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高质
量发展大会暨数实融合全国行(济宁站)
活动举办，为济宁本地及国内机器人企
业搭建高端交流平台，畅通创新合作渠
道，助推机器人产业加速崛起。

制造强市战略推进
本土品牌多点开花

走进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
司车间，生产线上的工业机器人
挥舞着手臂，抓取、焊接，一会儿
一套80级以上的高档索具便生
产完毕；在中国重汽济南专用车
有限公司的冷链车厢生产线，重
载搬运机器人将车厢送至各个
工位，相比传统的行车吊装方
法，在机器人流水线作业模式加
持下，生产效率提升了10倍以
上；在张小泉刀具的水磨、开刃
等核心生产线，手臂机器人正

“磨刀霍霍”，不仅生产效率相比
提升50%，打磨精度、力度更具
一致性，刃口形状也更统一。

近几年，随着各大企业的
数字化升级，机器人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生产线上。山东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靖士
宽表示，“十四五”时期，山东省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在推
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发
展工业机器人、先进数控机床
等智能装备，改造提升传统动
能，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
方面形成一批高价值的成果和
经验。“其中济宁市数字技术与
实体经济融合成效明显，近年
来，济宁大力实施制造强市战
略，推动制造业链条式增长、集
聚化壮大，呈现高端化聚合、智
能化提升、数字化转型、绿色化
发展的新态势。”

在上述生产场景中，机器人
虽形态各异、功能不同，它们的

“故乡”却都在济宁。在制造强市
战略下，济宁机器人产业发展迅
猛。2022年，济宁市40余家机器
人相关企业营收超30亿元，占全
省比重超20%，近5年年均复合
增长率30%以上，形成了工业机
器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
三大类型，建有国家级机器人检
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山东省智
能机器人服务平台，基本形成了
整机生产、核心零部件制造、控
制系统开发、本体制造、系统集
成和多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的全

产业链发展格局。
“济宁机器人产业近年来涌

现出以珞石(山东)机器人集团
有限公司、山东天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水泊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龙翼航空科技有
限公司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
业，既有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
也有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在
服务机器人领域还有信多达、海
富电子等企业。”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
所所长王昊认为，济宁机器人产
业发展态势是比较好的。

王昊提及的珞石机器人公
司，2016年在济宁邹城建立生产
基地，目前公司已是山东省规模
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公司，年产能
可达2000台工业机器人；在柔性
协作机器人领域，其产品占有率
达到40%，居全国第一位，是国内
首家通过国家级权威测评机构
中国软件测评中心MTBF测评的
企业；来自天河科技的智能掘锚
机，其核心部件“机载锚杆钻机”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3%；水泊智
能为专用车整车制造、改装、汽
车零部件等提供智能制造系统
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龙翼航
空则在垂直集成、飞控航电、三
电及核心零部件方面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eVTOL自动驾驶
飞行器已完成近万架次的转换
飞行……在这一个个案例面前，
以“多点开花”来形容济宁的机
器人产业，显得尤为恰当。

产业配套服务完善
研发助力企业信心

济宁机器人产业的迅猛发
展，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
持。“济宁将制造强市战略列为
首位战略，成立制造强市建设指
挥部，选派1600多名干部点对点
服务攀登企业。机器人产业链是
重点培育打造的19条核心产业
链之一，谋划生成了23个事关产
业发展全局的重点项目。”济宁
市工信局副局长李家亮介绍，强
有力的顶层设计为机器人产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在政

策、资金、人才、土地等方面，服
务也无微不至。

自2021年开始，济宁市、
县两级财政每年安排1亿元，设
立工业技改基金，变奖补为股
权，为企业技改的顺利实施提
供资金保障。当年珞石智能制
造产业园，凭借其高科技性、高
成长性，获得市级工业技改基
金1000万元资金注入。“作为
发展中的大型工业机器人生产
企业，资金的及时到位，给了我
们充足的发展信心。”珞石(山
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双称赞。

“在企业的发展中，各级政
府都给予我们很多支持。”龙翼
航空市场部总监郑怡培介绍，曾
经龙翼曾因过硬的科创实力赢
下一个1600架无人机的大单，却
因生产力不足迟迟不敢签约。

“济宁高新区投资促进局了解情
况后，紧急从济宁高新区智能制
造产业园紧急调用4000平方米
临时厂房用于过渡期生产，才让
我们有能力啃下硬骨头。”

另一方面，相对完备的工业
体系，为当地机器人产业发展创
造了先天优势。在济宁，“231”先
进制造业集群能级显著，2022年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8 . 6%，7个集群、13家企业入选
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和
领军企业库。获评省级以上单项
冠军、专精特新、瞪羚企业253
家，去年新增国家级重点“小巨
人”企业5家……这一项项硬实
力，都给机器人企业发展提供了
信心。

同时，产业本地协作的推
行，也让链上企业实现精准对
接。“通过生产线数字化改造，我
们从珞石购入了十几台工业机
器人，进行80级以上索具生产，
不仅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也完成
了技改升级。”山东神力索具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仇恒臣说。对
此，珞石机器人副总裁张雷表
示，得益于济宁这片营商沃土，
珞石(山东)才得以迅速发展。值
得注意的是，珞石机器人已着手
将总部从北京搬至济宁邹城。

“我们认为在济宁邹城扎根、生
长能获得很好的发展。”张雷
说。

对此，王昊表示这体现了济
宁机器人产业的集聚力与吸引
力。“总部搬迁后，珞石机器人的
研发设计与生产线之间将得到
更好的互动、更深的契合，有利
于产品的更新迭代与创新研发。
这也表明企业对济宁、对山东机
器人产业发展的信心，寄希望于
利用当地深厚的产业背景，迈向
发展新阶段。”他补充说，这也将
进一步推动珞石成为龙头企业，
带动济宁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政策扶持、周边配套固然重
要，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离不
开相关企业的自身努力，尤其在
科技创新方面的“锱铢必较”，才
能让企业从一众“高手”中脱颖
而出。

山东中科伺易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伺易)，是
一家专注高端微型伺服电机研
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去年年初中科伺易自主研
发的25法兰微型伺服电机实现
了国产化替代，填补了国内市场
空白。此外，企业研发、生产的15
法兰，直线精度达5微米，在市场
上广泛追捧。

“在设计15法兰时，我们失
败了上万次。”中科伺易技术研
发总监孙汉明坦言，科创企业在
面对从0到1的创新时，常常没有
前人指导也没有现成经验，只能
在一片黑暗中带着憧憬与不确
定性慢慢摸索。当时国内市场在
该领域处于空白，研发中还要绕
过国外企业的专利技术。卡在一
些关键节点，想要求助都不知道
该求助谁，“毕竟团队已是国内
最顶尖的一批技术人员，我们做
不出的话，其他团队也很难做
出。”幸好，时光不会辜负坚持和
汗水。“在一次次失败的绝望中，
我们相互激励，终于研发成功。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能成功
也没什么可遗憾，只要方向正
确，一点点向前试探，总是有益
的，能够为后来人铺路也是值得
的。”

2023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数实融合全国行(济宁市站)活动举行。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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