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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实习生 于民星 冯岩岩

一台机器人20万，不到一年

回本

5月7日，齐鲁晚报记者踏进东莞厚街镇
汀山村的一个工厂，发现脚下踩的是欧洲、
美洲、大洋洲的地图，厂房墙上，贴着法国埃
菲尔铁塔、悉尼大剧院等图片，并有“GMT+
1”“GMT+10”的标注，还有多数人并不熟悉
的钟表始祖苏颂的信息。

这是侨运表业公司打造的一家充满了
与时间有关的钟表展览厅和观光工厂。在讲
解员的介绍下，参观者会恍然大悟，原来

“GMT＋”表示东时区，“GMT+1”即东一区。
侨运表业经理陈盟凯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侨运表业是一家台资企业，最早名叫台
湾派迪尔，1998年进入大陆成立东莞派迪
尔，2004年成立东莞侨运。进入大陆市场就
是看中大陆劳动力价格低廉。

这家公司虽为台资公司，却是大陆经济
发展中的一个企业样本。公司生产手表，出
口中东，工人最多时一度达到800人，手表产
量达到200万只。

从2008年开始，广东出现用工荒，侨运
表厂也面临工人频繁跳槽或不辞而别的情
况。

陈盟凯说，在没有主动辞退工人的情况
下，工厂的工人逐渐减少，到2014年只剩下
100多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制造行
业，对福利、工资要求越来越高。工厂的打工
者主要来自广西、湖南、四川，随着内陆经济
发展，很多人选择留在了家乡，来广东打工
的越来越少。”

面对情况的变化，侨运表业也做了适当
调整，提高留任工人收入和福利，加强绩效
考核。2014年，侨运表业上了两台机器人，负
责压铸和搬运。种种努力之下，侨运表业的
年生产量勉强维持在150万只左右。

“一台机器人花了20万，不用一年就能
收回成本，而且不用看工人的脸色。”陈盟凯
说，不断减少的工人促使侨运将剩余的两层

工厂出租给其他工厂，并在2014年6月将一
部分厂房改成观光工厂。

“这在台湾非常普遍。”陈盟凯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观光工厂运营后，已经接待了200
多人，并免费教学。“开观光工厂有利于品牌
宣传，很多人观光完顺便就在这里购买手表
了。”

侨运表业80%的产量出口，其余20%用
于内销，虽然具有一定知名度，但售价并不
高，利润微薄。“在一些生产环节，目前还不
能完全用机器人代替人来操作，因为机器不
如人工快。”陈盟凯期待更廉价、更高效的机
器人的诞生，“机器人会越来越先进，逐渐代
替人工，机器人帮助我们提高质量，更加赢
得消费者的口碑。”

“用工荒”倒逼创立机器人公司

陈盟凯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在厚街镇，
并不只是侨运表业面临用工荒的问题，“这
是制造业普遍的问题”。就在侨运表业安装
了两台机器人后，接连有四五家生产鞋子、
女包的工厂前来考察。

距离侨运表业80多公里的利迅达钢材
加工有限公司，则是因为用工荒问题而成立
了利迅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利迅达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总监谢其
峰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不锈钢加工面临用
工荒、工伤等诸多问题，公司被迫考虑使用
机器人。利迅达董事长霍锦添身兼佛山不锈
钢协会会长，此前有很多企业向他反映同样
的问题。

2008年，霍锦添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同
意大利INTEC机器人系统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INTEC是全球最顶尖的机器人表面处理
系统供应商，80%以上系统供应给世界500
强企业，包括通用汽车、强生、苹果、劳斯莱
斯等。合作之后，INTEC派出人员到中国辅
助技术开发，并培训本地人员。

“2008年开始筹备，2010年正式成立利
迅达机器人公司，前三年都是搞开发研究。
2013年开始对外销售产品，当年产值为1000
多万元。结果一年后，公司的机器人订单暴

涨，达到1亿元左右。”今年，利迅达把销售目
标定为3亿元。

谢其峰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公司的工业
机器人订单以国内为主，珠三角企业占到
80%以上。客户包括富士康、格力、东风日
产、OPPO等公司。

“格力是我们的大客户，目前一直处
在合作中。”据谢其峰介绍，格力对机器人
的使用和自动化改造已经达到非常严苛
的标准，“整个格力集团的理念都变了，能
用机器人做的就不用人工。格力有款机器
人叫贴标机，这个完全可以由人工去做，
也不会有粉尘危害，但格力一定要采用机
器人。”

2013年以来，通过对机器人的使用和自
动化改造，位于珠海的格力空调注塑厂，人
员从最初3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生产效率
却提升了20%。2014年，格力声称要在2015
年前实现70%的自动化生产率。

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认为，使用机器
人主要是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产品品
质的需要。通过使用机器人，她希望能达到
人均200万产值的水准，并提高员工收入待
遇。

“格力已经把自动化系统当做了核心技
术。”谢其峰说。

政府扶持

相关报道显示，2015年，预计佛山的劳
动力缺口达8万人，而东莞的缺口甚至超过
10万人。东莞计划到2016年，完成相关传统
产业和优势产业“机器换人”应用1000—
1500个。

市场对机器人的需求催生了大批机器
人公司，位于佛山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
同创新研究院，入驻的机器人公司就有6家，
其中5家为2013年之后成立的。

5月6日，齐鲁晚报记者见到了新鹏机器
人公司董事长秦磊。8点40分，刚刚与记者寒
暄几分钟，秦磊就忙着与研发人员讨论递交
的数据性以及生产线布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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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器器人人热热，，
新新““人人口口红红利利””来来了了？？

广东东莞第
一家民营“无人
工厂”开始投入
建设的消息惊起
波澜。

在 广 东 东
莞、佛山等地，似
乎没有比工业机
器人更能让制造
业感兴趣的了。
这个“没有任何
脾气”的机器人，
除了能高效率替
代人工、节约成
本外，还能为制
造业提高产品质
量，赢得口碑。因
为“用工荒”的出
现，机器人技术
刚 刚 起 步 的 中
国，顿时成了世
界上最大的机器
人市场。

厉 以 宁 在
《中国经济双重
转型之路》中认
为，廉价劳动力
优势和旧人口红
利消失后，熟练
劳动力优势将取
而代之，新人口
红利将成为发展
新阶段的特点，
经济将随着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换
而继续发展。

具有敏锐嗅
觉的制造业商人
们意识到，或许
机器人能够后来
居上，为新“人口
红利”的到来，打
开一扇窗。

广东东莞利迅达机器人研发车间。刘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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