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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幕上就能实时观看车间的
生产过程，生产环节全方位数字
化、智能化，任何环节出了差错都
可以及时了解并调整，从而避免废
品的产生⋯⋯去年 7 月 15 日，在余
姚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暨
智能经济人才峰会展览区，一家机
器人生产企业向参观者展示了他们
帮助企业建设的实时透明机器人工
厂。在这届机器人峰会上，60 多
家机器人企业携 250 多款产品亮相
峰会，勾勒出未来智能化生产生活

场景。
作为国内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

域技术、产业和市场的风向标，中
国机器人峰会自 2016 年永久落户
余姚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4 届。中
国机器人峰会已成为余姚对外展示
的又一张“金名片”。

这一业内盛会对推动余姚机器
人产业发展功不可没。众多机器人
企业的引进，正是余姚花大力气举
办中国机器人峰会结出的硕果。

走进位于机器人智谷小镇的浙

机器人峰会为余姚注入创新活力

▲余姚机器人智谷小镇。

◀小笨智能公司整机组装车间。

▶测试机器人性能。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机器人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赛道——

构筑机器人生态圈，恰逢其时
记者 孙吉晶 余姚市委报道组 劳超杰

走进小笨智能生产基地的整机组装车间，工人正在有序地装配各

类机器人。小笨智能公司执行总裁杨鹏说，机器人产品线分为迎宾讲

解机器人、测温消毒机器人、自动清扫机器人及轨道巡检机器人。

小笨智能总部在北京，公司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运营于

一体，在国内服务机器人领域处于前列。去年5月，该公司的智能制

造基地落户余姚机器人智谷小镇，在余姚经济开发区的大力支持下，

短期内完成了4500平方米厂房的投入使用。

杨鹏表示，公司核心技术研发在北京公司，生产基地在余姚机器

人智谷小镇。机器人智谷小镇生产环境及配套产业链比较成熟，机器

人模具设计及制造、机器人外壳及钣金加工、各类电子器件等配套生

产企业多。这也是公司把智能制造基地选择在这里的原因。

从2015年第一家企业入驻，到去年底，余姚

机器人智谷小镇注册企业已有92家，已

经投产的企业有60多家。小镇以

实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

化为使命，打造机器人产

业研发制造高地。

2018 年 8 月 ， 余

姚机器人智谷小镇入

围省级特色小镇第四

批创建名单。2020 年

11 月，小镇被评定为

国家AAA景区。

以机器人智谷小镇为

中心，余姚机器人生态圈正

逐步形成。

在余姚三七市镇，规划面积
3.4 平方公里的机器人智谷小镇正
如火如荼开发建设中。小镇围绕机
器人产业链的上、中、下游进行布
局，打造集产业、文化、旅游、社
区四大功能于一体的特色小镇。启
动创建至今，小镇已累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超过 40 亿元，投入市政
配套设施、标准厂房建设，目前，
标准厂房已建成三期，总面积 23
万 平 方 米 ， 引 进 各 类 项 目 100 余
个。机器人特色小镇已初具规模。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
明珠。我市近年来高度重视机器人
产业，将其纳入全市重点打造的标
志性产业链之一，制定实施机器人
产业链专项培育方案，全力构筑以
余姚为核心、多地协同的产业格局。

王志坚是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
院特聘研究员、俄罗斯自然科学院
外籍院士。2019 年，他创办的浙
江海阔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入驻
小镇，主营业务是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核心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去年
实现产值 2600 多万元。“机器人小
镇集聚了一批行业相关企业，创新
有平台，创业有载体，已经具备了
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优势。”王志
坚说。

同年，被誉为“北欧机器人硅
谷”的瑞典机器人谷研发中心和浙
江机器人产业集团、余姚市政府在
机器人智谷小镇共同发起成立瑞谷
机器人 （宁波） 公司，公司以智能
制造和机器人产业为核心业务，依
托瑞典机器人谷研发中心的技术、
人才及成功产业经验，为客户提供
智造产业创新应用开发、技术研发
转化、产品产业化、跨境孵化加
速、高端人才培育等协同智造服
务，致力于构建“产业+学术+社
会”三位一体的机器人生态体系。

“自动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

机器人产业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
段。”瑞谷机器人 （宁波） 有限公
司总经理亚当·海格曼十分看好机
器人小镇的发展前景。他告诉记
者，瑞谷机器人余姚模式辐射周边
地区，为驱动浙江制造业升级，助
力中国智能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好
的示范作用。

在高端项目、人才落户的同
时，机器人智谷小镇吸引了一批产
学研一体化平台入驻。哈工大、西
安交大、中国计量大学等高校，通
过设立研究院、众创空间、实训中
心等，和机器人智谷小镇结下了不
解之缘。目前，小镇柔性引进院士
10 人，各类人才 40 多人。

机器人智谷小镇还利用产业基
金引导产业集聚，带动社会资本更
加精准地投向符合产业导向的高层
次人才项目。目前，已建立机器人
智 谷 产 业 基 金 10 只 ， 总 规 模 达
45.24 亿元，用于支持、培育智能
制造产业的发展，为入驻企业提供
资金上的保障。

生态圈的构建，加速了余姚机
器人产业链的聚集。余姚有机器人
及智能装备关联企业 150 余家，行
业增加值从 2016 年的 55.9 亿元提
升到 2020 年的 185.5 亿元，机器人
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于一体的
产业链初步形成。在机器人智谷小
镇，服务机器人领域已形成一个小
的气候。

机器人催生经济新增长点。目
前，我市已集聚百余家机器人研发
生产企业，涉及机器人本体、减速
器、控制器等机器人全产业链研发
生产领域。余姚机器人智谷小镇、
宁波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浙江大
学机器人研究院等高端产业平台和
创新载体，自主开发了国家机器人
产业发展规划中的标志性产品以及
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

特色小镇已初具规模

随着信息化、工业化不断融
合，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
业蓬勃兴起，成为当今时代科技创
新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冠疫情肆虐，给全球经济带
来了巨大影响。无人化生产、智能
机器人发展的迫切性更加显现。从
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来看，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行业回暖的速度非常快，
作为智能制造重要的装备，机器人
技术在 5G 通信技术应用、车联网
技术等发展带动下，正更快地向纵
深发展。

余姚作为宁波具有代表性的工
业重镇之一，装备制造业基础实力
雄厚，也是全省率先培育发展机器
人产业的县 （市），肩负着助力全
省打造全国机器人产业高地和宁波
率先培育发展智能经济的重任。

近年来，余姚把以机器人为代
表的智能装备产业列为该市重点培
育发展的新兴产业，狠抓高端人才
项目和重大产业项目招引，形成了
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余姚还依托
一些校地合作的高能级平台载体，
在全省率先构建机器人产业创新服

务体系，目前基本拓展形成全省领
先的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生态。

尽管余姚智能装备产业在省内
已经形成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先发优
势，但存在部分关键领域“卡脖
子 ”、 产 业 人 才 结 构 性 短 缺 等 问
题，需要加快补齐“短板”。

专家表示，余姚要结合智能装
备产业发展方面业已形成的良好基
础，按照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
现代化总体要求，顺势而为、甄选
一批适合当地发展的智能装备产业
细分领域，加快产业链、创新链、
生态链建设。

同时充分发挥中国机器人峰会
窗口宣传效应，招引一批机器人、
智能汽车、智能家电、高端数控机
床等智能装备领域重大引擎项目，
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发挥行业协会
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政府、协会
和企业间的交流对接，支持企业积
极参与建设长三角机器人与智能制
造合作组织，努力把余姚打造成为
全国机器人产业高地核心区、全省
智能装备产业集聚区、宁波智能经
济应用示范区。

打造全国机器人产业高地核心区

江传习机器人有限公司，一台台机
器人正不停地“舒展运动”，进行
产品性能测试。就在去年的中国机
器人峰会开幕式上，传习公司发布
了传习 1 号、传习 2 号、双子座和
天演机器人全新的四款机器人。令
人欣喜的是，这几款机器人所有零
部件由宁波企业制造，采用智昌集
团的控制器、示教器、驱动器，宁
波中大力德的减速机，中科伺尔沃
的 电 机 ， 舜 宇 集 团 的 3D 视 觉 产
品 ， 被 称 为 “ 全 甬 产 ” 机 器 人 。

“全甬产”机器人由于掌握了核心
技术，实现了机器人本体及核心部
件的甬产化，打破了国外的科技封
锁，因此拥有对产品的定价权，将
广泛应用于机器换人的场景中，如
冶金、焊接、切割、搬运、喷漆、
装配等领域。业内人士表示，“全甬
产”机器人亮相中国机器人峰会，

标志着宁波智造又迈上了新台阶。
中国机器人峰会的举办，更是为

余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有力地促进当地产业智能化升级。

去年以来，余姚新增工业机器
人 592 台，实施智能化改造重点专
项 200 余个，改造频率和强度逐年
攀升。通过试点示范带动，余姚工
业企业数字化改造的意识越来越
强，并积极参与探索“未来工厂”
的建设。

余姚作为机器人产业的聚集地
新军，已成为长三角机器人产业的
一个新高地，凭借着长三角地区人
才、资金及政策，吸引着国内外知
名的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企业，已经
形成了研发、生产、应用较为完整
的 产 业链，布局了一批机器人本
体、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企业和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相关的科研院所。

摄影 孙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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