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六版）工业机器人大

多以机械臂的形象示人，关节减速

器就像胳膊上的关节和肌肉中的

神经，精确控制着机械臂的精准度

和灵活度。目前，我市已有秦川集

团、渭河工模具有限公司、宝鸡思

迈龙精密传动有限公司等 10 余户

企业涉足减速器研发制造领域，并

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在姜谭工业园，秦川集团在

2020 年就新建了关节减速器生产

车间，其中上下层分别为恒温精密

加工车间和恒温精密装配车间，面

积均超过 1 万平方米。这个生产车

间的建成投产，也是该企业做优做

强机器人产业的重要里程碑。

秦川集团是我市最早研发生

产机器人关节减速器的企业之一，

也是我市机器人产业发展最具代

表性的企业之一。他们依托多年生

产加工齿轮的优势，从 2012 年起，

将目光锁定于智能装备生产研发，

重点发展机器人关节减速器，打破

了这一领域国内市场被日本、欧洲

等国外企业长期垄断的局面，为国

家突破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难

题贡献了秦川力量。 

“目前，公司已形成四大系列、

20 个规格、80 多种速比、200 多

个连接方式的减速器产品，产品

销往国内外 350余家机器人企业。

到‘十四五’末，秦川机器人关节减

速器产品套市场占有率预计达到

35%。”秦川集团销售部负责人说。

工业机器人三大核心部件分

别是减速器、伺服电机和控制器。

其中，减速器是研发难度最大、成

本比例最高的部件。而在部分小型

机器人中，精密减速器占成本比例

高达 50%。这一领域，日本凭借先

发优势以及技术优势，取得了较高

的市场份额，可以说减速器能否实

现国产，是工业机器人能否实现国

产的要害所在。 

渭河工模具有限公司是陕西电

子信息集团所属骨干企业，是担负

着“破冰”重任的诸多企业之一。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该公司就

在生产谐波减速器，产品主要应用

于非民用领域。2010年之后，开始

了民用谐波减速器国产化的尝试。

目前，该公司拥有谐波减速器核心

专利6项,产品代表中国领先水平。 

“我们企业现在年产民用谐波

减速器不多，但也是以‘万’为计数

单位。”该公司副总经理、正高级工

程师李剑敏告诉记者，目前公司主

要以技术积累为主，仅针对国内市

场少量供货，但在市场中已经形成

口碑。在公司未来计划中，民用谐

波减速器将作为“三驾马车”之一，

重点建设发展。 

与秦川集团、渭河工模具公司

等“老大哥”不同，宝鸡思迈龙精密

传动有限公司是一个年轻的小公

司。这个公司 2012 年才成立，公司

从负责人到员工多是80后、90后，

但不要小看这家年轻的企业，它是

为数不多掌握机器人传动、柔性夹

持等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 

思迈龙公司的生产车间虽然

不大，但却呈现一片繁忙景象，只

见一台喷涂机器人已基本完成，工

程师正在测试机器人各项性能。

“我们的优秀产品，都是被

‘逼’出来的。”公司负责人说，公司

成立初期主要专注于制造机器人

整机，但关键零部件要从日本进

口，动辄上万元的费用使他们叫苦

不迭。2014 年，公司决定集中力

量自己研发减速器。经过 5 年刻苦

钻研，2019 年，拥有思迈龙自主

产权的减速器正式定型。这种减速

器具有不跑偏、易维护、便于拆装、

维护便捷等优点，最重要的是价格

实惠。原来一部六轴 10 公斤机器

人生产所需的关节减速器，从国外

进口费用就得 10 万元，现在经过

降价，也都在五六万元的高价位区

间。而他们企业自己生产减速器，

在成本控制上更有优势，这就使他

们在市场竞争中有了很大的主动

权。目前，思迈龙的客户遍布山东、

江苏、四川等地，覆盖建筑、涂装、

切割、焊接等多个行业，已成为我

市机器人产业中一个明星企业。

让“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

铺天盖地”，是一个地区重点产业发

展的理想状态。对我市而言，目前在

机器人产业发展中虽远未达到这个

局面，但可以看到可喜的势头——

诸多大企业能坚持不懈推进自主创

新，小企业能致力于走“小特精专”

之路，方法对了，路虽遥却可及。 

直面问题

补强人才技术链条

这几年，我市某大型企业每年

都会投用二三十台机器人到生产线

上，去从事焊接、搬运、涂装等工作。

这些机器人大部分从国外进口，虽

然花费不菲，可该厂算过账后认为

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这对我

市众多机器人生产企业来说，却是

激励他们更加努力的“教训”。

起初，我市某机器人生产企业

曾到该厂进行过对接，并提供了产

品供应方案，尽管其价格只有进口

产品的一半，但该厂从性能可靠

性、稳定性等方面考虑，还是选择

了进口产品。

秦川集团销售部负责人至今

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们的企业刚起

步生产减速器的那几年，他带着骨

干在全国推销秦川产的机器人关

节减速器时遭受的冷眼。

“国产牌子有的好，有的差，厂

家宁愿选贵好几倍的进口牌子，也不

愿用国产牌子。”该负责人说，那是秦

川产减速器最艰难的时刻。现在，凭

借坚持不懈的技术攻关、工艺完善及

实践摸索，再加上多年的市场验证，

“秦川造”早已声名在外，但高端市场

还是被国外品牌把持。 

中 投 产 业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21-2025 年中国机器人产业投

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中显示：

在中国，71%的工业机器人由外国

机器人公司供应。外国机器人厂商

将约 29%的工业机器人销往汽车

行业，而中国厂商仅占12%左右。

其实，并不是厂商不爱国，不重

视国产机器人，只是在高端制造领域

的研发生产上，仍有一些差距我们不

得不承认，不得不重视和直视。

梁超成立宝鸡中航时代精密

传动有限公司后也不是一帆风顺，

前几批产品经过测试，合格率并不

如想象中那么高，经过反复测试，在

原材料、生产设备等多个生产环节，

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梁超咬

咬牙，继续加大资金投入，着力提高

产品质量。现在，他们的产品在性能

和稳定性方面相比起初有了大幅提

升，并赢得了稳定客户。但他清楚知

道，他还得继续加大投入，继续在机

器人关键零部件制造领域打拼，才

能保证自己不掉队。 

宝鸡的机器人产业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做到在全国市场有为有

位，实为不易。但放眼全国、全球，

调高标杆，差距仍然较大。那么，造

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哪儿？

“招不到人才进来、就近买不

到配件、技术积累不深、研发投入

不够……”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机

器人行业相关人士，都能掰着指头

说上一堆。一位大型企业负责人

说，这两年他们拉大了研发人员和

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给研发人员

开出了不低的薪酬，但由于地理位

置的原因，招聘人才并不顺畅。而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许多有实力的

企业为了解决人才瓶颈，已经或准

备在西安、上海等大城市设立研发

机构，吸引招揽优秀人才。 

基础材料的性能，对零部件的

质量举足轻重。渭河工模具有限公

司拥有相当丰厚的技术储备，生产

线也是国内先进水平，然而在基础

材料的环节就已经和日本产品有

了差距，导致日本产品的疲劳寿命

相对较长。在产品的细节上也有差

距。李剑敏拿起一罐润滑脂对记者

说：“比如说这种用在减速器上的

润滑脂，日本HDSI 的产品可以针

对不同的使用环境，配发不同的润

滑脂，而国内生产厂家，只有一种

润滑脂。这种细节问题也是我们今

后需要加以改进的。” 

放眼全国，和东部、南方一些

经济发达城市比，由于中小企业

数量相对少，产品链上的配套也

难以满足需求。思迈龙公司在研

发减速器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更

新图纸，然而在本地难以找到可

以匹配的制图公司。在加工中需

要反复试验，由于不是批量生产，

本地企业不愿意承接零活、碎活。

好在借助网络，他们可以在南方

的一些城市找到合适的企业，将

原材料寄过去委托其加工后再寄

回来。“一个产业的发展，是众多

企业联动的过程。我们希望宝鸡

企业能在彼此的协作上更加紧

密，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既算经

济账也算一算社会效益账。”思迈

龙公司负责人说。

李亮认为，宝鸡的机器人产

业虽然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

展，技术水准、产量、销售额、市场

认可度等大幅攀升，其中减速器

等产品的研发制造水平处于国内

一流水平，但对标世界顶级机器

人企业，还有不少差距，需要继续

加速跑、全力跑。

前景广阔

勇攀智能制造新高地 

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

宝鸡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产业的总

体形势是不断向好的。从专家学者

到普通技工，从企业负责人到外地

客户，都对“宝鸡造”充满了信心。

“宝鸡一定能成为智能制造的

高地。”68 岁的王俊岭笃定地说。

王俊岭在退休前，一直在秦川

集团从事齿轮磨床和专用机床的

设计和开发。他参与研发的多项机

床产品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015 年从秦川集团退休后，王俊

岭走进西安交通大学“充电”，并总

结出了“新动力传动”理论。为了验

证和丰富自己的理论，63 岁时，

王俊岭创建了陕西六环智能装备

科技有限公司，用自己的积蓄进行

科研和实践，期望为新时代的智能

制造找到一条全新的道路。

王俊岭认为，虽然在工业机器

人生产制造领域，我们与国外仍有

不小差距，但这个工业生产大变革

的时代，也给予我们“弯道超车”的

机会。“我们不能总追着别人的影

子跑。”王俊岭说，国内外现有的工

业机器人核心技术，已经成型四十

多年，目的都是机器换人，也就是

替人类完成一些生产动作。而他一

直思考的是，机器为什么只能替换

人，而不能直接发挥自己的机器属

性，用机器人来直接生产。  

创建公司后，王俊岭和研发团

队研发出了具有新理念的关节减

速器，并以四个月为一个周期，对

产品进行不断改进，到目前，产品

已经进行了十轮的改进，大大提高

了机器人的刚度和精度，让高功率

密度动力和传动技术在新型工业

机器人身上得以展现。 

不久前，工信部、国家发改委、

科技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了

《“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其中明确提出：未来 5年乃至更长

一段时间，是我国机器人产业自立

自强、换代跨越的战略机遇期。《规

划》中为机器人产业定下了发展目

标：到 2025年，我国成为全球机器

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

地和集成应用新高地。机器人产业

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 20%。到

203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机器人成为经

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的重要

组成。

目前，宝鸡机器人产业已经形

成了上游（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水

平国内一流，中游（机器人）自主研

发能力不断提升，下游（集成应用）

技术水平国际领先的良好态势，并

且有着秦川集团、渭河工模具有限

公司等这样的大企业。但以打造国

内乃至世界一流的产业集群的目

标来看，大企业、大项目的数量和

体量还远远不够。 

所以，要做大做强机器人产

业，最重要的就是以国内外知名机

器人制造企业为目标，强力推进招

商引资，利用我市区位优势、配套

优势等，引进一批核心零部件及集

成组装项目和研发设计机构。同时

要对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帮助他们

牵线搭桥，与国内外知名企业、高

校和科研院所结为战略伙伴，提升

技术水平，增强技术信心。

对企业来说，想要在未来大发

展的形势下不掉队，就要不断加强

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核心竞争力。可

喜的是，包括秦川集团、渭河工模具

有限公司等大企业，都已拥有自己

的研究机构，专门针对机器人及关

键零部件展开技术攻关，有些企业

甚至承担着国家级的课题。思迈龙

等中小企业，也对技术研发十分重

视，拥有自己的核心专利技术，并不

断加大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就连

宝鸡中航时代精密传动有限公司这

样的小微企业，也将技术积累放在

第一位，邀请专家学者为产品把脉

问诊，提供研发思路和方向。

我们相信，当量变引起质变，

多年的技术积累转化为科技成果

的那一刻，也是宝鸡机器人产业迎

来飞跃的大好时机。

东风已至。站在“十四五”关键

之年，宝鸡机器人产业乘风破浪，

就在眼前。

机器人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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