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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的
《中 国 机 器 人 技 术 与 产 业 发 展 报 告
（2023 年）》显示，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
总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应用场景显著
扩展，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进程不断加
快，协作机器人、物流机器人、特种机器
人等产品优势不断增强，创新型企业大
量涌现。

机器人作为科技创新的璀璨明珠，
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
标志之一。根据上述报告，全球主要工
业国家将机器人作为技术创新的竞争
高地，加快战略布局，丰富技术储备，完
善产业建设。拥有强大的机器人技术
创新能力，已成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重要条件。

在全球机器人产业保持增长态势
之时，中国成为机器人产业发展重要推
动力。工信部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
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 50%，
稳居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制
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 392
台；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超 1700 亿元，

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服务、特种机
器人产量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我
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 22.2 万套，同比
增长 5.4%，服务机器人产量达到了 353
万套，增长 9.6%。

从我国机器人领域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和上市企业分布来看，
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优质企业重点分
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形成
了以北京、深圳、上海、东莞、杭州、天
津、苏州、佛山、广州、青岛等城市为代
表的产业集群，并在当地优质企业引领
带动之下，涌现了一批在细分领域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新锐企业。

在 2023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北京和
华瑞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展出了我国首
台自主研发并取得注册证的关节手术机
器人 KRobot—5800。“这是兼具导航与
截骨自动对位操作型的手术机器人。”该
公司品牌经理周梦竹介绍说，截至目前，
该机器人在国内已完成 1800 余例关节
手术机器人协同全膝人工关节置换术，
成为我国该类型手术迄今为止由机器人

参与的最大宗的一组病例样本。
我国机器人龙头企业实力不断增

强，产业带动作用显著。
“本土工业机器人龙头企业年销量

陆续突破万台，发挥良好的产业带动作
用。中小企业发展也取得积极成效。”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 2023 世
界机器人大会论坛上介绍说，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达到 273 家，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到 10 家。2022
年，机器人领域融资金额超 300 亿元，机
器人优质企业深受资本市场认可。

在机器人应用方面，报告显示，我
国拥有广阔的机器人应用市场，随着

“机器人+”行动稳步实施，机器人应用
领域正加速拓展，并在新能源汽车、医
疗手术、电力巡检、光伏等领域的应用
不断走深向实，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
型、智能化升级。

良好的政策引领，成为我国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十四五”机器
人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加强前沿、共性
技术研究，加快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构

建 有 效 的 产 业 技 术 创 新 链 。 力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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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工信部等 17 部门联合
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提
出，到 2025 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
2020 年实现翻番，服务机器人、特种机
器人行业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

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
以北京为例，今年 6月发布了《北京市机
器 人 产 业 创 新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3—
2025》，从多个方面推动北京市机器人
产业创新发展。

对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未来，报
告认为，机器人共性与前沿技术正在迅
猛发展，电子、机械、生物、材料等大量
科学和技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融合
创新、高端化、智能化、生态构建成为中
国机器人未来发展的关键词。具体而
言，新技术加快融合创新突破，机器人
应用场景持续扩展，大模型将成为机器
人智能“大脑”，机器人助推行业数字化
转型，机器人生态加速共融共生。

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稳居全球市占率第一，机器人产业营收保持两位数增长

中国成机器人产业发展重要推动力
■ 本报记者 江南

达斯温·巴松是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东
北750多公里的德阿小镇居民，每个工作日
的清晨都会在家门口等待同事接他去20多
公里外的地方上班，生活简单而幸福。他的
人生故事，与中国风电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让27岁的巴松充满工作热情的，是他所
在的龙源南非公司运营的德阿风电项目。
巴松说，龙源南非公司改变了他的人生，“如
果没有它，我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我也不
会在今天我所在的地方。”

德阿风电项目位于风力资源充沛的南
非北开普省德阿镇附近，由中国国家能源
集团龙源电力南非公司 2017年建成投运，
总投资约25亿元人民币，总装机容量24.45
万千瓦。

除了每年向南非电网输送约7.6亿千瓦
时清洁电力外，龙源南非还在当地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如每年投入450余万兰特（1元人
民币约合 2.62兰特）实施奖学金计划，迄今
已资助112名成绩优异的贫困大学生。巴松
就是其中之一。

巴松从小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他中
学学习成绩优异，但因家境贫寒而无法负担
学习费用。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学业之际，来
自中企的资助让他得以继续学习并在2019
年考上大学。

大学毕业后，巴松出色完成实习工作，
于2022年4月入职龙源南非公司，正式成为
运营维护团队一员。如今，巴松已成为当地
年轻人的榜样。

“有很多人找过我，他们很想在龙源工
作。”他说，“我希望龙源发展得更强大，这样
就能为我们社区带来更多帮助。”

在龙源电力来德阿之前，当地居民收入
普遍不高。龙源德阿项目的建设投运，迄今

为当地提供了700多个就业岗位，为改善当
地民生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在变电站担任副主管的雷加特·范滕德
说，来到龙源德阿项目工作后，他的收入足
以让妻子安心在家照顾孩子，也令朋友们羡
慕不已。他说：“如果要我给龙源德阿项目
打分，那肯定是满分。”

从龙源德阿项目中受益的不只是项目
员工。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德阿，人们经常能
看到一辆十分显眼的大巴穿梭在街头巷尾，
每到一处便会吸引人群。那是龙源南非公
司在 2020年斥资 400万兰特购买的专业医
疗大巴，车上配备了齐全的医疗设备和医务
人员，每年为大约9000名当地居民提供免费
的基本诊疗服务。

在医疗大巴上服务近4年的牙科医生泰
博霍·姆波特勒说：“每到月底，当我们把车
停在购物中心附近时，人们会蜂拥而至，那
场面会令你感到吃惊。”

“医疗大巴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我们都
愿意去大巴上看病。”当地女中学生莎伦·奥
利芬特说，她放学后经常去的一座漂亮足球
场，同样由龙源南非公司出资翻修。

当地老人莱斯利·康迪莱说：“体育设施
翻修一新不但给孩子们带来欢乐，更让他们
专注于体育运动，不去涉足违法犯罪活动。
我们非常感激。”

德阿镇所属的恩坦杰尼市市政官员迪
桑·莫拉德勒对龙源德阿项目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该项目成为中南合作的典范。他
说：“中国人是最棒的，我们真心希望你们把
更多好方法和好技术分享给其他国家。”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
上催。”从古至今，葡萄酒深受我国消
费者喜爱。近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
产业大会、第三届中国（宁夏）国际葡
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宁夏银川举
行。该会是我国首个以葡萄酒为主
题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展会。近
年我国葡萄酒的进出口有何表现呢？

我国葡萄酒生产概况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
葡萄园面积达78.5万公顷，位列全球
第三，仅次于西班牙和法国；我国葡
萄酒产量位列全球第12位，达4.2亿
升，同比下降29.2%。

我国葡萄种植区分布广泛，主要
包括东北黑龙江、吉林的寒冷半湿润
气候种植区；新疆、甘肃、青海、宁
夏、内蒙古等西部干旱和半干旱气
候种植区；陕西、山西两省的黄土高
原种植区；辽宁、河北、山东、北京、
天津环渤海湾种植区；河南、山东西
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的黄河
故道暖温带半湿润种植区；浙江、福
建、广东、广西等亚热带、热带湿润
种植区；云贵高原与川西部分高海
拔葡萄种植区。

目前，我国葡萄酒主要有 10个
产区，分别为胶东半岛产区、河北产
区、天津产区、黄河故道产区、宁夏产
区、甘肃产区、东北产区、新疆产区、
西南产区和山西产区。

葡萄酒进出口
呈先升后降态势

从进口量看，2013至2017年，我
国葡萄酒进口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年
均增长18.0%。2018至2022年，受反
倾销调查和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我
国葡萄酒进口量呈逐年减少趋势，由
2018年的72.7万千升减至2022年的
37.3万千升。

从进口额看，2013年我国葡萄
酒进口额为 23.9 亿美元。2014 至
2018年，我国葡萄酒进口额呈逐年增
长态势，年均增长 15.3%。2019 至
2022年，我国葡萄酒进口额总体呈波
动下降趋势。2022年我国葡萄酒进
口额28.5亿美元，同比下降15.5%。

从出口看，2013 至 2016 年，我
国葡萄酒出口量额呈逐年增长态
势；出口量由 0.3万千升增至 1.2万
千升，年均增长50.0%。2017至2020
年，我国葡萄酒出口规模连续3年量
额双减；出口量由 1.1 万千升减至
0.3万千升；出口额由 4.9亿美元减
至0.6亿美元。2021年，我国葡萄酒
出口量额有所回升，分别达0.5万千
升和 1.3 亿美元。2022 年，出口量
0.4万千升，同比减少17.5%；出口额
1.0亿美元，下降24.2%。

我国葡萄酒贸易伙伴
集中度较高

从进口看，近5年我国葡萄酒进

口来源国主要为法国、智利、意大
利、西班牙和澳大利亚。法国始终
位居我国葡萄酒进口来源地首位。
2018至2020年，因新冠疫情、市场需
求下降等多因素影响，我国进口自
法国的葡萄酒整体规模呈下降态
势。同期，澳大利亚是我国第二大
进口葡萄酒贸易伙伴国。2019年是
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我国的“黄金
年”，这得益于中澳自贸协定对澳葡
萄酒实行零关税政策。但从2021年
起，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量额不再
稳居第二位，甚至在 2022年退居至
第12位。这主要源于2020年8月我
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
相关葡萄酒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并于 2021 年 3 月宣布加征关税。
2021年，澳大利亚全年对华葡萄酒
出口完全“归零”。

2022 年，我国葡萄酒前 5 大进

口来源地分别为法国、智利、意大
利、西班牙和美国。其中，自法国进
口 20.7亿美元，占 72.5%；自智利进
口3.3亿美元，占11.5%；自意大利进
口1.4亿美元，占4.8%。

从出口看，我国葡萄酒出口市场
高度集中，主要是中国香港、中国澳
门、缅甸等目的地。近5年，中国香
港始终为第一大出口市场。自2018
年起，出口中国香港的规模连续3年
大幅下降，直到2021年开始回升。

2022年，我国葡萄酒前五大出
口市场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美国、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其中出口中国
香港6531.6万美元，占68.3%；出口中
国澳门695.9万美元，占7.3%；出口美
国487.6万美元，占5.1%。

促进我国葡萄酒出口的思考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促进葡萄

酒产业健康发展。建议出台相关政
策，加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国内
国际标准互认、信息共享、市场共
建，尊重和保护传统工艺与知识产
权。二是讲好酒庄故事，提升我国
葡萄酒品牌价值。打造具有我国特
色、品质优良的葡萄酒系列品牌，弘
扬带有我国传统风韵的葡萄酒文
化。三是放大产区优势，以产区溯
源构建“双循环”新引擎。抓住葡萄
酒数字化转型风口，综合应用 5G、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实
现种植、生产、销售、产品溯源等数
字化转型。四是创新搭建平台，助
力我国葡萄酒品牌走向国际。举办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大会等活
动，不断提升我国葡萄酒的国际影
响力和话语权。（来源：中国贸促会
农业行业分会（农业农村部农业贸
易促进中心））

我国葡萄酒进出口表现如何？
■ 张菱健

“数字经济产业已成为支
撑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
显示出较强的产业韧性和辐射
带动作用，引领经济恢复发
展。”在日前举办的 2023 中国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
勤的这番话，绝非空穴来风。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
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为 45.5万亿元，占GDP比重
达 39.8%；2022 年，我国数字经
济规模超过 50万亿元，占GDP
比 重 上 升 至 41.5% 。 预 计 到
2025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
超60万亿元。

据王志勤介绍，在产业结
构方面，目前，中国产业数字化
占数字经济产业比重由 2007
年 的 52% 上 升 到 2022 年 的
81%。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
独角兽企业数量与估值占比仅
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与传统产业相比，数字经
济产业更具弹性和适应能力。
此外，数字经济还能赋能传统
产业，促进其数字化转型，从而
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数
实融合 50 人论坛智库专家洪
勇表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宋思源说，
我国日渐完善的数字经济治
理体系、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
条件、富有活力的数字经济市
场主体、不断提升的数字创新
能力以及逐渐深化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为数
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创造了良
好条件。

“一方面，国内已形成一批全球知名的数字
领军企业，他们不断寻求创新突破，探索新业
态、新模式，积极实现与其他产业、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同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上下游产
业链企业及区域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另一方
面，一批极具发展活力的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已
壮大起来，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
重要力量。”王志勤表示。

未来，我国数字经济要向赋能实体产业的
方向发展。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发布的《2023数字经济十大趋势》，当前，数字经
济要素、产业、应用等领域新赛道布局加快，在
拉动投资、消费、贸易、就业等领域回归常态化
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从修复性增长向内生式
增长的快速转变。

“实体经济是数字技术应用的蓝海。”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培根认为，AI在一个企业里面无
处不在，贯穿设计、生产、装配、销售、供应链等
环节，“要特别关注实体经济中的AI应用。未
来人工智能在制造业里应用前景非常大，将成
为人工智能应用的蓝海。”

“当前，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领先，
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柒贰零健康科技
董事长项立刚表示，下一步，数字经济的发展要
解决好基础研究领域的问题，比如基础软件、材
料、芯片以及光刻机等，这些领域一旦取得突破
性进展，就会和我国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形成
合力。届时，数字经济将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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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南非风电项目造福当地民生
■ 王雷

实
体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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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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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穆
青
风

8 月 18 日，我国期货市场
又一国际化品种——集运指
数（欧线）期货在上海期货交
易所全资子公司上海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上市交易。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采
用“服务型指数、国际平台、
人民币计价、现金交割”的设
计方案。目前，我国已上市
的场内衍生品的标的资产类
别集中在大宗商品、证券指
数以及债券领域，尚未有航
运 或 者 服 务 方 面 的 期 货 品
种，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是
国内首个航运期货品种，首
个服务类期货品种，首个在
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指数
类、现金交割的期货品种。

本报记者从上海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了解到，航运业
是典型的重资产、高风险行
业，国际集装箱运价受供求
关系、成本因素、全球经济环
境、汇率、政治、突发事件等
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加之运
力不可储存，一旦供需发生
重大变化，运价也随之出现
大幅震荡。长期以来，海运
价格水平大幅波动，运价波
动给航运产业链企业和外贸
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巨
大挑战，国际集装箱运输市
场的参与者有强烈的定价和
避险需求。特别是近年来，
集装箱行业经历了运价大幅
波动的局面，然而由于国内
货主和货代企业分散，运价
大幅波动对他们带来了诸多
风险。

在此背景下，集运指数
（欧线）期货应运而生，期货合
约的标的物是上海出口集装
箱结算运价指数（欧洲航线），
该指数由上海航运交易所编
制并于北京时间每周一 15:05
发布，表征上海出口集装箱即
期海运市场欧洲航线结算运
价的变动方向和程度。

“航运指数期货上市顺应
行业发展的需求，将为航运
业 提 供 重 要 的 风 险 管 理 工
具，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水平。”中国船东协会
常务副会长张守国说。

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
田向阳表示，上海期货交易
所从 2003 年开始，携手上海
航运交易所研发航运指数期
货，历时 20 年。上市航运指
数期货，有助于丰富航运产
业链企业的风险管理工具，
提升我国国际贸易运输服务
的定价话语权和影响力，服
务航运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
十大集装箱港口中，中国有 7
个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
球前十，合计为 1.96 亿 TEU
（标准箱），占前其中大集装箱
港 口 吞 吐 量 的 比 例 达 到
72.9%。其中，上海港集装箱吞
吐量达4730万TEU（标准箱），
连续13年位居世界第一。

国内首个航运期货
出炉意味着什么？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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