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单位：青岛出版集团 ■出版单位：青岛财经日报社 ■地址：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邮政编码：266061 ■零售价：1 元 ■外埠：1.2 元 ■新闻热线：68068202 ■投稿热线：18853290300
■传真：85833044 ■公告热线：83861285 ■广告热线：68068587 ■印刷：中闻集团青岛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质量监督电话：83862661 ■发行服务电话：85847969 ■邮发代号：23-232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下载首页新闻客户端

2020年11月24日
星期二
农历庚子年十月初十
总第5511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107

记 录 时 代 价 值

推荐<

值班总编：高向军
首席编辑：李旭超

值班主任：郝宗耀
美术编辑：王 瑶

■福彩3D（第2020275期）中奖号码：0、7、7 ■七乐彩（第2020119）基本号码：11、21、22、24、26、29、30 特别号码：05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纪斌、李维岳、王文贵律师；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刘均、傅强、高峰律师

央企配名校，助力青岛
轨交产业“双升级”

财经数据

今日，“2020央企青岛行──走
进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活动
将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开幕。此
次活动以“央地合作 创新发展”为
主题，央企加高校高级搭配，旨在通
过深化青岛市与中央企业、高校院
所之间互利合作，共同推进轨道交
通行业持续发展及创新成果转化。
而活动现场新项目的成功签约，也
将进一步加速轨道交通产业要素集
聚，巩固提升青岛市在轨道交通产
业领域优势。 AA22

□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经网记者 孙梦

机器人产业被誉为“制造业皇冠

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

平、塑造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

和手段。昨日，以“应对新挑战 拥抱

新技术 抓住新机遇”为主题的2020中

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主论坛在青岛

高新区举行。

对机器人产业发展，青岛规划未来3
年内全市机器人核心技术本地拥有率达

到 80%，产业链本地配套率达到 70%。

机器人产业的青岛机遇正在形成。

青岛机器人产业突破发展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

人市场。据统计，2014-2019 年，中国

工业机器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0%，

2019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为 14 万

台，国内机器人供应商的市场份额达

到了 29%。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机

器人产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和广

阔的发展空间。

青岛作为中国领先的制造业强

市，拥有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中国的

工业大类一共有 41 个，青岛有 39 个，

各类机器人制造商在青岛都能找到所

需要的应用场景。

在政策扶持方面，青岛出台了“青

创十条”，积极推进机器人产业发展。以

诺力达、科捷等企业和山东科技大学、青

岛大学有关专家的意见建议为蓝本，实

现相关机器人产业扶持的精准滴灌。

在创投风投方面，青岛积极引导创

投风投等社会资本参与企业技术研发，

与上海长城证券合作成立规模 1亿元

的机器人产业基金，与光大银行共同建

立机器人产品融资租赁平台，重点支持

机器人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和应用推广。

在人才培养方面，青岛建设了国内

首家工业互联网学院，按照市场需求

“订单式”培养人才，华为、腾讯、科大讯

飞、商汤等 15家头部企业都已经开始

在青岛进行人才创业培育，推动青岛机

器人产业的应用场景更好地与人才、技

术、资本对接，实现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技术链“四链合一”。

五年来，依托青岛高新区国家机器

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等平台，青岛加

快推进产业集聚与链条延伸。“十三五”

期间，青岛市机器人企业数量、营业收入

呈现 10%以上的快速增长。截至去年

底，全市共有机器人企业50余家，实现

营收40亿元，初步形成覆盖产业链上、

中、下游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去年以来，

青岛发起科技引领城建设攻势、“高端制

造业+人工智能”攻势，全力推动机器人

产业突破发展，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工业

机器人产量增长速度达到了34.1%。

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

虽然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不断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

差距。但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全

球超过 85%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市场

份额被国际厂商所占据。

“基础材料的研发不足和机器人应

用人才的严重缺失，是制约我国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广州瑞松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瑞松科技现有员工约

500人，其中技术研发人员有200人。在

多个产业领域里，瑞松科技提供了机器

人系统技术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中国

汽车制造装备“卡脖子”的关键性技术

上，瑞松实现了突破，比如此前一直被国

外垄断的应用于汽车装备生产方面的超

高速传送技术、虚拟调试技术、3D视觉

引导技术、高速滚边技术等。

中国机器人产业要想摆脱追赶

期，只有在科研、技术和人才上发力。

“我们的使命就是‘简化人和物的

移动，让生活更加便捷和有趣’，其中

‘简化物的移动’，就是解决最后一公

里以及最后一百米的问题。”九号有

限公司机器人事业部总经理董纪东表

示。作为中国境内上市企业中“VIE+
CDR 第一股”的九号公司，拥有 1000+
全球行业基础核心专利，拥有 1000万

台年产能的全球生产基地，产品遍布

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

九号公司开始重点研发“配送类服务

机器人产品”，“比如在青岛的酒店、写

字楼，我们已经有了具体的商业落地

计划。” （下转A4版）

摘“制造业皇冠明珠”
共建“硬核”产业基地全球首创！青企引领提

升磁悬浮牵引效率
日前，记者获悉，青岛市科技局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促成中车青岛
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和青岛
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启
动《基于非晶合金材料的高速磁悬
浮牵引供电关键设备研制》项目，联
合青岛大学申请2021年度青岛市科
技计划重点研发专项。

相较于传统材料，非晶材料可以
降低铁损60%~80%，磁悬浮牵引效率
可以提升1%~1.5%，提高产品性能的
同时，也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 AA22

沪指时隔两个多月重
返3400点

国联证券涨停，引爆了券商板
块。国金证券、中金公司、兴业证券、
国泰君安、中泰证券、方正证券等纷纷
跟涨，涨幅均逾2%。

券商板块发力，也成功助推沪
指跃上 3400 点，目前沪指已经走出
四连阳。

值得注意的是，顺周期板块表
现十分抢眼。申万一级行业中，采
掘、有色金属、化工行业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4.23%、3.96%、2.18%，均为
顺周期板块。 AA33

>>>A>>>A55

11月23日，一台机器人在2020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展示现场进行演示。新华社发

“胖五”载“嫦娥”
今日奔月宫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
获悉，2020年 11月 23日 18时 30分
许，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开始加注
液氧液氢低温推进剂，计划于 24日
凌晨4时至5时择机实施发射任务。

这是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二次应用性发射，将运送探月工程
嫦娥五号探测器至地月转移轨道，实
施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指出

2019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
占GDP比重达36.2%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和增长
速度位居世界前列

截至2020年5月底
中国光纤网络全面覆盖城乡，光

纤用户占比达93.1%，位居世界

第一

本报综合消息 昨日，山东

省统计局发布山东 10 月份经济

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山东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

成效持续显现，生产生活秩序加

快恢复，供给需求持续改善提

升，发展动能加速集聚，就业物

价总体平稳，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态势进一步巩固。

生产稳步扩面提速。工业

生产加速向好，1~10 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3.7%，比前三季

度加快 0.8 个百分点，其中 10 月

份增长 9.8%。行业、产品增长面

稳步扩大。41 个行业大类中，26
个 行 业 实 现 增 长 ，增 长 面 为

63.4%，比前三季度扩大 4.9 个百

分点。120 种重点调度产品中，

有 60 种 产 量 增 长 ，增 长 面 为

50.0%。

发展动能加速集聚。新兴

产业发展壮大，1-10 月新一代信

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装备产业、高端化工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 13.0%、17.9%、7.2%和

5.3% ，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9.3、14.2、3.5 和 1.6 个百分点；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0%，高

于规模以上工业 4.3 个百分点，

比前三季度提高 1.2 个百分点。

新兴产品增势强劲，工业机器

人、服务器、半导体分立器件、光

电子器件等高端产品产量分别

增 长 41.2% 、39.2% 、16.3% 和

20.3%。

市场活力继续增强。 1-10
月，新登记市场主体179.3万户，其

中新登记企业 66.4 万户，增长

14.0%，私营企业占新登记企业的

98.9%。财税收入稳步向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5659.9 亿元，下降

0.4%，降幅较前三季度收窄 1.7个

百分点,其中 10 月份增长 14.3%，

为年内单月最高增幅；税收收入下

降 4.5%，降幅较前三季度收窄 2.2
个 百 分 点 ，其 中 10 月 份 增 长

12.0%，连续4个月保持正增长。

前10个月山东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3.7%

青岛向机器人行业头部企业和科研人才发“英雄帖”

争创机器人产业高地 青岛亮出决心与底牌

中国数字经济
规模达35万亿

《《世界互联世界互联
网 发 展 报 告网 发 展 报 告
20202020》》和和《《中国互中国互
联网发展报告联网发展报告
20202020》》蓝皮书蓝皮书 2323
日在日在 20202020““世界世界
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大会··互互
联网发展论坛联网发展论坛””
上发布上发布。。

青岛财经日报/青岛财经网讯 昨

日上午，由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市工

信局、青岛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

2020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在青岛

高新区举行。大会以“应对新挑战 拥

抱新技术 抓住新机遇”为主题，来自

国内外机器人行业领域的知名企业、

科研机构和协会负责人聚首青岛，探

讨产业发展趋势，共同推动机器人产

业创新发展。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

清宪出席大会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天然作主旨报告，工业和信息化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煤矿安监

局有关司负责同志和国际机器人联合

会相关负责人致辞。

王清宪在致辞中说，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展

机器人产业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

水平、塑造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标

志和手段。青岛作为中国领先的制造

业强市，近年来，依托齐全的工业门

类、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

场景，加快推进机器人产业项目集聚

与链条延伸，初步形成了覆盖产业链

上中下游的竞争优势。

“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良

好的生态。”王清宪说，当前青岛正充分

发挥在大循环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

都具有的“双节点”价值，用平台思维做

发展乘法，加快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

都和人工智能应用与服务产业高地，并

将机器人产业作为打造云计算、芯片、

传感器等工业互联网全产业生态的重

要内容，通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技

术赋能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设备，搭建国

际性机器人产业交流服务平台，集聚优

质项目、完善产业链条。我们坚持用市

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邀请企业家和

创业者提出产业政策蓝本，引导创投风

投等资本与场景、技术、人才对接互动，

打造最适宜机器人产业发展的“4+1”发
展生态。欢迎更多行业头部企业和创

业团队、科研人才，面向山东、黄河流域

乃至“一带一路”广阔市场投资青岛、布

局胶东，携手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机器人

产业基地。

会上，部分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作

了主旨报告和专题发言，举行了国际

机器人联合会-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CEO 圆桌对话，7 个合作项目现场签

约。本次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工业机

器人、服务及特种机器人主题论坛和

青岛机器人重点企业交流咨询座谈会

等活动。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相关负责

人，副市长耿涛，省工信厅和市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等出席。

■财经观察

2019年

中国4G基站总数为544万个，

移动互联网接入数据流量消费

1220亿GB，居全球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