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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工业机器人是最典型的机电一体化、数字化装备，技术附加值很高，应用范围很广，作为

先进制造业的支撑技术和信息化社会的新兴产业，对未来生产和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工业机器人主要由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系统与本体四大部分构成。根据国际

机器人联合会统计，2013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为17.9万台，同比增长12%。2014年全球工业

机器人市场增速加快，销量达到22.5万台，同比增长27%，其中在亚洲的销量占到三分之二。

目前欧洲和日本是工业机器人主要供应商，ABB、库卡、发那科、安川电机四家占据着工业

机器人主要的市场份额。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

基础，在制造领域、应急救援、野外勘测、资源开发、国防军工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府的引导以及本土企业自身成长压力的推动下，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近年呈爆发式增长

态势。2014年我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5.7万台，较上年增长55%，已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

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目前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于汽车行业，核心功能在于焊接与钎焊。其中，工业机器人的核

心部件包括减速机、伺服 电机、控制系统等，其中减速机、伺服电机合计占到总成本的 50%

以上。（1）从应用行 业来看，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于汽车、电子/电气、金属、塑料及化学

品、食品饮料、烟 草等行业，其中尤以汽车行业为重。（2）从应用功能来看，工业机器人

的功能主要包括 焊接及钎焊、搬运/上下料、装配及拆卸、胶封、加工等，过去以焊接及钎焊

为主，目前 这一功能的占比正在下滑。（3）从需求市场来看，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是工

业机器人 应用的核心市场，并且未来需求量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目前超过 90%的工业自动化作业是传统机器人无法完成的，包括机械管理（Machine Tending

）、备料、装货卸 货、包装等还未实现完全自动化。人机协作机器人可以部分弥补传统工业

机器人的不足， 完成机械管理等工作。另外，搭载工业机器臂的移动机器人可能也是下一个

工厂发展的 主要方向之一。

 2015年国内市场各类机械结构的工业机器人销量占比

 2015年国内市场各类应用领域的工业机器人销量占比

 2015年国内市场各类应用行业的工业机器人销量占比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全景调研及市场需求预测报告

》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工业机器人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工业机器人规模

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工业机

器人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工业机器人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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