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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

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根据《增强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制定本方案。 

一、发展背景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整体素质

显著增强。工业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研制和集成应用能力明显提升，

整机产品示范应用稳步推进。服务机器人方兴未艾，在公共服务、

医疗康复等领域研制出一系列代表性产品并实现应用。标准化检测

认证体系初步建立，在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探索实践。 

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虽取得阶段性突破，但综合竞争能力相比

世界机器人强国仍有一定差距。行业集成创新能力不足，机器人操

作系统、云服务平台等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滞后。工业机器人产

品一致性和可靠性难以全面满足下游应用需求，需要依靠技术积累

提升产品性能。服务机器人产品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规模化推广

存在障碍，需要融合新技术加快示范应用。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仍待

加强，检测评定工作和认证采信制度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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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时代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必须集中

力量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实现产业化，加快典型产品推广应用，优化

产业发展环境，切实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

链中高端。 

二、主要任务及预期目标 

（一）提升关键共性技术集成创新能力 

整合行业协会、产业链骨干企业、相关科研院所的资源和优势，

重点开发具有基础性、关联性、系统性、开放性的关键共性技术，

组建上下游紧密协作、利益共享的机器人集成创新平台，破除制约

行业高端化发展的重大技术瓶颈。 

智能机器人操作系统。研究支持多核异构硬件架构的操作系统

与网络化分布处理的实时任务分割与通信技术、实时数据分发与交

互技术；对多种主流硬件体系结构和智能硬件加速芯片的支持技

术；设备即插即用式动态配置技术、机器人功能组件标准化技术、

机器人应用框架描述技术。 

智能机器人云服务平台。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开源共享云端数据

库，突破机器人工作环境、服务目标、解决方案等海量数据获取与

云端存储技术，以及自主推理与规划、自主学习等数据挖掘技术。

构建安全可靠的机器人云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在线环境建模、场

景理解、态势认知以及行为产生和优化技术，并开展应用验证。 

（二）推动典型制造领域生产过程智能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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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装配机器人、喷涂机器人、洁

净机器人等整机系列化产品开发能力，继续深化在新能源、汽车、

电子、轻工、纺织、医药、冶金、建材、民爆、危险化学品等行业

示范应用，优先支持对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安全事故多的生

产制造环节实施数字化改造，改善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三）加快智能服务机器人推广应用  

聚焦市场潜力大、产业基础好、外溢效应明显的智能服务机器

人领域持续发力，以模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点发展方向，提

升特种服务机器人、医疗康复机器人、公共服务机器人、个人服务

机器人产品质量和综合竞争力，加快产品推广应用。 

特种服务机器人。重点发展用于救灾救援、反恐防爆等公共安

全领域的特种服务机器人，以及特殊地质及气候环境下铁路、电力、

桥梁、石化等行业智能化、无人化维护作业机器人，推动 5-8 种特

种服务机器人工程化应用，实现千台级规模销售。 

医疗康复机器人。重点发展微创手术、自然腔道手术、穿刺活

检与诊疗、骨科手术与诊疗、康复训练等医疗康复机器人，提升产

品在复杂手术深度学习和自主编程等方面的能力，优先支持已取得

医疗器械许可证或已进入临床测试阶段的产品成熟度较高的手术

机器人产业化，积极推动典型产品规模化临床应用。 

公共服务机器人。重点发展面向金融机构导服、场馆导览、医

院导服、商场导购等领域自动接待，以及用于机场、社区等公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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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安保清洁的公共服务机器人，提升产品复杂场景服务能力，拓宽

产品应用领域，改善公共服务质量。 

个人服务机器人。重点发展学习教育、无人机、平衡车等服务

机器人产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机器人产品深度融合，提高

产品智能人机交互能力，提升产品在多变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

的适应和规划能力，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 

（四）研究布局新一代智能机器人 

密切跟踪全球智能机器人行业最新发展动态，顺应个性化定制

和柔性化生产的发展趋势，提高机器人安全性、易用性和环境适应

性，研究布局全自主编程工业机器人、人机协作机器人、双臂机器

人等新一代智能机器人，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全自主编程工业机器人。将深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逐步应用于机器人控制中，开发具有智能工艺专家系统，可自动获

取信息生成作业程序，满足焊接、喷涂、抛光、打磨等复杂作业要

求的工业机器人。 

人机协作机器人。突破机构设计、多维感知、三维视觉、力反

馈等关键技术，开发适用于非结构环境，柔性、灵活度和精准度较

高，可脱离护栏限制并与员工共享空间、协同作业，满足电子、医

药、精密仪器等行业生产操作需要的人机协作机器人。 

双臂机器人。突破运动轨迹规划、双臂协调控制算法、操作力

或力矩控制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开发单臂 6 自由度以上，具有高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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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安全性、自主避障、快速配置等特点，能够适应复杂任务的

双臂机器人，满足典型行业柔性生产及智能制造需求。 

（五）加强检验检测认证能力建设 

进一步提升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以下简称“国评中

心”）检测业务的专业化水平，着力开展机器人基础标准、相关产

品标准、检测评定方法标准的研究和制修订工作，重点针对机器人

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方面的检测开展基础性研究工作和实践操

作，填补相关领域空白。进一步提升中国机器人认证的认知度和公

信力，以国评中心和机器人检测认证联盟为依托，有针对性地研发

认证项目、制定认证方案，并积极开展相关国际交流，不断提升自

主化、专业化的认证技术水平，建立我国机器人质量评定依据，健

全机器人质量认证体系。通过引导征信机构采信有关检测认证信

息，实现社会共治和部门协同监管，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推

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产业发展指导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统筹考虑产业基础、人才资源、市场需求

等要素条件，科学谋划、理性布局，有序推进产业发展，防止低水

平重复建设。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国评中心等要加强产业运行监

测分析，强化行业数据资源积累、管理、分析和应用，建立行业第

三方服务供给与企业业务需求的高效对接通道，为行业发展提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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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为企业发展提供咨询，合理引导社会资本投向。  

（二）优化资金支持方式 

统筹利用国家相关专项资金，支持智能机器人重大核心技术攻

关、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和重点领域示范应用。地方政府可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配套支持政策，支持本地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产业化

重大项目。积极推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等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

金加大对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支持力度，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加

快推动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产业化实现突破。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创

新业务模式，加大对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扶持力度。 

（三）统筹检测认证工作 

依托国评中心的组织架构，加强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与国评中

心的工作对接，统筹推进我国机器人行业标准检测认证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质量基础设施的平台性作用，通过建立和执行统一的技术

标准和认证实施规则，不断提升自主品牌机器人产品质量特别是安

全性、可靠性水平，全面支撑我国智能机器人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四）完善产业发展环境 

制订完善机器人认证采信制度，积极推动认证结果在国家有关

专项、金融信贷、税收减免等领域的采信使用。积极推动将机器人

质量认证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质量和信用信息的

互通共享引导市场行为，实现行业自律和社会共治。严格执行招投

标管理有关规定，禁止设立限制自主品牌机器人参与投标或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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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性条款。 

（五）强化组织协调管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方案实施的组织协调，委

托有关单位建立方案实施的跟踪评估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实施过程

中的问题。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对本地区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动态监

管，健全日常管理和随机抽查制度。 

（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结合“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实施，推动建立智能机器人产业

对话交流平台，构建国际合作长效机制，促进机器人产业技术和资

本的国际交流，重点围绕智能机器人标准制定、认证制度、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产品示范应用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鼓励国内机构

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和认证规则，加快推进标准对标，适时开展

认证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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