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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起我国连续四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

机器人消费市场。2016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9万

台，占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将近1/3。然而，庞大且

井喷发展的市场虽然催生了3000多家机器人企业，

但大约7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产品；而且

缺乏能与跨国公司抗衡的本土龙头企业，只有大约

30%的工业机器人由本土企业提供，高端机器人还

被跨国公司控制。服务机器人将是人工智能从虚拟

世界联系物理世界的重要载体，未来的发展空间很

大，但目前我国本土服务机器人企业还处于技术研

发阶段。工业机器人既是下游行业实现智能制造的

一个重要载体，也是服务机器人发展的技术基础，

因此，进一步完善工业机器人价值链以提升国际竞

争力，是我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机器人价值链：生产者驱动还是购买者驱动

机器人主要包含“机械硬件”与“系统服务”

两部分，关键零部件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系

统设计相当于机器人的“神经”。机械硬件的最终

产品为机器人身体，也称本体制造。机器人能否

“动起来”精确地完成客户的需求，除了取决于最

核心的控制器、伺服电机、减速器和运动关节等关

键零部件之外，还取决于系统设计。本体制造商

引导企业并购推进机器人价值链驱动转换

◎陈爱贞

摘要：随着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迅速发展，大量企业以各种并购方式进入，但主要集中于系统

集成服务环节，这进一步强化了我国机器人价值链的购买者驱动机制，制约了机器人关键技术突破与自

主品牌培育。为此，需要从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高度引导企业基于价值链的并购，推动我国机器人价值链

从系统集成服务商驱动转换为本体制造商-系统集成服务商或本体制造商-关键零部件供应商双重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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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整机品牌企业，其不但需要进行整机研发、

设计，还需要实现人机交互。系统集成服务商作为

本体厂商与下游用户的“中间人”，是机器人商

业化、大规模普及的关键环节，其根据下游用户需

求提供解决方案。机器人行业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

行业定制化。由于不同行业用户的需求差异大，系

统集成服务商难以标准化与规模化发展，而本体、

零部件等机械硬件环节可以实现标准化与规模化发

展。

以四大家族——库卡、安川电机、ABB和发那

科为代表的机器人品牌企业，都是从机器人相应业

务发展起来的，依托于机器人某个核心零部件技术

逐渐掌握机器人本体技术，进而一体化发展为整体

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因此，这些著名的机器人品牌

企业往往既是本体集成商，也是系统集成服务商。

如库卡，其工业机器人销售额与系统集成收入分别

占42%和58%，但工业机器人毛利润大于系统集成。

因此，这些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工业机器人价值链都

属于生产者驱动或生产者-系统集成服务商双重驱

动类型，本体品牌企业居于主导地位，引领技术发

展。

我国由于高精尖端机械装备基础薄弱，机器

人行业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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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下游各个工业细分市场对机器人的使用规模还

不大，造成在细分市场夹缝中发展的本土机器人企

业因采购量小而进口成本高，其中控制器、伺服电

机和减速器三个关键零部件的成本往往占到本体成

本的70%左右，使得我国本体集成商实际上变成了

本体组装商，利润率很低甚至亏损。本土系统集成

服务商由于拥有包括熟悉国内市场、渠道、产学研

联合及工程师红利等在内的本土比较优势，往往可

以借助对某一个或某些细分行业的深入了解，针对

企业的工艺和生产设备，提供更加简化、低成本和

适用的设计方案。而且相比于本体制造需要巨额的

投入与技术积累，系统集成是将各个分离的设备、

功能和信息等集成到相互关联的、统一协调的系统

中，其进入壁垒相对较低。由此，我国90%左右的

机器人企业都集中于系统集成服务环节，关键零部

件甚至本体依赖进口或国内采购。目前在焊接、喷

涂、抛光打磨和搬运码垛等领域，我国系统集成服

务商已经形成较强的比较优势。可以说，目前我国

工业机器人价值链多为购买者驱动类型，系统集成

服务商居于主导地位，硬件以外购为主，企业利润

主要来自系统集成服务环节，本体制造商净利润率

为零，往往需要依赖政府资助、补贴等来实现盈利

（见图）。

机器人属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特

性决定了其生产过程相对比较复杂，生产工序比较

多，需要由一系列的企业按垂直分工的关系来提供

各个环节的产品。如果具有较高设计和技术能力、

规模密集的企业处于“链主”地位，价值链中的大

部分增值将流向生产领域，为此，生产者驱动价值

链中的技术研发、生产工艺改进、产品更新、通

过产业垂直一体化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和基础设

施建设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我国机器人行业由于硬

件基础差以及进入壁垒高，更多企业进入系统集成

环节，这种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大部分增值将流向

市场销售、服务等流通领域，由此，价值链将更强

调通过市场营销、开拓市场获得范围经济、将制造

环节从价值链中分离出去等“软基础”的建设。这

使得我国机器人整体设计能力弱，产业基础提升受

限，而且不利于国产自主品牌的培育。

企业并购对机器人价值链发展的影响

随着技术日趋复杂化，企业完全依靠内部研发

实现盈利的难度和风险加大。尤其是在市场需求井

喷发展，而本土企业尚处发展初期，其承受创新不

确定性的能力弱时，将面临更多的“创新门槛”。

目前我国约每1万人使用30台机器人，低于全球58

台的平均水平，德国的机器人密度是我国的10倍，

日本是我国的11倍。可以说我国机器人的市场发展

空间非常大，本土机器人企业需要快速提升价值链

和产业链基础，以增强竞争力。企业并购可以在较

短时间内为企业获取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从

而克服“创新门槛”，并迅速进入新技术领域。因

此，自2013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后，为快速抢占市场，众多企业纷纷以并购方式从

电梯、机床等相关行业迅速进入机器人行业；已经

率先进入的机器人企业也加快并购步伐，快速向上

下游延伸布局。

机器人行业国内并购事件中，并购标的多为机

器人应用系统服务商，如鑫龙电器并购中电兴发、

科大智能并购冠致自动化、新时达并购晓奥享荣和

会通科技等，这种做法可以迅速提升企业为下游

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以快速抢占更大市

场；还有一些企业并购下游企业以进入更多细分市

场，如巨星科技并购华达科捷、华昌达并购龙德科

技、埃斯顿并购普莱克斯；还有企业通过并购制造

型企业以提升其制造能力，如华中数控并购江苏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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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汇川技术并购莱恩精密，但这类并购活动相对

比较少。机器人行业跨国并购中，除了美的并购库

卡和南车时代电气收购英国SMD，绝大多数企业都

是并购机器人应用系统服务商，如自身生产本体的

万丰科技、埃夫特、埃斯顿、东方精工和华昌达等

也并购应用系统服务商，以从本体环节向系统集成

环节实现纵向一体化发展；原先没有生产机器人的

万讯自控、卧龙电气和均胜电子等通过收购应用系

统服务商进军机器人领域。多数企业跨国并购后都

在国内建立了合资企业，以把技术引进国内。美的

并购四大家族中的库卡，对提升本体制造能力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在我国国内建立的合资企业

将主要集中于个人机器人领域。

总体来看，企业并购使得更多资源流入机器人

行业，增大了机器人企业规模，增强了其实力。但

为快速抢占市场，我国机器人行业的并购主要集中

于应用系统服务环节，关键零部件与本体制造环节

的并购还比较少，这与关键零部件与本体制造商的

数量相对比较少使得并购机会少，且关键零部件与

本体制造商作为重资产企业对其发起并购涉及的金

额比较大，进而并购难度比较大等有较大的关系。

显然，这种并购倾向会使得国内更多资源流入系统

集成服务环节，造成机器人价值链“软重硬轻”，

难以摆脱关键零部件和本体技术对国外的依赖，这

容易强化我国机器人价值链的购买者驱动类型，也

不利于国产自主品牌的培育。

对策

1.把企业并购放在产业发展战略的高度

随着国内竞争国际化，我国机器人行业发展

的最主要问题是本土机器人企业竞争实力较弱：其

一，专业机器人如顾高、众为兴和福土等，企业规

模太小，技术优势不明显；其二，上下游进入的企

业如汇川科技、英威腾、雷柏和佳士等，企业产值

规模较大，但机器人所占比例较低，一般在10%左

右。通过并购整合资源，以引导更多优质资源流入

优秀的机器人企业中，增强机器人制造与服务业务

的比重，是推动我国机器人企业成长的重要路径，

也是增强我国机器人行业基础的重要模式。

2. 引导并购基于价值链推进

在企业全球竞争已经演变为价值链间竞争的

背景下，价值链动力机制决定了资源和收益在价值

链上不同环节的配置，进而也决定了一个产业的基

础与发展方向。因此，立足目前我国机器人行业发

展困境，企业并购需要基于价值链，一方面，通过

并购增强本体制造商的技术能力，增强其主导价值

链、引领价值链攀升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需要

拓展资源重组的空间，引导更多资源进入关键零部

件与本体环节，推动我国机器人价值链从购买者

（系统集成服务商）驱动转换为生产者-购买者（本

体制造商-系统集成服务商）双重驱动，或生产者-

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本体制造商-关键零部件供应

商）双重驱动。

★本文系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

装备制造业并购模式选择及其创新绩效》（编号：

2014A030313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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