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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疆科技生产的无人飞行器产品

园区机器人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固高科技研发的机器人产品

东莞生态园行政服务中心

“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产业结构转型时这样强调。《中国

制造业发展纲要（2015—2025）》被誉为“中国版工业4.0规划”，总理的一番

话显示出高层对制造业升级改造的强力支持，而推进工业4.0的根本，就是

要依托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

松山湖、生态园作为东莞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对此深有体会。改

革开放以来，东莞大力实施外向带动战略，立足地缘人缘优势，利用国

际分工调整、国际产业转移，通过发展“三来一补”，迅速成为世界闻名

的制造业基地。然而，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以外销为主的东

莞产业经济受到冲击。在此形势下，东莞主动对外向型经济进行了战

略调整，采取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一揽子应对计划，把科技创新作为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核心环节。作为东莞唯一的国家级高新

区，松山湖、生态园肩负起东莞创新发展的重任，园区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依托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促进传统产业的技

术改造，发挥园区的引擎带动作用，推动东莞乃至珠三角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而发展机器人产业，就是园区推进转型升级，抢占工业 4.0 产

业高地的重要抓手。

机器人产业面临百年一遇机遇

2014年被称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元年，珠三角更被认为是今后中国

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在机器人产业领域，园区早已起步，并走在了

前列。

工业机器人实际上属于装备制造范畴，而园区早在设立之时便有

发展装备制造业的产业规划。松山湖、生态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东莞一直在提转型升级，而转型升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设备的升级，要

走向生产自动化，工业机器人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依托东莞制造业

广阔的市场前景以及此前的产业雏形，松山湖、生态园一直在发展机器

人产业的道路上进行努力探索。2010 年 5 月，广东省运动控制与先进

装备制造国际团队进驻位于园区的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

院，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教授带领他的工业机器人研发团队，致

力于攻克机器人运动控制核心技术，拉开了园区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序

幕。随后，一大批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商以及智能

装备企业逐步在园区聚集，园区机器人产业初步形成集聚效应，机器人

产业链日趋完善。

去年 11 月 6 日，园区发展机器人产业的重要载体——松山湖国际

机器人产业基地已经正式挂牌成立。基地实行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运

作，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团队（成员包括：由李泽湘等多名机器

人专家投资组建的清水湾创业天使基金、固高科技、大疆创新科技、李

群自动化等 4 方）出资成立专门的公司，负责整个机器人基地的投资、

建设和运营管理。

机器人基地建设总投资约 27亿元，计划分三期开发。首期营运和

开发建设机器人研究院、孵化器及科技创业学院；第二期建设国际学

校、高端人才社区；第三期建设机器人基地骨干企业总部及研发中心。

李泽湘表示，目前，基地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体现为企业发展非常迅

速。比如固高是亚太地区首家，也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运动控制系统

研发及生产公司；大疆科技则是目前全球飞行影视航拍领域的领军企

业，其业绩在过去 3 年增长了近 80 倍，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创新创业企

业；李群自动化是机器人本体领域少数产品可以与国外竞争的企业；另

外，园区涉及环保、电动等领域的机器人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园区机器人产业集聚，已经得到国内外风投等金融机构的高度关

注。”李泽湘表示，目前，基地已经吸引红杉资本、台湾 WKT 投资基金

等全球知名投融资机构意向落户，对机器人产业人才、团队的各类扶持

资金超过 7000万元。此外，还有许多国内外风投机构的合作正在洽谈

当中，这说明，风投机构对园区机器人产业的前景看好。与此同时，国

内外机器人系统厂商、本体制造商、零部件厂商等也逐步在园区形成集

聚效应，不少知名机器人机构表示了落户园区的意向。

“当前，国内外新型企业如京东、阿里巴巴等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技术以及新型商业模式的结合，对传统的行业带来了极大的

颠覆。”李泽湘认为，现有制作设备智能化、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将

是工业 4.0 时代几大重要特征，因此，机器人产业只要加强与互联网等

先进技术结合，将面临百年一遇的发展机遇，对工业 4.0、农业 4.0，乃至

涵盖康复、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智慧城市 4.0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不仅国家层面支持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东莞对松山湖、生态园发展

机器人产业也予以大力支持。近日，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

代表、东莞市长袁宝成表示，2015 年，东莞将会大力推进“机器换人”，

积极应对人口红利消减和智能化制造化趋势。从去年起每年安排 2亿

元扶持企业“机器换人”。今年将在模具、服装等传统行业选择一批重

点项目，示范带动“机器换人”，同时大力推广融资租赁等新模式，进一

步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题，加快“机器换人”步伐。

在此背景下，园区发展机器人产业大有可为。李泽湘介绍，基地将

通过“创业、引进、联盟、推动”等四举措并举，加快建设发展。创业方

面，将吸引并引导美国、新加坡以及国内等地顶尖人才来园区创新创

业；引进方面，进一步引进机器人系统厂商、本体制造商、零部件厂商等

产业配套企业；联盟方面，吸收借鉴日本、美国的先进经验，建立有效的

机制，在园区形成机器人产业联盟，通过联盟上下互助合作，推动企业

发展壮大；推动方面，吸引并推动制造业企业运用机器人产品，提高企

业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注重做好服务。”李泽湘表示，与国内其他同

类型基地相比，园区机器人产业基地的核心优势在于，提供优质的服

务，有经验丰富的创业导师全程指导，固高、大疆、李群等著名机器人企

业全力支持与帮助，依托东莞完整的制造产业体系，可获得参与单位提

供的核心零部件技术，以及清水湾创业基金和红杉资本等提供的天使

基金，同时还将通过建设国际学校，为高端人才入驻基地解决好子女教

育问题，免除人才的后顾之忧，为此，相信有更多优质项目和高端人才

进驻基地，我们对机器人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推动东莞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园区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依靠全产业链的聚集效应，大力

推进制造企业强化集成创新，提高生产工艺，正在为东莞乃至珠三角传

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不遗余力地发挥着作用。

逸动智能科技（东莞）有限公司是园区众多机器人企业当中的其中

一家，该企业主要涉及环保太阳能船只领域。该企业总经理陶师正介

绍，企业最早是在香港设立，然而，在生产过程中，却发现生产所需的零

部件、采购环节均需要在东莞完成，这要耗费很多的时间，交通方面也

需要不少成本。经过综合考虑，企业决定入驻松山湖，看中的就是东莞

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在这里，从生产所需的外部塑料片、到内部的电机

零件通通都能找到，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可以随时与供应商进行沟通，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供应商而言，其实也是双赢。”陶师正表示，我们的供应商大部

分为制造业企业，企业原有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仅为加工，利润也

低。而为我们的机器人产品提供配套零部件后，企业提升了原有的工

艺，也增加了利润，这个过程，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体现。

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则瞄准东莞庞大的食品行业，将食品机

器人作为企业的重要市场方向。去年中秋前夕，该企业便为广州酒家

量身定制了一条分拣月饼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客户对此十分满

意。该企业负责人石金博认为，东莞一直在提转型升级，而转型升级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设备的升级，东莞的制造业产业完善，电子、模具、家

具、食品、服装等多样化产业的并存，为机器人企业的快速发展预留了

大量尚待开发的市场空间，也为中小型创新企业针对不同领域的市场

需求展开深入研发提供了可能。

“例如食品行业，东莞聚集了华美、徐福记等一大批食品企业，初步

估算，这个领域的产业工人约有上百万。”石金博认为，随着人工成本的

上升，企业对机器人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如果企业引进机器人，每个机

器可以代替两到三个工人，这样，可以帮助企业减少人工成本，提升企

业竞争力，推动企业乃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新型研发机构集聚高地

2015 年新年伊始，东莞市政府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订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松山湖大学创新城共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莞研究院。

该研究院是广东省科技创新大会后首个签约的新型研发机构项目，也

是东莞松山湖、生态园积极落实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大力实施科技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近年来，东莞先后与多所高校院所、检测技术机构，在松山湖、生

态园共建了东莞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东莞

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东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研究院

等 17 个新型研发机构。目前各研发机构依托高校院所的优势科研力

量，围绕东莞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需求，建立了一批

高技术研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聚集了一批高端科研团队和先进

的科研成果，为东莞企业提供研发、检测、咨询、人才培训等现代科技

服务，已成为推动东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重要力量。

在松山湖、生态园，有个著名的“苹果理论”，是科技成果在园区加

快转化过程最形象贴切的描述，从“青苹果”转化为“红苹果”，即是新型

研发机构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的过程。目前，园区

各研发机构迄今已累计为东莞家具、毛织、食品、服装、造纸、鞋业等传

统产业的 20000多家企业提供了产品研发、设计、检测等创新服务。如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获批广东省“数控一代”技术服务平

台，与大朗镇合作推进“一校一镇”行动计划，其开发的数控电脑毛织装

备，每台设备效率相当于 8 台手摇织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大朗

镇毛织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

程研究院大力实施“换芯换线”工程，与相关企业合作，研制出一系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控制芯片及核心部件，推动了康舒电子、正业科技、

恒顺康、勤上光电等企业相关芯片的国产化进程。

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近年来，松山湖、生态园紧紧围绕建设东莞“科学发展示范区、转型

升级引领区”“全市创新驱动发展的集聚区、生力军、加速器”的目标定

位，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推动园区超常规发展。接下来，园区将把创新

驱动作为推动园区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抢占工业 4.0产业高地，成为推动东莞产业转型升级，建

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力量，为广东强化“两个支撑”，东莞力争“三个走

在前列”发挥应有的贡献。

争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通过此举争取国家先行先试的政策措

施，深化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培育发展新经济增长点，构建区域创新体

系，加快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培育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加大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东莞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发展引擎和绿色发

展引擎。

加快聚集研发服务机构。推进北京大学光电研究院、华南协同创

新研究院的建设，加快建设空间科技城、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制

定园区科技服务体系总体规划，引导新型研发机构与企业建立产业联

盟、行业协会和研发中介，引进市场化科技服务专业机构，构建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链条。

促进科技金融产业融合。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大力引进机器人产

业基金等，推动更多基金、风投、天使等金融机构落户园区；与深创投、

高新投合作搭建科技金融产业合作平台，吸引各类科技资源和创新资

源入驻园区；组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和担保公司，设立创投母基金；进

一步强化金融的功能作用，通过金融来引导和聚集资源，促进金融资

源、创新资源、企业资源良性互动。

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积极利用松山湖、生态园高校、

科研机构众多等有利条件，进一步落实创业政策，整合创业资源，营造

大众创业氛围；大力建设构建“众创空间”载体，按照“创客空间+创业

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化基地”的思路发展科技孵化服务，启动

1—2个异地孵化器建设。

加大科技人才引进力度。松山湖、生态园将瞄准行业领军人才和

创新团队，打造政产学研组团联合招才活动品牌；与华中科技大学、省

物联网中心等合作，建立留创园分园、博创园分园；筹办建设美国、英国

两个海外人才工作站，运用以商聚才、海外招才、以才引才等多种方式，

延揽海外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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