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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1.1 项目背景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专章论述，指出

要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17%。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

在“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部分，明确要大力推动专利导

航在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应用。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制造业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明确要求广东加快推

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2020 年 5 月，《广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发布，并进

一步制定了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行动计划，最终形成“1+20”的政策体系，旨

在推动广东省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贯通，加快建立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1 年 4 月，《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总体要求”中表示，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做大做强战略性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

服务业，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高产业现代化水平，打

造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推动建设更具国际竞争

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针对“智能机器人产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五部门于 2020 年 9 月

印发了《广东省培育智能机器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提出到 2025 年，智能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800 亿元，其中服务机器人行业

营业收入达到 200 亿元，无人机（船）行业营业收入达到 500 亿元，工业机器人

年产量超过 10 万台，年均增长约 15%。并明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聚焦

技术创新、深入示范推广、强化支撑体系等重点任务中的相关工作。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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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及省委、

省政府关于推进制造强省建设的工作部署，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

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广东省培育智能机器人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的工作安排，加快发展智能机

器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开展智能机器人产业

专利分析研究工作。基于产业专利导航创新决策理念，紧扣产业分析和专利分析

两条主线，将专利信息与产业现状、发展趋势、政策环境、市场竞争等信息深度

融合，基于知识产权产业金融大数据，深入研究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

明晰产业发展方向，找准区域产业定位，分析存在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和制度障

碍，指出优化产业创新资源配置的具体路径，提出适用于本区域产业创新发展的

相关建议，为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提供决策

支撑。 

1.2 产业链分类 

智能机器人产业分为三大领域，其中，产业链上游对应核心零部件领域，产

业链中游对应机器人本体领域，产业链下游对应系统集成领域。进一步将智能机

器人产业分为多个相关的三级分支：上游核心零部件主要涉及伺服系统、减速器、

控制系统、人工智能芯片、激光雷达、传感器；中游机器人本体主要涉及直角坐

标型机器人、极坐标型机器人、圆柱坐标型机器人、多关节型、并联机器人；下

游系统集成主要涉及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殊作业机器人。对上、中、下

游三级产业再进行细分，可进一步细化至四个层级，上游共包括 4 个细分分类，

下游共包括 16 个细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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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结构图 

1.3 统计口径约定 

本报告中的所有数据均为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知识产权资源统计数据。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 指公开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有效专利量 报告期末处于专利权维持状态的案卷数量，包括发明、实用新

型和外观。与申请量和授权量不同，有效量是存量数据而非流量数据。 

有效发明专利量 报告期末处于发明专利权维持状态的案卷数量。与申请量

和授权量不同，有效量是存量数据而非流量数据。 

1.4 重要术语释义 

创新企业 指有专利申请活动的企业。 

上市公司 包括在 A 股、中概股、港股和新三板上市的企业。 

独角兽企业 指成立时间不超过 10 年、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未上市创业公

司。 

隐形冠军企业 指在某个细分行业或市场占据领先地位，拥有核心竞争力和

明确战略，其产品、服务难以被超越和模仿的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 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工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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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 

初创企业 指融资成功且拥有专利申请的创业企业。 

高价值专利 包含以下五种情况的有效发明专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

利、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发明专利、实现较

高质押融资金额的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 

创新人才 指有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发明人。 

国家高层次人才 指院士、长江学者、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博士后创新人才

支持计划等高端人才。 

技术高管 指在企业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管，同时拥有专利申请的发明创

造工程师。 

科技企业家 指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法定代表人。 

复合增速 即年复合增长率，计算方法为总增长率百分比的 n 方根，n 相等

于有关时期内的年数。公式为：（现有数值/基础数值）^（1/年数）-1。 

国内 31 省市 包含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

湖南省、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

海南省、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甘肃省、江西省、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市、

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共 22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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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态势 

2.1 全球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 

 全球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概况 

机器人发展历经 1.0 时代到 3.0时代，现已迈入 4.0时代。 

机器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代，分别称之为机器人 1.0、机器人 2.0、机

器人 3.0。机器人 1.0（1960-2000 年），机器人对外界环境没有感知，只能单纯

复现人类的示教动作，在制造业领域替代工人进行机械性的重复体力劳动；机器

人 2.0（2000-2015 年），通过传感器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构建起机器人的感觉能力，

并模拟部分人类功能，不但促进了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成熟应用，也逐步开始向

商业领域拓展应用；机器人 3.0（2015 年以后），伴随着感知、计算、控制等技

术的迭代升级和图像识别、自然语音处理、深度认知学习等新型数字技术在机器

人领域的深入应用，机器人领域的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逐渐渗透到社会生产生

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机器人 2.0 的基础上，机器人 3.0 实现从感知到认知、推理、

决策的智能化进阶。 

 

图2. 机器人发展阶段示意图 

目前，机器人已跨入 4.0 时代，把云端大脑分布在从云到端的各个地方，充

分利用边缘计算去提供更高性价比的服务，把要完成任务的记忆场景的知识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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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很好的组合起来，实现规模化部署。机器人除了具有感知能力实现智能协作，

还具有理解和决策的能力，达到自主的服务。[1] 

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将具备互联互通、虚实一体、软件定义和人机融合的特征。 

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将具备互联互通、虚实一体、软件定义和人机融合的特征，

具体为：通过多种传感器设备采集各类数据，快速上传云端并进行初级处理，实

现信息共享；虚拟信号与实体设备的深度融合，实现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反

馈、执行的流程闭环，实现“实-虚-实”的转换；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运算的智

能算法依托优秀的软件应用，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将向软件主导、内容为王、平台

化、API 中心化方向发展；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实现人机音像交互，乃至机器人对

人的心理认知和情感交流。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的日渐成熟，推动机器人逐步完成从传统机

器人到具有感知、分析、学习和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人的转变。智能机器人可处

理大量的信息，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在工业、农业、交通、医疗、教育、娱乐、

航天和军事上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 

不同领域智能机器人的竞争表现各不相同，工业机器人技术壁垒相对较高，服务

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产业的集聚度相对较低。 

在工业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高端市场基本上被行业巨头所垄断，技术壁

垒相对比较高，并且巨头开始向更高价值的后端服务转型，新进企业所面临的技

术和市场挑战比较大，存量的中小企业更专注于非标市场，通过低层级的系统集

成来获得相应的收益，领域内存在着明显的价值梯度差距。在服务机器人和特种

机器人领域，产业的集聚度相对较低，细分领域的市场应用也没有完全打开，正

处于产业发展期，更易于企业进入和快速发展。[3] 

                                                 

[1] 资料来源：英特尔《机器人 4.0 白皮书》。 

[2] 资料来源：陶永《智能机器人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的思考与建议》。 

[3] 资料来源：张斌《全球机器人时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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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协作成为工业机器人重要发展方向；认知智能支撑服务机器人实现创新突破；

特种机器人将替代人类在更多复杂环境中从事作业。 

人机协作成为工业机器人重要发展方向：随着机器人易用性、稳定性以及智

能水平的不断提升，机器人的应用领域逐渐由操作型任务向加工型任务拓展。人

机协作将人的认知能力与机器人的效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人可以安全、简便的

进行使用。例如，瑞士 ABB的双臂人机协作机器人 YuMi 可与工人一起协同工作，

在感知到人的触碰后，会立刻放慢速度，最终停止运动。 

认知智能支撑服务机器人实现创新突破：人工智能技术是服务机器人在下一

阶段获得实质性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正在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加速迈进，并

已经在深度学习、抗干扰感知识别、听觉视觉语义理解与认知推理、自然语言理

解、情感识别与聊天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例如，英特尔开展自适应机器人

的交互研究，实现低成本、多种服务、良好易用的机器人交互。 

特种机器人替代人类在更多复杂环境中从事作业：当前特种机器人已具备一

定水平的自主智能，已能完成定位、导航、避障、跟踪、场景感知识别、行为预

测等任务。随着特种机器人的智能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不断增强，其在军事、防

暴、消防、采掘、建筑、交通运输、安防监测、空间探索、防爆、管道建设等众

多领域都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4] 

在全球机器人技术与产业版图中，传统上存在着日、美、欧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全球机器人技术与产业版图中，传统上存在着日、美、欧三足鼎立的格局。

日本在机器人方面有着深厚的工业基础，尤其在控制机器人精密动作的伺服电机

技术和产业方面，日本的松下、三菱等企业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日本在仿

生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的研究和开发方面下足了功夫。美国在机器人产业

方面，更注重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其优势在于“软”的方面，依托 IBM、微软、

谷歌、苹果、脸书等众多软件与互联网巨头，美国在机器人产业方面有着不可撼

动的地位。欧盟中的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都是老牌的工业强国，基于

它们在机械与电子领域的扎实基础，欧盟国家的机器人产业底蕴极深。[5] 

                                                 

[4]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 

[5] 资料来源：陈鹏《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和智能制造的“比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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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整体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服务机器人迎来发展黄金时代。 

2019 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 294.1 亿美元，2014-2019 年的平均增长

率约为 12.3%。其中，工业机器人 159.2 亿美元，服务机器人 94.6 亿美元，特种

机器人 40.3 亿美元。 

 
图3. 2019年全球机器人市场结构 

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电子、金属制品、塑料及化工产品等行业已经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2014-2019 年工业机器人的市场规模以年均 8.3%的速度持续增长。依

托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公共服务机器人应用场景和服务模式正不断拓展，带动服

务机器人市场规模高速增长，2014-2019 年全球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年均增速达

21.9%。2014-2019 年全球特种机器人产业规模年均增速达 12.3%，预计 2021 年

全球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超过 50 亿美元。[6]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概况 

我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逐步规模化、体系化，基本建立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技术

创新成果显著，但未来发展仍面临众多挑战。 

我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逐步规模化、体系化，基本建立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

技术创新成果显著。然而，智能机器人在未来发展中同样面临众多挑战，包括关

键及前沿技术的突破、应用的创新与推广、资源的整合与协同等。在关键及前沿

                                                 

[6]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 

工业机器人, 54.0%服务机器人, 32.0%

特种机器人,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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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面，现有产品的智能化程度不足，功能相对简单单调，在复杂场景下的人

机交互体验效果不佳，难以匹配用户需求，急需突破技术瓶颈，实现内生增长。

在应用推广方面，有效的刚需尚待形成，需要把握市场动向推陈出新。在资源方

面，产业整体处于起步期，越来越多的行业用户、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和初创公司

参与机器人产业，增加了机器人生态系统的复杂程度。[7] 

国内厂商攻克了减速机、伺服控制、伺服电机等关键核心零部件领域的部分难题，

工业机器人国产化进程再度提速。 

目前，国内厂商攻克了减速机、伺服控制、伺服电机等关键核心零部件领域

的部分难题，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的趋势逐渐显现。与此同时，国产工业机器人在

市场总销量中的比重稳步提高。国产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在国产工业机器人中的

使用也进一步增加，智能控制和应用系统的自主研发水平持续提高，制造工艺的

自主设计能力不断提升。在自主品牌机器人中，国产控制器、伺服电机和减速器

的使用占比分别达到 60%、70%和 40%左右。近年来，与人类共同进行一线作业

的协作机器人（COBOT）呈现快速增长态势。[8]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应用模式不断丰富，中国服务机器人产

业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使服务机器人的使用体验进一步提升，

语音交互、人脸识别、自动定位导航等人工智能技术与机器人融合不断深化，智

能产品不断推出，同时催生出一批创新创业型企业。与此同时，我国在多模态人

机交互技术、仿生材料与结构、模块化自重构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进

一步提升了我国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技术水平。目前，我国已在医疗、烹饪、物

流等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未来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应用模式不

断丰富。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9] 

                                                 

[7] 资料来源：陶永《智能机器人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的思考与建议》。 

[8]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方晓霞《“十四五”时期机器人产

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9]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方晓霞《“十四五”时期机器人产

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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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机器人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等领域形成规模化

产品。 

特种机器人方面，目前在反恐排爆及深海探索领域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已取得

突破，例如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高精度定位导航与避障技术、汽车底盘危险

物品快速识别技术已初步应用于反恐排爆机器人。与此同时，我国先后攻克了钛

合金载人舱球壳制造、大深度浮力材料制备、深海推进器等多项核心技术，使我

国在深海核心装备国产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特种无人机、水下机器人、搜救/排爆机器人等系

列产品，并在一些领域形成优势。近年来，我国涌现出大疆、极飞、亿航、昊翔

等优秀无人机企业，无人机应用在农业、物流、测绘等垂直行业快速铺开，龙头

企业已着手打造无人机生态系统，拓展市场布局。[10] 

我国机器人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工业与服务领域颇具成长空间。 

2019 年，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 86.8 亿美元，2014-2019 年的平均增长率

达到 20.9%。其中工业机器人 57.3 亿美元，服务机器人 22 亿美元，特种机器人

7.5 亿美元。 

 

图4. 2019年我国机器人市场结构 

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保持向好发展，约占全球市场份额三分之一，是全球第

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2021 年国内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 70 亿美元。我国服

                                                 

[10]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 

工业机器人, 66%

服务机器人, 25%

特种机器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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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成为机器人市场应用中颇具亮点的领域，随着人

口老龄化趋势加快，以及医疗、教育需求的持续旺盛，我国服务机器人存在巨大

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2019 年我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同比增长约 33.1%。我国

特种机器人市场保持较快发展，各种类型产品不断出现，2019 年我国特种机器

人市场规模增速达 17.7%，高于全球水平，预计 2021 年特种机器人的国内市场

需求规模有望突破 11 亿美元。[11] 

全国六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基本形成。 

各地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扶持、推动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全国大部分省市都

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机器人产业园、产业小镇、产业基地和机器人集聚区等，基本

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东北、中部和西部六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 

 

图5. 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主要集聚区 

长三角地区，在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基础相对最为雄厚，区域内机器人产

业结构更趋合理，位于产业链下游的系统集成商比例有所下降，区域内核心零部

件国产化率居全国领先水平。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在机器人核心技术研发、本体

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方面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但是从产品结构来看，珠

三角地区高端产品销售收入要略逊于京津冀地区，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仅居全国

                                                 

[11]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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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水平。京津冀地区，区域内科研院校众多，相较其他区域更具技术优势，产

业链包括工业机器人及其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等。东北地区是中

国老工业基地，机器人产业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区域内的新松公司是国内第一

家机器人上市公司，仅新松一家公司就占据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三分之一的市场

份额，但近年来区域产业发展整体缺乏后劲。中、西部地区机器人产业基础在六

大集聚区中是最为薄弱的，但近年来后发潜力逐步显现，其中，综合实力相对较

强、具有良好制造基础的武汉、长沙、洛阳、芜湖、重庆、成都等城市充分利用

本地化的科技资源和人才优势，着力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积极补齐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短板”，打造了一批工业机器人企业集群和关键零部件企业集群，

逐步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链，产业集聚效应、辐射作用日益

增强。[12] 

2.2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政策环境 

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从制度层面提供了保障行业蓬勃发展的优良

环境，驱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 

自 2016 年起，中央发布多项政策，支持机器人产业发展，推动“中国智造”。

《中国制造 2025》明确将机器人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工信部也陆续出台《机器人

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政策，着力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积极打造面向全球的机器人技术和产业生态体系。“十三五”期间密集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举措，并在工业、医疗、救灾救援等领域展开机器人的研制与应用示范，

“十四五”规划将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作为重大战略部署，构建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产业生态。智能生产是智能制造的基础，智能工厂则

是智能生产的主要载体，机器人作为智能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企业显著降

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13] 

                                                 

[12]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方晓霞《“十四五”时期机器人产

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13]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中泰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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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智能机器人产业主要相关政策 

时间 单位 文件 相关内容 

2016 年 

工信部、

发改委、

财政部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 

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年产量达 10 万台，

服务机器人年销售收入超过 300 亿元。 

2016 年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科

技 

创新规划》 

下一代机器人技术研究，工业机器人实现

产业化，服务机器人实现产品化，特种机

器人实现批量化应用。 

2016 年 
工信部、

财政部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促进服务机器人等研发和产业化。 

2016 年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推动专业服务机器人和家用服务机器人试

点示范。 

2016 年 

工信部、

发改委、

认监委 

《关于促进机器人产

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开拓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推进服务机器

人试点示范。 

2017 年 科技部 

《“智能机器人”重点

专项 2017 年度项目专

项申报指南》 

围绕智能机器人基础前沿基础、新一代机

器人、关键共性技术、工业机器人、服务

机器人、特种机器人 6 个方向，启动 42

个项目，经费约 6 亿元。 

2017 年 工信部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 年）》 

到 2020 年，智能服务机器人环境感知、

自然交互、自主学习、人机协作等关键技

术取得突破，智能家庭服务机器人、智能

公共服务机器人实现批量生产及应用，医

疗康复、助老助残、消防救灾等机器人实

现样机生产，完成技术与功能验证，实现

20 家以上应用示范。 

2018 年 工信部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 

工作方案》 

到 2020 年，新一代工业机器人具备人机

协调、自然交互、自主学习功能并实现批

量生产及应用；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在机

床、机器人、石油化工、轨道交通等领域

实现集成应用；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的工

业现场视觉识别准确率达到 90%，测量精

度及速度满足实际生产需求。 

2019 年 

中 央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委

员会 

《关于促进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的指导意见》 

探索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应用转化路径和方

法，构建智能经济。 

2020 年 科技部 

《“智能机器人”重点

专项 2020 年度定向项

目申报指南》 

按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要求，

从机器人基础前沿理论、共性技术、关键

技术与装备、应用示范四个层次，围绕智

能机器人基础前沿技术、新一代机器人、

关键共性技术、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

人、特种机器人六个方向部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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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会 

《“十四五”规划纲要》 

深入实施智能制造，推动机器人等产业创

新发展；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

兴数字产业，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

慧能源等重点领域开展试点示范。 

2.3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态势 

 中国创新企业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共 106049 家，近五年复合增速达 33.0%。 

截至 2021 年 7 月，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有专利申请活动的创新企业

共 106049 家，近五年复合增速达 33.0%。其中，2018 年同比增速最快，同比增

长 39.6%。 

 
图6.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数量增长趋势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排名前五位的

省市依次为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和北京市。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截至 2021 年 7 月，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有专

利申请活动的创新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其中，创新企业数量排名前五

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省（21463 家）、江苏省（18227 家）、浙江省（9860 家）、

上海市（6900 家）、北京市（606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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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数量分布情况 

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中，国内 31 省市共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4941 家，

初创企业 6782家，隐形冠军企业 1001家，上市公司 1542家，独角兽企业 88家，

专精特新企业 6376家。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中，国内 31 省市共有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44941 家，占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总量（106049 家）

的 42.4%；初创企业 6782 家，占创新企业总量的 6.4%。隐形冠军企业 1001 家，

占创新企业总量的 0.9%；上市公司 1542 家，占创新企业总量的 1.5%；独角兽企

业 88 家，占创新企业总量的 0.1%；专精特新企业 6376 家，占创新企业总量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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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特色企业数量分布情况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量较多的重点企业包括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

圳）有限公司、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等，主要布局的细分领域为传感器、人工智能芯片和工业机器人等。 

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中，专利申请公开量较多的重点企业包括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2149 件）、国家电网有限公司（878 件）、珠海格力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642 件）、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551 件）、沈

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480 件）、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462

件）等[14]。 

从这六家重点企业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布局专利的细分领域来看，传感器是最

为重点的细分领域，每家重点企业都在传感器领域布局了大量的专利。人工智能

芯片也是较为重点的细分领域，每家重点企业也都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有一定数

量的专利布局。此外，六家重点企业中，除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外，其

余五家重点企业都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布局了较多的专利，因此工业机器人也是重

点的细分领域。 

                                                 

[14] 本处统计的专利申请公开量为申请人本身，不包含其分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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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重点企业专利技术布局情况 

【典型企业-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松”）成立于 2000 年，隶

属中国科学院，是一家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作为国家机器人

产业化基地，新松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品线及工业 4.0整体解决方案。新松本部

位于沈阳，在上海设有国际总部，在沈阳、上海、杭州、青岛、天津、无锡、潍

坊建有产业园区，在济南设有山东新松工业软件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新

松积极布局国际市场，在韩国、新加坡、泰国、德国、香港等地设立多家控股子

公司及海外区域中心，现拥有 4000余人的研发创新团队，形成以自主核心技术、

核心零部件、核心产品及行业系统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全产业价值链。 

新松成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移动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医疗服务机器人五大系列百余种产品，面向智能工厂、智能装备、

智能物流、半导体装备、智能交通，形成十大产业方向，致力于打造数字化物联

新模式。产品累计出口 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 3000余家国际企业提供产业

升级服务。 

新松紧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契机，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效

应，以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等新一代科技推动机器人产业平台

化发展，打造集创新链、产业链、金融链、人才链于一体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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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专利布局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537728 件，近五年复合增速达 25.9%。 

截至 2021 年 7 月，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537728 件，占中

国专利申请公开总量（33757841 件）的 1.6%，近五年复合增速达 25.9%。中国

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授权量共 336370 件，占智能机器人产业全国专利申请公开

总量的 62.6%；有效专利量为 243113 件。 

 
图10.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量增长趋势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达 284705 件，占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

专利申请公开总量的 52.9%。 

截至 2021 年 7 月，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为 284705 件，

占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总量（537728 件）的 52.9%，近五年复合增

速达 23.5%。其中，2018 年同比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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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增长趋势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共 83347 件，排名前五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

省、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截至 2021 年 7 月，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授

权量共 83347 件，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

中，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五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省（12251 件）、北京市（10190

件）、江苏省（9150 件）、浙江省（7099 件）、上海市（4786 件）。 

 
图12.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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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高价值专利共 67747件，高价值专利数量排名前五位的省市

依次为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浙江省和上海市。 

截至 2021 年 7 月，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共 69000 件，其中

高价值专利数量为 67747 件。在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高价值专利中，属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共有 67456 件，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有效发明专利共

有 13319 件，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共有 6812 件，有质押融资活动

的有效发明专利共有 776 件，获得中国专利奖的有效发明专利共有 97 件。高价

值专利数量排名前五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省（10826 件）、江苏省（8284 件）、

北京市（8021 件）、浙江省（5640 件）、上海市（3587 件）。 

 
图13.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高价值专利数量分布情况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157088件，近五年

复合增速达 26.3%%。发明专利申请活动较为活跃的企业包括 OPPO广东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等。 

截至 2021 年 7 月，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

量共 157088 件，占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总量（284705 件）的

55.2%。近五年复合增速达 26.3%。其中，2017 年同比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49.1%。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较多的企业包括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2149 件）、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1197 件）、国家电网有限公司（878 件）、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653 件）、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64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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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增长趋势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高校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60424 件，近五年复合

增速达 23.0%。发明专利申请活动较为活跃的高校包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截至 2021 年 7 月，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高校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60424 件，占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总量（284705 件）的 21.2%。

近五年复合增速达 23.0%。其中，2017 年同比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53.3%。发明

专利申请公开量较多的高校包括清华大学（1302 件）、浙江大学（1187 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187 件）、哈尔滨工业大学（1178 件）、上海交通大学（1135

件）。 

 

 
图15.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高校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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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科研机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10420 件，近五年

复合增速达 23.2%。发明专利申请活动较为活跃的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等。 

截至 2021 年 7 月，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科研机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

量共 10420 件，占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总量（284705 件）的

3.7%。近五年复合增速达 23.2%。其中，2017 年同比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40.9%。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较多的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385 件）、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377 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299 件）、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589 件）、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212 件）。 

 
图16.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科研机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增长趋势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涉及产学研合作申请的专利共有 6696 件，主要分布在传感

器、工业机器人和特殊作业机器人等领域，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等在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产学研合作较为密切。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中，全国涉及产学研合作申请的专利

共有 6696 件，占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总量（537728 件）的 1.2%。

涉及产学研合作申请专利量排名前五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省（1138 件）、北京市

（988 件）、江苏省（803 件）、上海市（444 件）、浙江省（42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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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学研合作申请专利数量分布情况 

从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各细分领域来看，全国涉及产学研合作申请的专利主要

分布在传感器、工业机器人和特殊作业机器人等领域，专利数量均超过了 1000

件。 

 

图18.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学研合作申请专利领域分布情况 

从产学研合作的高校院所来看，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东南大学等在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产学研合作较为密切，涉及产学

研合作申请的专利数量分别为 190 件、163 件、153 件、107 件、9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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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学研合作重点高校院所清单 

序号 高校院所 产学研合作申请的专利数量 

1 清华大学 190 

2 上海交通大学 163 

3 华南理工大学 153 

4 浙江大学 107 

5 东南大学 94 

6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69 

7 华中科技大学 69 

8 山东大学 64 

9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 64 

10 武汉大学 62 

 中国创新人才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共 823350 人，近五年复合增速达 30.4%。 

截至 2021 年 7 月，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有专利申请活动的创新人才

共 823350 人，近五年复合增速达 30.4%。其中，2018 年同比增速最快，同比增

长 33.2%。 

 
图19.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数量增长趋势 

30.9% 31.0% 33.2%
28.5% 28.5%

-80.0%

-60.0%

-40.0%

-20.0%

0.0%

20.0%

4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截至2016年 截至2017年 截至2018年 截至2019年 截至2020年

创新人才数量/人 同比增速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统计分析报告 

25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排名前五位

的省市依次为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浙江省和山东省。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截至 2021 年 7 月，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有专

利申请活动的创新人才主要集中在广东省、江苏省和北京市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其中，创新企业数量排名前五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省（115730人）、江苏省（102023

人）、北京市（84232 人）、浙江省（60832 人）、山东省（55924 人）。 

 

图20.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数量分布情况 

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中，国内 31 省市共有国家高层次人才 33892 人，技

术高管 78495人，科技企业家 50915人。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中，国内 31 省市共有国家高

层次人才 33892 人，占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总量（823350 人）

的 4.1%；技术高管 78495 人，占创新人才总量的 9.5%；科技企业家 50915 人，

占创新人才总量的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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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特色人才数据分布情况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企业创新人才共计 510259 人，占创新人才总量的

62.0%，高校、科研机构、事业单位创新人才数量分别为 205510人、38941 人和

11310人。 

从各机构类型创新人才数量分布情况来看，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企

业的创新人才数量最多，共计 510259 人，占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

才总量的 62.0%。高校的创新人才数量位居其次，共计 205510 人，占国内 31 省

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总量的 25.0%。科研机构创新人才共计 38941 人，事

业单位创新人才共计 11310 人，分别占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总

量的 4.7%和 1.4%。 

 
图22. 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各机构类型创新人才数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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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热点及重点技术创新方向 

产业链下游系统集成领域是产业布局的热点，产业链上游核心零部件领域是产业

布局的重点。 

从产业链整体来看，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总量

共 254235 件，创新企业总量共 106049 家，创新人才总量共 823350 人，近五年

复合增速分别为 24.1%、33.0%、30.4%。 

从产业链上中下游来看，产业链下游系统集成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

新企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均高于整个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平均

水平，是产业布局的热点。产业链上游核心零部件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

创新企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在整个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中占比均为最高，是产业

布局的重点。 

表3.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创新要素情况 

 

在产业链上游中，控制系统、激光雷达和传感器是产业布局的热点细分领域，其

中传感器也是产业布局的重点细分领域。 

在产业链上游核心零部件领域，国内 31 省市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新企

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分别为 21.8%、31.4%、28.8%。其中，

激光雷达、控制系统和传感器细分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新企业数量和创

新人才数量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均高出核心零部件领域平均水平，属于热点细分领

域。传感器细分领域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新企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上均

具有大量积累，同时也属于重点细分领域。 

数量
复合
增速

数量
复合
增速

数量
复合
增速

上游 核心零部件 182128 21.8% 81139 31.4% 644224 28.8%

中游 机器人本体 3461 3.4% 1006 33.9% 10819 27.4%

下游 系统集成 95513 30.2% 40577 41.0% 281906 38.0%

产业链
上中下游

产业链二级

发明专利
申请公开

创新企业 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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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上游创新要素情况 

 

在产业链中游中，圆柱坐标型机器人是产业布局的热点细分领域，并联机器人、

多关节型是产业布局的重点细分领域。 

在产业链中游机器人本体领域，国内 31 省市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新企

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分别为 3.4%、33.9%、27.4%。其中，

圆柱坐标型机器人细分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新企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

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均高于机器人本体领域平均水平，属于热点细分领域。并联机

器人、多关节型细分领域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新企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

上均大幅度高于其它细分领域，属于重点细分领域。 

表5.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中游创新要素情况 

 

在产业链下游中，服务机器人是产业布局的热点细分领域，工业机器人是产业布

局的重点细分领域。 

在产业链下游系统集成领域，国内 31 省市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新企业

数量、创新人才数量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分别为 30.2%、41.0%、38.0%。其中，服

务机器人细分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新企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的近五年

复合增速均高于系统集成领域平均水平，属于热点细分领域。工业机器人细分领

域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新企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在系统集成领域中均占比

产业链二级 产业链三级 数量
复合
增速

数量
复合
增速

数量
复合
增速

伺服系统 9582 11.2% 8161 31.0% 43331 25.7%

减速器 9865 7.0% 7036 19.1% 42081 17.9%

控制系统 29801 27.2% 10546 44.2% 98741 38.4%

人工智能芯片 18963 23.6% 10759 26.4% 69042 25.0%

激光雷达 8953 46.3% 2891 46.4% 29965 38.7%

传感器 121846 22.1% 59907 34.1% 465879 30.2%

创新人才

核心零部件

细分领域
发明专利
申请公开

创新企业

产业链
二级

产业链三级 数量
复合
增速

数量
复合
增速

数量
复合
增速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361 9.2% 151 24.9% 1420 29.3%

极坐标型机器人 92 7.8% 26 30.0% 360 23.4%

圆柱坐标型机器人 203 20.1% 122 37.0% 856 38.3%

多关节型 624 14.6% 337 37.5% 2574 29.2%

并联机器人 2266 -1.7% 487 34.9% 6375 26.1%

细分领域
发明专利
申请公开

创新企业 创新人才

机器人
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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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属于重点细分领域。 

表6. 国内 31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下游创新要素情况 

 

产业链二
级

产业链三级 数量
复合
增速

数量
复合
增速

数量
复合
增速

工业机器人 86681 30.2% 39390 41.1% 262581 38.5%

服务机器人 17875 41.6% 7141 55.1% 56006 44.2%特殊作业
机器人 46857 31.8% 18710 41.3% 148140 37.8%

细分领域
发明专利
申请公开

创新企业 创新人才

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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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定位与洞察 

3.1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政策导向 

广东省发布一系列政策，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为加快培育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广东省发

布了《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等一系列政策。2020 年 5 月，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将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列入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提出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建设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机器

人产业创新、研发和生产基地。2020 年 9 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合印发《广东省培育智能机器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对智能机器人产业进行了具体的部署。[15] 

表7.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主要相关政策 

时间 单位 文件 相关内容 

2012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广东省先进制造业重点

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推进机器人及成套系统产业

化，重点发展焊接、搬运、装

备等工业机器人及其成套系

统，加大相关基础元部件研发

力度，加快产品产业化进程。 

2014 年 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

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政策》 

重点发展机器人、可穿戴设

备、智能装备及其在生产、生

活重点领域的应用与服务。 

2015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广东省“互联网＋”行动

计划（2015-2020 年）》 

突破新型传感器、工业控制系

统、减速器等智能核心装置，

发展智能机床、工业机器人、

伺服机器人、智能工程机械、

无人飞行器、无人汽车、增材

制造装备等高端智能装备和机

器人。 

                                                 

[15] 资料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统计分析报告 

31 

 

2015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

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

的实施意见》 

推进传感器、自动控制系统、

工业机器人、伺服和执行部件

等智能装置研发和产业化。 

2015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

划（2015-2025 年）》 

到 2020 年：产值超 100 亿元的

智能制造产业基地达到 10 个、

超 10 亿元的机器人制造及集成

企业达到 10 家，建成 5 个国内

领先的机器人制造产业基地。 

2016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广东省工业企业创新驱

动发展工作方案 

（2016-2018 年）》 

加强战略性新技术的前瞻部

署，依托龙头骨干企业，在高

端新型电子信息、基因工程、

增材制造装备、智能机器人等

具有颠覆性创新领域实施重大

技术创新专项，力争突破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应用，掌

握新兴产业发展主动权。 

2016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

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的实施意见》 

实施“工业机器人推广应用”计

划，加快工业机器人在重点制

造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带动全

行业生产制造智能化水平快速

提升。 

2017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 

加快突破工业机器人控制器、

减速器等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

件，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

术深度融合。 

2017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落实《工业和信

息化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合

作框架协议》实施方案》 

实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项行

动，发布机器人产业发展技术

攻关和标准体系规划与路线

图。 

2018 年 
广东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印发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术

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 

实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项计

划，重点在电子、汽车、机

械、家电以及民爆等行业领域

中推广应用机器人，鼓励企业

应用广东省内自主品牌机器

人，综合利用保费补贴、事后

奖补等方式予以支持。 

2018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带布局和项目规划

（2015－2020 年）》 

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主，重点

发展关键智能制造基础共性技

术，推进以传感器、自动控制

系统、工业机器人、伺服和执

行部件为代表的智能装置的研

发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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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 

推动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

网等技术在机器人领域的深入

应用，提升机器人产品智能化

水平。 

2020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

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

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的意见》 

以需求为导向，培育一批深度

应用场景，重点发展工业机器

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

人、无人机、无人船等产业，

集中力量突破减速器、伺服电

机和系统、控制器等关键零部

件和集成应用技术。支持广

州、深圳等地市开展机器人研

发创新，珠海、佛山、东莞、

中山等地市建设机器人生产基

地，其它各地市做好产业配

套。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完善

产业支撑体系，建设国内领

先、世界知名的机器人产业创

新、研发和生产基地。 

2020 年 
广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等 5 部门 

《广东省培育智能机器人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

计划（2021-2025 年）》 

实施机器人重点领域研发计

划，重点支持提升关键零部

件、核心软件技术水平，突破

制约。支持开展关键机器人装

备和系统研发，拓展机器人应

用领域。 

3.2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定位 

 广东省创新企业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共 21463 家，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近五

年复合增速为 39.3%，高出国内 31省市整体复合增速 6.3个百分点。 

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有专利申请活动的创新企业共

21463 家，占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总量（106049 家）的 20.2%，

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近五年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数量复合增

速为 39.3%，高出国内 31 省市整体复合增速（33.0%）6.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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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数量增长趋势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排名前五位的地市依次

为深圳市、广州市、东莞市、佛山市和珠海市。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有专利申

请活动的创新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中，创新企业数量排名前五位的地

市依次为深圳市（9695 家）、广州市（4224 家）、东莞市（2704 家）、佛山市

（1484 家）和珠海市（80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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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空间分布情况 

表8. 广东省各地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数量情况 

地区 创新企业数量 省内排名 

  

地区 创新企业数量 省内排名 

深圳市 9695 1 韶关市 116 12 

广州市 4224 2 河源市 82 13 

东莞市 2704 3 梅州市 70 14 

佛山市 1484 4 揭阳市 48 15 

珠海市 805 5 湛江市 43 16 

中山市 681 6 茂名市 31 17 

惠州市 635 7 云浮市 30 18 

江门市 362 8 阳江市 24 19 

肇庆市 179 9 潮州市 20 20 

汕头市 141 10 汕尾市 14 21 

清远市 12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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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中，广东省共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9976 家，初创企

业 1496 家，上市公司 330家，均在国内 31省市中排名第一；隐形冠军企业 102

家，独角兽企业 13家，在国内 31省市中排名第三；专精特新企业 376家，在国

内 31省市中排名第五。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中，广东省共有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9976 家，占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总量（21463 家）的 46.7%；

初创企业 1496 家，占创新企业总量的 7.0%；隐形冠军企业 102 家，占创新企业

总量的 0.4%；上市公司 330 家，占创新企业总量的 1.5%；独角兽企业 13 家，占

创新企业总量的 0.06%；专精特新企业 376 家，占创新企业总量的 1.8%。 

横向对标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国内重点省市，在智能机器人产业

创新企业中，广东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初创企业、上市公司数量均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隐形冠军企业数量在国内 31 省市中位列于浙江省、江苏省之

后，排名第三；独角兽企业数量在国内 31 省市中位列于北京市、上海市之后，

排名第三，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五。 

表9. 国内重点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特色企业数量分布情况对标比较 

国内 31 省市排名 1 4 5 2 3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9976 3184 2608 7424 3797 

 

国内 31 省市排名 1 2 4 3 5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初创企业数量 1496 1085 768 978 621 

 

国内 31 省市排名 3 5 8 2 1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隐形冠军企业数量 102 57 45 116 124 

 

国内 31 省市排名 1 4 5 2 3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上市公司数量 330 153 106 216 192 

 

国内 31 省市排名 3 1 2 4 5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独角兽企业数量 13 29 22 6 5 

 

国内 31 省市排名 5 7 2 3 14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376 312 772 64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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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专利布局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98805 件，近五年复合增速为 34.3%，

高出全国复合增速 7.9个百分点。 

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98805 件，占

广东省专利公开总量（5302985 件）的 1.9%；近五年复合增速为 34.3%，高出全

国复合增速（26.4%）7.9 个百分点。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授权量共 63995

件，占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总量的 64.2%；有效专利量为 51143

件。 

 
图25.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量增长趋势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47061件，占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

业专利申请公开量的 47.6%。 

截至 2021年 7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47061件，

占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公开量（98805 件）的 47.6%，近五年复合增

速为 32.9%，高出全国复合增速（24.1%）8.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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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增长趋势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共 12251件，在国内31省市中排名第一；

发明专利授权量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五位的地市依次

为深圳市、东莞市、广州市、佛山市和珠海市。 

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共 12251 件，占

全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授权总量（68864 件）的 17.8%，在国内 31 省市中

排名第一。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主要集中在珠

三角地区。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五位的地市依次为深圳市（5133 件）、

东莞市（2462 件）、广州市（2385 件）、佛山市（837 件）和珠海市（53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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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授权空间分布情况 

表10. 广东省各地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情况 

地区 发明专利授权量 省内排名 

  

地区 发明专利授权量 省内排名 

深圳市 5133 1 茂名市 26 12 

东莞市 2462 2 清远市 18 13 

广州市 2385 3 梅州市 16 14 

佛山市 837 4 湛江市 14 15 

珠海市 536 5 河源市 12 16 

惠州市 335 6 云浮市 10 17 

中山市 178 7 阳江市 8 18 

江门市 89 8 揭阳市 7 19 

汕尾市 68 9 潮州市 6 20 

汕头市 63 10 韶关市 5 21 

肇庆市 43 11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统计分析报告 

39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高价值专利共 10826件，在国内 31省市中排名第一。 

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共 11023 件。其

中，高价值专利共 10826 件，占全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高价值专利总量（57142 件）

的 19.3%，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在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高价值专利中，

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共 10795 件，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有效发

明专利共 1403 件，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共 593 件，有质押融资活

动的有效发明专利共 159 件，获得中国专利奖的有效发明专利共 35 件。 

横向对标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国内重点省市，在智能机器人

产业高价值专利中，广东省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在海外有同族

专利权的有效发明专利、有质押融资活动的有效发明专利、获得中国专利奖的有

效发明专利数量均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有效发明专

利仅次于北京市，排名第二。 

表11. 国内重点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高价值专利数量分布情况对标比较 

国内 31 省市排名 1 3 5 2 4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有效发明专利 
10795 7990 3572 8254 5627 

 

国内 31 省市排名 1 2 4 3 5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

有效发明专利 
1403 511 247 376 223 

 

国内 31 省市排名 2 1 4 3 5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

有效发明专利 
593 677 386 521 250 

 

国内 31 省市排名 1 4 12 2 3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有质押融资活动的有效

发明专利 
159 74 18 121 81 

 

国内 31 省市排名 1 2 6 3 8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获得中国专利奖的有效

发明专利 
35 13 4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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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37438件，近五年复合增

速为 34.9%。发明专利申请活动较为活跃的企业包括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 

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37438件，占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总量（47061件）的 79.6%；

近五年复合增速为 34.9%，高出全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

量复合增速（26.3%）8.6 个百分点。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较多的创新企业包括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2149 件）、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1197 件）、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653 件）等。 

 
图28.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增长趋势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高校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4916 件，近五年复合增速为

36.3%。发明专利申请活动较为活跃的高校包括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中山大学等。 

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高校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4916

件，占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总量（47061 件）的 10.4%；近

五年复合增速为 36.3%，高出全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高校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复合

增速（23.0%）13.3 个百分点。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较多的高校包括华南理工大

学（992 件）、广东工业大学（643 件）、中山大学（320 件）等。 

61.5%
82.6%

54.0%

-6.7%
5.4%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00%

50.00%

100.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件 同比增速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统计分析报告 

41 

 

 
图29.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高校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增长趋势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科研机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1307 件，近五年复合增

速为 32.7%。发明专利申请活动较为活跃的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广东省智能制造研究所等。 

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科研机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1307 件，占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总量（47061 件）的 2.8%；

近五年复合增速为 32.7%，高出全国智能机器人产业科研机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

量复合增速（23.2%）9.5 个百分点。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较多的科研机构包括中

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212 件）、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42 件）、广

东省智能制造研究所（57 件）等。 

 
图30.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科研机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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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涉及产学研合作申请的专利共 1138 件，主要分布在智能

机器人领域；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深圳大学等在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

业的产学研合作较为密切。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中，广东省涉及产学研合作申请的专

利共 1138 件，占全国涉及产学研合作申请专利总量（6696 件）的 17.0%，在国

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 

从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各细分领域来看，广东省涉及产学研合作申请的专利

主要分布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专利数量为 496 件。其次是传感器和特殊作业机

器人领域，专利数量分别为 461 件和 310 件。

 
图31.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学研合作申请专利领域分布情况 

从产学研合作的高校院所来看，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深圳大学、

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在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产学研合作较为密切，涉

及产学研合作申请的专利数量分别为 148 件、61 件、31 件、19 件、11 件。 

表12.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学研合作重点高校院所清单 

序号 高校院所 产学研合作申请的专利数量 

1 华南理工大学 148 

2 广东工业大学 61 

3 深圳大学 31 

4 中山大学 19 

5 华南师范大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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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海外布局专利共 6852 件，布局的区域主要包括美国、欧

洲和日本等，布局的细分领域主要包括传感器、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芯片等。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中，国内 31 省市海外布局专利共 13356

件；其中，广东省海外布局专利共 6825 件，占国内 31 省市海外布局专利总量的

51.1%，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广东省海外布局的区域主要包括美国（1718

件）、欧洲（605 件）和日本（287 件）等。 

从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各细分领域来看，广东省海外布局专利主要分布在传感

器（3950 件）、工业机器人（1266 件）、人工智能芯片（892 件）等领域。 

 
图32.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海外布局专利领域分布情况 

 广东省创新人才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共 115730人，在国内 31省市中排名第一；近五

年复合增速为 36.9%，高出国内 31省市整体复合增速 6.5个百分点。 

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有专利申请活动的创新人才共

115730 人，占国内 31 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总量（823350 人）的 14.1%，

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近五年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数量复合增

速为 36.9%，高出国内 31 省市整体复合增速（30.4%）6.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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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数量增长趋势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有专利申请活动的创新人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排名

前五位的地市依次为深圳市、广州市、东莞市、佛山市和珠海市。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截至 2021 年 7 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有专利申

请活动的创新人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中，创新人才数量排名前五位的地

市依次为深圳市（45883 人）、广州市（31342 人）、东莞市（11228 人）、佛山

市（8178 人）和珠海市（56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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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情况 

表13. 广东省各地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数量情况 

地区 创新人才数量 省内排名 

  

地区 创新人才数量 省内排名 

深圳市 45883 1 湛江市 671 12 

广州市 31342 2 清远市 499 13 

东莞市 11228 3 梅州市 430 14 

佛山市 8178 4 茂名市 425 15 

珠海市 5610 5 揭阳市 388 16 

惠州市 3042 6 河源市 382 17 

中山市 2925 7 汕尾市 347 18 

江门市 1665 8 阳江市 254 19 

汕头市 858 9 云浮市 189 20 

肇庆市 769 10 潮州市 134 21 

韶关市 69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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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中，广东省共有国家高层次人才 2469人，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三；技术高管 16844 人，科技企业家 11141 人，均在国内 31 省市

中排名第一。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中，广东省共有国家高层次

人才 2469 人，占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总量（115730 人）的 2.1%；技

术高管 16844 人，占创新人才总量的 14.6%；科技企业家 11141 人，占创新人才

总量的 9.6%。 

横向对标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国内重点省市，在智能机器人

产业创新人才中，广东省国家高层次人才数量在国内 31 省市中位列于北京市、

江苏省之后，排名第三；技术高管、科技企业家数量均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

一。 

表14. 国内重点省市智能机器人产业特色人才数量分布情况对标比较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企业创新人才共 90302 人，占创新人才总量的 78.0%；高

校、科研机构、事业单位创新人才数量分别为 13578人、3981人和 1031 人。 

从各机构类型创新人才数量分布情况来看，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企业的创

新人才数量最多，共计 90302 人，占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总量（115730

人）的 78.0%。高校的创新人才数量位居其次，共计 13578 人，占广东省智能机

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总量的 11.7%。科研机构的创新人才共计 3981 人，事业单位

的创新人才共计 1031 人，分别占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人才总量的 3.4%和

0.9%。 

国内 31 省市排名 3 1 4 2 5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国家高层次人才数量 2469 5699 2318 3887 2187 

 

国内 31 省市排名 1 5 4 2 3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技术高管数量 16844 4446 4742 14088 7449 

 

国内 31 省市排名 1 5 4 2 3 

省市 广东省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科技企业家数量 11141 2586 3009 9318 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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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各机构类型创新人才数量分布情况 

3.3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洞察 

 广东省产业链集聚结构 

 整体布局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覆盖全面，在产业链上游、下游优势明显。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覆盖较为全面，并且在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布局的

热点和重点环节具有众多的企业和人才，布局了大量发明专利，整体来看，产业

链布局合理。 

综合发明专利授权量、创新企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及各自在国内 31 省市

中的排名情况来看，广东省在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上游、下游优势明显，发明专利

授权量、创新企业数量和创新人才数量均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而在产业

链中游，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三，创新人才数量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二，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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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创新要素情况 

 

表16.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细分领域创新要素情况 

 

 优势环节 

广东省在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伺服系统、控制系统、人工智能芯片、传感器、圆柱

坐标型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殊作业机器人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 

综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各细分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创新企业数量、创

新人才数量及各自在国内 31 省市的排名情况来看，广东省在智能机器人产业的

伺服系统、控制系统、人工智能芯片、传感器、圆柱坐标型机器人、工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特殊作业机器人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控制系统、传感器、

圆柱坐标型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殊作业机器人细分领域的发明

专利授权量、创新企业数量、创新人才数量均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优势

明显；伺服系统细分领域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创新企业数量均在国内 31 省市中

排名第二，创新人才数量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也具备一定优势。 

数量
国内31
省市排名

数量
国内31
省市排名

数量
国内31
省市排名

上游 核心零部件 2018 1 16118 1 87107 1

中游 机器人本体 136 3 219 1 1344 2

下游 系统集成 4163 1 8622 1 44006 1

产业链
上中下游

产业链二级

发明专利授权 创新企业 创新人才

产业链二级 产业链三级 数量
国内31
省市排名

数量
国内31
省市排名

数量
国内31
省市排名

伺服系统 2477 2 1472 2 5321 1

减速器 1974 3 769 3 3252 4

控制系统 4859 1 2234 1 14531 1

人工智能芯片 4136 1 2609 1 11329 1

激光雷达 1012 3 464 1 2992 3

传感器 6388 1 12115 1 63371 1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21 2 25 2 134 3

极坐标型机器人 3 4 5 1 24 5

圆柱坐标型机器人 11 1 40 1 246 1

多关节型 20 3 83 1 322 2

并联机器人 86 5 109 1 745 3

工业机器人 3884 1 8397 1 41849 1

服务机器人 656 1 1617 1 8847 1

特殊作业机器人 1874 1 4042 1 22183 1

机器人本体

系统集成

创新企业 创新人才

核心零部件

细分领域 发明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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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优势领域创新要素情况 

细分领域 发明专利授权 创新企业 创新人才 

产业链三级 数量 国内排名 数量 国内排名 数量 国内排名 

伺服系统 2477 2 1472 2 5321 1 

控制系统 4859 1 2234 1 14531 1 

人工智能芯片 4136 1 2609 1 11329 1 

传感器 6388 1 12115 1 63371 1 

圆柱坐标型机器人 11 1 40 1 246 1 

工业机器人 3884 1 8397 1 41849 1 

服务机器人 656 1 1617 1 8847 1 

特殊作业机器人 1874 1 4042 1 22183 1 

 潜力环节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潜力领域包括激光雷达、多关节型机器人。 

综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各细分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创新企业数量、

创新人才数量及各自的近五年复合增速来看，广东省在激光雷达、多关节型机器

人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均在 24%以上，创新企业数量、

创新人才数量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均在 51%以上，体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未来潜

力较大。 

表18.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潜力领域创新要素情况 

细分领域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 创新企业 创新人才 

产业链三级 数量 复合增速 数量 复合增速 数量 复合增速 

激光雷达 1389 100.2% 464 57.9% 2992 64.6% 

多关节型机器人 89 24.6% 83 51.6% 322 52.1% 

 薄弱环节 

广东省在减速器、直角坐标型机器人、极坐标型机器人、并联机器人领域的技术

还有待积累和挖掘。 

综合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各细分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创新企业数量、创

新人才数量及各自在国内 31 省市中的排名情况来看，广东省在减速器、直角坐

标型机器人、极坐标型机器人、并联机器人领域的技术还有待积累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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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薄弱领域创新要素情况 

细分领域 发明专利授权 创新企业 创新人才 

产业链三级 数量 国内排名 数量 国内排名 数量 国内排名 

减速器 1974 3 769 3 3252 4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21 2 25 2 134 3 

极坐标型机器人 3 4 5 1 24 5 

并联机器人 86 5 109 1 745 3 

 风险环节 

在新兴技术和新增需求的带动下，智能机器人产业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中

国市场地位突出，是国外公司专利布局的重点方向。通过分析国外在华发明专利

申请公开量的增速，并结合国内外专利权人在华有效发明专利量的对比，有助于

判断产业链各技术领域是否面临风险，具体分析模型为： 

当某细分领域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大于或等于

产业链整体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的近五年复合增速，或者某细分领域国

外专利权人在华有效发明专利量大于该细分领域国内专利权人在华有效发明专

利量时，则判定该细分领域为风险产业。 

在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中，控制系统、人工智能芯片、激光雷达、工业机器人、服

务机器人、特殊作业机器人细分领域为风险领域。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中，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共

28451 件，占全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总量（284705 件）的 23.5%，

近五年复合增速为 17.6%，低于全国复合增速（23.5%）5.9 个百分点。国外专利

权人在华有效发明专利量为 10064 件，占全国智能机器人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

（69000 件）的 14.9%。 

从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各细分领域来看，控制系统、人工智能芯片、激光雷达、

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殊作业机器人细分领域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公开

量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大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整体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

的近五年复合增速，属于风险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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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智能机器人产业链风险领域分布情况 

细分领域 

细分领域国外在华发明专

利申请公开量近五年复合

增速 

细分领域国外专利

权人在华有效发明

专利 

风险领域 

产业链三级 
复合增

速 

高于产业链整体

国外在华发明专

利申请公开量近

五年复合增速 

数量 

大于细分领

域国内专利

权人有效发

明专利量 

伺服系统 16.4% 否 147 否 否 

减速器 6.9% 否 466 否 否 

控制系统 18.8% 是 1197 否 是 

人工智能芯片 57.1% 是 417 否 是 

激光雷达 34.3% 是 253 否 是 

传感器 10.7% 否 5664 否 否 

直角坐标型机器人 -100.0% 否 4 否 否 

极坐标型机器人 - 否 2 否 否 

圆柱坐标型机器人 -12.9% 否 12 否 否 

多关节型 2.2% 否 115 否 否 

并联机器人 14.9% 否 25 否 否 

工业机器人 18.0% 是 3251 否 是 

服务机器人 21.5% 是 526 否 是 

特殊作业机器人 22.1% 是 1778 否 是 

 广东省技术供应链分析 

 技术转移情况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涉及转让的专利共 8402 件，主要分布在传感器、工业机

器人、特殊作业机器人等领域。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中，全国涉及转让的专利共 32102 件；

其中，广东省涉及转让的专利共 8402 件，占全国涉及转让专利总量的 26.2%，

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 

从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各细分领域来看，广东省涉及转让的专利主要分布在传

感器（3598 件）、工业机器人（3544 件）、特殊作业机器人（1769 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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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涉及转让专利领域分布情况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专利转让活动主要发生在省内，共涉及专利 4482 件；

在与外地进行的专利转让活动方面，广东省向外地出让的专利共 2319 件，从外

地受让的专利共 2326 件。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专利转让活动主要发生在省内，共涉及专利 4482

件。在与外地进行的专利转让活动方面，广东省向外地出让的专利共 2319 件，

出让专利的受让人主要分布在江苏省（419 件）、浙江省（314 件）、上海市（183

件）；广东省从外地受让的专利共 2326 件，受让专利的出让人主要分布在浙江

省（406 件）、江苏省（354 件）、北京市（271 件）。 

 

图37.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与外地进行专利转让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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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许可情况 

在智能机器人产业中，广东省涉及许可的专利共 390件，主要分布在传感器、工

业机器人、特殊作业机器人等领域。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中，全国涉及许可的专利共 2001 件；

其中，广东省涉及许可的专利共 390 件，占全国涉及许可专利总量的 19.5%，在

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江苏省（642 件） 

从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各细分领域来看，广东省涉及许可的专利主要分布在传

感器（208 件）、工业机器人（106 件）、特殊作业机器人（60 件）等领域。 

 
图38.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涉及许可专利领域分布情况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专利许可活动主要发生在省内，共涉及专利 252 件；在

与外地进行的专利许可活动方面，广东省对外地许可的专利共 48 件，被外地许

可的专利共 90件。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专利许可活动主要发生在省内，共涉及专利 252 件。

在与外地进行的专利许可活动方面，广东省对外地许可的专利共 48 件，许可专

利的被许可人主要分布在江苏省（12 件）、天津市（4 件）、陕西省（4 件）；

广东省被外地许可的专利共 90 件，被许可专利的许可人主要分布在北京市（15

件）、湖北省（14 件）、浙江省（1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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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与外地进行专利许可活动情况 

 专利质押情况 

在智能机器人产业中，广东省涉及质押的专利共 573件，主要分布在工业机器人、

传感器、特殊作业机器人等领域。 

截至 2021 年 7 月，在智能机器人产业中，全国涉及质押的专利共 2824 件；

其中，广东省涉及质押的专利共 573 件，占全国涉及质押的专利总量的 20.3%，

在国内 31 省市中排名第一。 

从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各细分领域来看，广东省涉及质押的专利主要分布在工

业机器人（273 件）、传感器（233 件）、特殊作业机器人（96 件）等领域。 

 
图40.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涉及质押专利领域分布情况

广东省对

外地进行

许可的专

利量
广东省被

外地许可

的专利量

江苏省, 12

天津市, 4

陕西省, 4

江西省, 4

湖北省, 4

其他, 20

北京市, 15

湖北省, 14

浙江省, 10

江苏省, 8

河南省, 7

其他, 36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专
利

数
量

/件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专利统计分析报告 

55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建议 

智能机器人是一种能够半自主或全自主工作的机器装置，具有感知、决策、

执行等基本特征，既是先进制造业的关键支撑装备，也是改善人类生活方式的重

要切入点。作为全国智能机器人生产和应用大省，广东省智能机器人集群发展优

势明显，包括广阔的应用市场、完整的产业链、自主研发的技术优势、初步成型

的产业集聚生态等。广东省在智能机器人产业方面基础雄厚，自主品牌机器人企

业蓬勃发展，行业龙头纷纷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正加速在

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技术布局，集聚了雄厚的技术实力。同时，广东省汇聚了大量

机器人领域的高端人才，以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院所为本地

提供了丰富的产学研资源，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都将加速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

的发展。广东省雄厚丰沛的企业、人才资源为广东省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提供了

“常量”，而 5G、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加速融合，是带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

展取得突破的关键“变量”。广东省应稳住常量，抓好变量，把握智能机器人产

业发展的战略性机遇，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

高端。 

4.1 产业布局优化路径 

实施固链、强链、补链、延链工程，不断优化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结构。 

以“固链、强链、补链、延链”为重点，以提升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为目标，基于知识产权大数据情报分析，对产业链的构成和产业融合载

体分布情况进行梳理，引导创新资源向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

发展高地。对于本地产业优势细分领域，主要通过研发创新、核心技术攻关、专

利布局以及技术合作等手段巩固区域产业优势。对于本地产业链劣势环节，可考

虑结合政策驱动、人才引进、对外合作等加以提升。 

首先，实施固链工程。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产业链覆盖相

对全面，产业链整体保持较快增长。建议广东省继续保持区域产业优势，在伺服

系统、控制系统、人工智能芯片、传感器、圆柱坐标型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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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器人、特殊作业机器人等产业环节不断有所突破，抢占产业技术高地。同时，

支持广州、深圳发挥高端资源汇集优势，开展机器人研发创新；支持佛山、东莞、

珠海、中山等地发挥生产制造优势，建设机器人生产基地；支持其他各地市做好

产业配套。 

其次，实施强链工程。继续增强激光雷达、多关节型机器人等产业潜力环节，

加大扶持力度，不断提升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的竞争实力。 

再次，实施补链工程。针对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薄弱环节和“卡脖子”

环节，在减速器、直角坐标型机器人、极坐标型机器人、并联机器人等领域加大

研发投入，同时可以考虑引进国内外行业巨头进行落户研发，补齐区域短板。 

最后，实施延链工程。针对广东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特点，促进 5G、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与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广实施智能化改造，提升机器

人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延展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 

整合区域企业网络，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增强骨干企业实力，推动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 

建议广东省根据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情况将本地企业分为多个梯队，整

合区域企业网络，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 

增强骨干企业实力。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加强技术开发、技术改造、人才引进，

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鼓励机器人企业针对新技术、新产品进行外延式并

购。培育和引进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产品市场前景好、产业支撑作用大的优质

骨干企业。 

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鼓励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强强联合，形成功能互补、

协作紧密、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产业配套能力。鼓励龙头骨干企业开展技术输出

和资源共享，带动中小企业发展。支持企业加强技术合作，针对共性关键技术开

展联合攻关，加快核心技术突破。 

“引”、“稳”、“培”、“鉴”相结合，大力培养引进智能机器人产业高精尖

人才。 

企业最具有创新能力的核心人员一般占研发人员的 2%，也就是说这 2%的

核心人员是引领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少数”，是全球智能机器人产业角逐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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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议广东省人才工作要进一步聚焦到“2%”高端人才层面，建立起“引”、

“稳”、“培”、“鉴”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打造创新人才高地。 

一是“引”，在人才引进中加强行业领军人才、技术高管及科技企业家等人

才的引进力度。二是“稳”，加强人才大数据的建设与运用水平，构建智能机器

人产业创新人才数据库，实时监测广东省高层次人才发展动态，稳定核心技术人

才，减少高端人才外流。三是“培”，鼓励省内高校开设智能机器人相关专业，

加大跨界融合型产业人才培养力度，支持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建设人才技能

实训基地，培养产业发展亟需技能型人才。四是“鉴”，有效利用知识产权大数

据建立发现高端科技人才、评价人才和跟踪人才机制，绘制全球高端人才图谱，

落实人才引进中的知识产权评价和鉴定机制。 

4.2 知识产权工作建议 

加快技术攻关、优化创新机制、加强科技合作，强化高价值专利、标准必要专利

的产出与运营。 

实施机器人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重点支持提升关键零部件、核心软件技术水

平，突破制约。支持开展关键机器人装备和系统研发，拓展机器人应用领域。加

强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机器人领域的融合，提升机器人在深度感知、自主控制、

精准执行、人机交互、安全运维方面的能力水平。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

体系，支持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中央研究院等研发机构，加快机器人创新中

心建设，打造贯穿创新链、产业链的机器人创新生态系统。针对主要短板支持产

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建立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组织新模式。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省内机器人企业与国内

外机器人领军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技术研究开发。促进科技创新要素高

效流动，加强大湾区机器人产业交流合作。支持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主体开展高

价值专利培育工作，并积极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运营。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国

内标准制定，加大标准必要专利的布局申请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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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专利预警机制，在产业链风险环节加大专利布局力度，支持知识产权海外布

局，加强知识产权数据信息分析利用。 

完善专利预警机制，建议广东省在控制系统、人工智能芯片、激光雷达、工

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殊作业机器人等产业链风险环节，加大专利布局力度，

加强技术积累和挖掘，坚持创新导向和质量导向，提高专利布局数量。同时，作

为我国外贸第一大省，广东省尤其还应注重知识产权的海外布局工作，建议企业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根据经营业务范围在海外潜在市场围绕自身的优势技

术，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知识产权海外布局，形成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护，以

应对国际竞争。 

加强知识产权数据信息分析利用。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大数据，综合运用产业、

企业、人才、技术、金融、资本等多维数据资源，加强重点领域专利信息和市场

竞争动态情况的收集、开发与利用，建立产业、行业相关技术发展现状与未来发

展趋势、专利数据库共享平台以及专利信息监管体系，为开展专利研究与分析研

发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加强知识产权大数据对知识产权运营、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招商、企业培育、核心技术攻关的情报支撑作用。 

建议打造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以知识产权数据为核心价值导向的产业知识产

权运营平台，充分整合省内科研院所、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等优势资源，建设

知识产权要素齐全，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健全，实现“知识产权+产业+资本+机

构+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建立科学家、企业

家、投资人的信息互动平台和信用机制，成为引领区域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智库

力量，建设形成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精准对接、智能匹配的知识产权要素市

场，形成若干细分领域专利池、专利组合运营资产，加强知识产权大数据对知识

产权运营、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招商、企业培育、核心技术攻关的情报支撑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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