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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許桂麗青島報道）青
島鹼業近日發佈公告，股東大會經已選舉公
司新任董事、監事，並高票通過公司名稱由
青島鹼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青島城市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等議案。
青島城市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是青島市第一

家國有股份制文化企業，2012年1月由青島
新華書店（集團）有限公司與青島出版社有
限公司整合後變更設立，主要從事圖書、期
刊、電子音像等出版物的出版發行、新興媒
體的開發運營等業務。
2014年8月，青島出版集團所屬的青島城

市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啟動與青島鹼業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組工作。青島出版集團通過
股權無償劃轉取得青島鹼業34.26%的股份
後，正有序開展資產置換、發行股份購買資
產及募集配套資金等資產重組工作。截至今
年8月25日，已完成相關資產的交割過戶工
作，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的主要工作已實施完
畢。而本次股東大會相關議案通過後，公司
名稱也將於近期完成相關變更登記手續。

俄經濟部籲中資前往建廠 青島鹼業更名城市傳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長春報
道）吉林省長春日前舉行俄羅斯投資政
策和州區推介會，俄羅斯聯邦經濟發展
部副部長齊布爾斯基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吉林省作為東北的老工業基地，在
蘇聯時期，中俄就有合作共同建設東北
工業區的經歷。近年來，兩國之間的經
貿合作地域不斷擴大，水平持續升高，
貿易額激增。中俄雙方的經貿發展方向
是完全符合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
「現在，越來越多俄羅斯州區看到了

中國經濟建設帶來的發展商機，主動進
軍中國市場。舉個例子來說，俄西北部
的普斯科夫州，從前，他們只是與歐盟
地區的夥伴開展經貿合作，但現在他們
也開始和中國合作。這樣的例子在俄羅
斯很多州區都正在發生着。俄羅斯政府
和商界在中國投資的願望越來越高。」

領130企業赴東北亞博覽
帶領130家企業參展交流中國-東北亞博

覽會，齊布爾斯基坦言：「這在俄中兩國
經貿合作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重要舉措。」
俄羅斯聯邦高度重視中國—東北亞博覽
會，這次在展會期間召開投資政策和州區
推介會，主要是介紹經濟特區，讓投資者
們在俄羅斯放心投資興業。
談到兩國務實合作未來的發展方向

時，齊布爾斯基表示，未來俄經濟特區
政府將在稅收減免、貨物通關、勞工准
入、過境運輸等方面給予支持和便利，
希望中國企業到俄投資建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
道）廣東省政府和中外運長航集團、
俄羅斯開發與對外經濟銀行、俄羅斯
出口中心股份公司四方近日簽署合作
備忘錄。備忘錄確定中俄兩國合建中
俄貿易產業園，該產業園將落戶在東
莞石龍。該平台是俄羅斯在中國設立
的首個出口商品貿易中心，將成為提
升中國與俄羅斯密切合作的重要平
台。
據了解，項目涉及中俄貿易、物流

倉儲、金融等方面，為互惠互利的項
目，由俄羅斯政府機構組織原材料到
岸銷售。通過兩國企業的直接對接，
進一步優化供應鏈，改善貿易環境，
縮短訂單周期，提升配送效率，保證
服務水平與質量，推動中俄雙邊貿易
額的持續提升。同時，逐步完善物流
通關與倉儲服務，提供包括海運、江
運、汽運、鐵路、多式聯運等運輸模
式，以及配套完整的物流服務，包括

報關、報檢、拖車、倉儲、包裝與其
他增值服務，並通過此項目獲得更廣
泛的供應商與客戶基礎。

配合新物流通道開通
中國外運長航集團作為物流運營

商，將為中俄貿易產業園提供多種物
流模式支持，包括必要運輸通道、物
流基礎設施、物流配套服務、電商服
務平台、貿易結算平台、融資服務
等，並主導促進貿易物流通道的效率
提升和成本降低。東莞石龍鎮本身的
地理區位和物流優勢為項目提供良好
交通條件。2013年11月，從珠三角
直達中亞和歐洲的快速物流通道正
式在石龍啟用，從東莞到俄羅斯的
運輸時間從原來的約35天縮短到15
天左右。東莞中外運項目已經開通
石龍—滿洲里—俄羅斯和石龍—阿
拉山口—中亞五國的線路，滿足兩地
貿易物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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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聯邦經濟發展部副部長齊布爾
斯基接受媒體採訪。 記者張艷利 攝

渝建機器人之都 打響「中國製造」

在長安汽車重慶第三工廠的車間內，有上百個機器人每日
從事汽車的衝壓、焊接、塗裝、總裝四大工序。記者走

進衝壓車間時，看到工業機器人的機械手正在封閉的玻璃罩
內迅速運行，一隻機械手從料架上抓取鋼板，放置在衝壓機
的工作台上，「轟」地一聲響，衝壓機迅速將鋼板精確地衝
壓成型，形成一個車門形狀，一次衝壓完成後機械手立即將
材料輸送至下一個流程，用時不過幾秒。車間負責人說，一
台機器人可以代替4個衝壓工人──傳統的人工生產拍次只
能達到每分鐘3衝次，機械手則可以達到每分鐘10衝次，效
率提高了2.3倍。

搶佔先機 業務猛進
此番場景在如今的重慶並不少見，然而幾年前，機器人市
場在重慶還備受冷落。一家承接焊接機器人業務公司的創辦
人王政告訴本報記者，公司近年來焊接機器人收入十分可
觀，但2006年前，兩三年才能賣1台機器人；當時企業在其
他業務的盈利，勉強可以打平機器人業務的巨大虧損。
業內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重慶歷年來的工業機器人銷
量僅500多台。隨着全球產業發展的升級，機器人是從2010
年起開始受到市場追捧。重慶市機器人專家組牽頭人何國田
認為，重慶市機器人產業幾乎由零起步，這有利於快速形成
產業鏈和規模生產能力，搶佔市場先機。
重慶市經信委裝備製造處副處長趙斌對本報記者表示，如
今全國機器人產業高歌猛進，重慶已經探索出一條適合本地
發展的模式：一是由重慶市經信委牽頭，與兩江新區、永川
區、大足區、璧山區和江津區等成立了聯合招商組開展全球
招商，全力建設智能裝備產業聚集區；二是注重產業鏈協同
發展、創新商業模式、產學研合作和人才培養等多種舉措並
用，以推動機器人和智能裝備的自主研發及應用普及。

產值飆升 目標千億
根據市情，重慶確立了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方向：首先圍繞

工業市場發展工業機器人，並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關鍵零
部件，到一定階段再發展服務機器人、特種機器人，最終形
成全產業鏈。
目前，在機器人及智能裝備產業領域，重慶已有超過60家
企業從事相關研發及生產。2014年產值達到100億元（人民
幣，下同），今年將突破150億元，到2020年達到千億級規
模。
在重慶兩江新區的水土高新園，華數、海普洛和嘉騰等多
家機器人企業已入駐。自去年以來，從這個園區走出的機器
人數量已經超過1,000台。華數機器人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楊海
濱說，根據國家工信部的有關規劃，到2020年，中國工業機
器人萬人擁有率將提高到100台，這意味着巨大的市場蛋
糕。
據楊海濱稱，工業機器人大致可分為五大部分，即本體

（機器人外殼，相當於人的軀幹）；控制器（指令輸入系
統，相當於人的大腦）；伺服系統（指令傳輸，相當於人的
神經）；電機（提供動力，相當於人的心臟、血液循環系
統）；減速器（控制扭矩、速度、力量，相當於人的肌
肉）。目前，已落戶重慶的機器人研發、生產機構和企業，
能完成本體、控制器、伺服系統、電機四大環節的研發和生
產，只有減速器這一部分尚需從國外進口。即是除了「肌
肉」外，機器人的「身體、大腦、神經、心臟和血管」，均
可在重慶本地製造。

近年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將機器人及智能

裝備產業納入國家戰略，其中以德國的「工業

4.0」戰略規劃、美國的「先進製造業計劃」和英

國的「工業2050戰略」最為搶眼。面對席捲全球

的機器人產業浪潮，重慶在2011年就將推動機器

人產業發展列入議事日程，並提出建設「全球機

器人之都」的願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重慶市機器人專家組牽頭人何國田告訴本報記者，
隨着重慶機器人產業鏈雛形初現，機器人產業關鍵核
心技術未取得實質突破的發展瓶頸亦隨之凸顯。

機器人核心零部件主要包括電控系統、伺服電機
和減速機。與之對應的三大關鍵核心技術，主要掌
握在日本帝人、日本發那科、日本安川、德國
KUKA和瑞士ABB等少數國外機器人企業手中。受
此影響，重慶機器人市場約90%的份額被國外機器
人企業佔據，95%以上的內地機器人企業則只能做
系統集成。

成品精度不敵洋貨
由於缺少核心技術，企業在價格、訂單數量等方面

一直受制於國外上游企業，生存能力不強。據重慶社
平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鄧社平透露，公司做系統集成
僅能賺取10%左右的毛利，大部分利潤則被國外上游
企業賺走了。「研發機器人技術和資金的要求均比較
高，沒有兩三千萬就不要考慮入行。」一名重慶汽車
製造廠商人士亦坦言，由於國產機器人在精度等方面

難以與進口機器人匹敵，目前還不敢完全信任國產品
牌。
重慶華數機器人負責人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承認，國

產機器人的核心技術確實無法比肩進口機器人。最直
接的體現在壽命方面，國產機器人理論壽命約為10
年，進口機器人的壽命可達15年至20年。

優質售後服務取勝
不過企業目前找到了一條應對措施：精耕細分市

場、加強售後服務。他舉例說：「比如你的生產車間
有一台機器人出了問題，臂展、高度需要調試，如果
是從我們企業購買的，我們保證24小時之內趕到現
場維修調試，這是國外企業做不到的。」此外，國外
的機器人大多是「流水化」生產，國產機器人卻可以
根據客戶需要「度身定做」，這亦是差異化競爭的一
大策略。

核心技術短板待破解

■重慶華數機器人生產車間，工人正在安裝機器人零
部件。 孟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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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機器人以及自動化整體方案的應用，能夠幫助
製造企業提高生產效率，但動輒上百萬元（人民幣，
下同）甚至更高的價格，加上未知的售後服務，令一
些中小企業望而卻步，重慶亦不例外。
重慶華數機器人副總經理韓坤告訴本報記者，以其

公司生產的直角坐標機器人為例，每台機器人售價大
約在15萬元至20萬元。一個生產車間「機器換人」
不僅需要一次過購買數十台機器人，還需要購買車間
自動化智能服務，並招聘專門管理人才管理操作機器
人，加上「機器換人」的時間成本，企業車間想要完
成「機器換人」需要一次過投入近千萬人民幣。因
此，儘管汽車、電子訊息企業等潛在的機器人使用大
戶熱情很高，但對當期一次過消化龐大資金感到壓
力，這制約了機器人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羊毛出在豬身上」
為此，重慶兩江新區成立了機器人融資租賃公司，

通過「金融＋市場」組合，鼓勵當地企業租賃使用機

器人。重慶兩江新區水土高新技術產業園建設投資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洪軍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重慶機
器人融資租賃是一種「羊毛出在豬身上」的商業模
式，通過與意向客戶簽訂租賃合同，再一次過購買客
戶所需要的機器人全部設備租給客戶。

銀團看重長遠發展
李洪軍透露，重慶幾家整車企業成為這一模式的最

早獲益者。目前，一筆3億元的訂單正交給兩江新區
融資租賃公司來做，下一步要擴大到4億多元的機器
人訂單。至於「購買機器人的錢從哪裡來？」的問
題，李洪軍毫不擔心：重慶的銀團十分看重這樣的創
新商業模式，已授信兩江新區236億元發展戰略機器
人產業。
不過，本報記者在採訪機器人製造企業時得知，雖

然機器人租賃模式想法新穎，但目前還步履維艱，實
施並不順暢：首先是國人「租不如買」的理念根深蒂
固，其次是部分企業擔心機器人的租期不穩定或者質

量不達標。兩江新區機器人融資租賃公司方面表示，
機器人租賃模式會愈來愈健全，等「先嘗到甜頭」的
企業慢慢改變市場觀念。

創新租賃模式 大減成本壓力

■李洪軍指，重慶幾家整車企業是創新租賃模式的最
早獲益者。 孟冰 攝

重慶廣數機器人企業負責人表示，中國機器
人發展趨勢雖如雨後春筍，但存在諸多問題，
如缺乏統一標準、專業人才匱乏、核心技術不
足等。有見及此，重慶方面去年引入了內地第
三個國家機器人檢測評定中心。據兩江新區負
責人告訴本報記者，國家級的檢測評定中心帶
有強制性，可以對機器人的材料、機器人的關
鍵零部件、機器人的本體進行全方位檢測。同
時，針對內陸地區機器人專業人才匱乏的現
狀，投資5.6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重慶兩江
機器人培訓及應用中心（學院）已正式開建。

學生搶手 月薪可觀
目前，重慶市工業高級技師學院最受歡迎的

專業當屬「工業機器人運用與維護」，這是內
地首批開設這一專業的學校。副院長杜江對本
報記者表示，這些學機器人專業的學生「俏」
得很，一年級時他們的班級就會被企業冠名，
二年級全班同學均會被企業搶光，就業後的工
資亦十分可觀，大部分能有6,000元至8,000元
的月薪，還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可以拿到一萬元
以上月薪，完全沒有就業壓力。
讀機器人專業大二的學生李學文說，學校裡
幾乎所有的教室均與設備有關，尤其是在實驗
室，價值上百萬的三菱機器人隨時給大家演示
機器人顆粒上料、加蓋擰蓋、成品檢測的流
程，「我覺得這就是『高大上』，學這個專業
是很值得的」。

引入國家測評 建學院育專才

■重慶永川工業高級技師學院學生正在上課。 孟冰 攝

■■智能機器人表演跳舞智能機器人表演跳舞。。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在機器人展會上在機器人展會上，，一名市民和智能對弈一名市民和智能對弈
機器人下中國象棋機器人下中國象棋。。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