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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集中力量撐優勢產業
機械人領域存低端化 推四措施防無序擴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

報道）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

斌昨日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表示，

中國在風靡全球的機械人製造產業

上取得了一定成績，也暴露出相關

問題，存在高端產業低端化、產能

過剩問題。他介紹，目前中國有20

多個省市將機械人作為重點產業培

育，全國建成和在建的機械人產業

園區超過40個，機械人企業逾800

家。

多家媒體在昨日發佈會上不約而同聚焦
中國機械人產業問題，有德國媒體直

指中國機械人產業存在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傾
向和苗頭。辛國斌回應說，2016年，中國
工業機械人產量達 7.24 萬台，同比增長
34.3%，產業規模日益擴大，但機械人產業
重複建設現象亦逐漸顯現。他說，在自主品
牌方面，中國的工業機械人大多還是一些中
低端產品，六軸以上多關節的機械人供給能
力相對較低，確實在機械人領域存在高端產
業低端化和低端產品產能過剩的風險。

加大專才培養力度
辛國斌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將從以下兩方
面着手推進產業的健康發展。首先，在推進
機械人產業邁向中高端方面，要採取四項措
施：第一要推進創新，進一步整合產業的創
新資源，推動建立機械人創新中心，提升產
業創新能力；第二要補齊短板。突破產業發
展的瓶頸，重點支持機械人產業關鍵零部件
質量及可靠性能的提升，進一步夯實產業發
展基礎；第三是開展機械人試點示範、推廣
應用。推進機械人在新興產業和傳統製造業
領域的應用。第四是培育人才。進一步實施
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加大對機械人專
業人才的培養力度。
如何防範行業無序擴張，規範行業發展？
辛國斌再提出四個具體措施：第一，要加強
規劃引領。繼續貫徹實施機械人產業發展規
劃，加強規劃引導作用，進一步強化科學發
展、理性發展；第二，盡快制定實施工業機
械人的行業規範公告管理辦法，進一步提高
准入門檻，規範市場競爭秩序；第三，推進
機械人行業組織建設，建立有利於研發、創
新和公平競爭的行業規則，加強行業自律；
第四，加快完善檢測認證平台，做好行業標
準制修訂工作，進一步促進機械人及關鍵零
部件認證和評價體系的完善。

實現差異化發展格局
對於中國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工
業與信息化部部長苗圩也在昨天發佈會上表
示，確實出現了一些行業低水平的重複建設
問題。他說，去年工信部已經與各省市溝
通，研究確定了在各個細分領域裡重點優勢
的產業名單目錄，嘗試用這種方式，讓各省
市找出自己的優勢所在，集中力量支持這些
優勢產業、優勢企業。通過這種方式避免低
水平重複建設，能夠實現差異化發展格局。 萬鋼：深入推內地香港創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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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發佈會要點
■中國機械人領域有低端化和產能過剩
風險

■力爭提前完成取消手機長途、漫遊費

■「中國製造2025」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
仁

■小微企業融資貴緩解、融資難仍突出

■要打造更多享譽世界的「中國品牌」

■能源省份工業出現較大困難，助其負
重爬坡

整理：記者 馬靜

今日兩會看點
人大

上午9時

下午3時

政協

上午9時

下午3時

下午
4時30分

下午
5時30分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
三次全體會議

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
強關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的報告

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曹建明關於最高人民檢察院
工作的報告

代表團全體會議

審議民法總則草案修改稿、
關於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
修改稿、香港特別行政區選
舉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
辦法草案修改稿、澳門特別
行政區選舉第十三屆全國人
大代表的辦法草案修改稿

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
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
報告

列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
議第三次全體會議

小組會議，審議各項決議草
案，討論「兩高」工作報告

主席會議

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
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第二
次全體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
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報
告中表示年內要取消手機內地長途
漫遊費，三大運營商隨後表示今年
10月1日將全面實施取消事宜。能
不能提前取消長途和漫遊費？工信
部部長苗圩昨日在人大記者會上表
示，工信部正加緊跟三家電信企業
做工作，工信部會積極推動企業加
快工作進度，克服各種困難，在確
保相關準備工作全部落實到位的前
提下，力爭提前完成這個目標。

提速降費加快產業轉型
關於「網絡提速降費」問題，苗

圩表示，提速降費工作不僅是給老
百姓送的一個大紅包，更對國民經
濟的轉型升級意義重大。他說，首
先，提速降費可以促進信息技術的
普及和應用，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
濟深度融合發展，加快傳統產業的

轉型升級，助力新動能的成長；第
二，提速降費也可以降低企業的信
息服務使用成本，促進「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孕育新的產
業、新的業態、新的模式，拓展
就業的新空間；第三，提速降費
工作普惠民生，為老百姓提供用

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
務，來激發信息消費的潛力，擴
大內需的市場；第四，通過這項
工作還可以縮小城鄉之間數字化
的鴻溝，充分地發揮互聯網在農
村的發展，為農民脫貧、為農民
增收起到很大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
會報道）國家科技部部長萬鋼昨日
在北京表示，香港是科技的高地，
創新的重鎮，內地與香港的科技發
展各具特色、互補性強，合作是大
勢所趨。科技部正在深入推動內地
和香港創新合作，並進一步發揮好
兩地科技合作機制。萬鋼並看好深
圳與香港的科技合作，深港在科技
合作上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充分利
用香港科技創新優勢，使香港的科
技成果在深圳開花結果。
萬鋼表示，科技部長期以來高度

重視推動內地與香港的科技創新合
作，盡全力開展更務實、更全面、
更深入的科技交流與合作，科技合
作基礎扎實而且成果豐富。2004年
科技部與香港原工商及科技局簽署
了《內地與香港成立科技合作委員
會協議》，約定每年召開會議商定
年度合作計劃。「我感到很高興，
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三次訪問科技
部，每年我們都有機會共商香港和
內地的科技創新合作。我們的合作
從協議簽訂後到現在，已經召開了
11次會議。」

台青來陸創業 政策一視同仁
在談及大陸與台灣兩岸青年的創新

創業合作方面，萬鋼表示，台灣青年
越來越多的活躍在大陸創新創業的舞
台上。他曾在內地多地參觀，都看到
過台灣青年的創新創業團隊。「我們
很歡迎台灣青年人能夠來到大陸創新
創業。因為大家語言相通、習俗相
近，都有自己創新的夢想、創業的願
望，能夠來一起開創自己的事業。」
萬鋼說，對於大陸與台灣青年創業的
政策是一視同仁的。

TOG02（頭條）
（副題）
（大題）

人工智能規劃快將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道）

萬鋼昨日在談及中國重大科技專項時表示，
中國要面向2030年部署一批與國家戰略長遠
發展和人民生活緊密相關的重大科技項目和
重大工程。其中，航空發動機和燃氣輪機專
項已經啟動，深海空間站、天地一體化信息
網絡、量子通信和量子計算機、腦科學與類
腦研究等重大項目實施方案編制都已經開
始，預計兩年當中都要啟動實施。
人工智能是當今世界上最熱的科技前沿課

題，也是中國面向2030重大科技創新項目新
增的一大專項。萬鋼表示，人工智能是中國
科技界長期關注的領域，重點支持了智能計
算機系統、智能機器人、自動信息處理等技
術攻關。他表示，科技部目前正聚集多方面
共同制定促進中國人工智能創新發展的規
劃。這個規劃旨在推動人工智能在經濟建
設、社會民生、環保事業、國家安全等方面
應用。同時，中央財政將設立一個專項，主
要在基礎研究、核心關鍵、共性技術上下功
夫。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必須是開放的，將
來會有開放的知識交流、共享平台，要建立
開放的軟件平台、開源的硬件平台，以及專
業化眾創空間。關於人工智能的規劃，相信
會很快與大家見面。

力爭國慶前撤手機漫遊費

曾 幾 何
時，機械人
產業突然火

了。在雙創熱潮中，許多高新企業
不約而同盯準了機械人產業，20多
個省市將機械人作為重點產業培
育，機械人產業園區逾40個，企業
800多家。大家都想摘取「製造業
皇冠頂端的明珠」。
政策釋放利好，資本傾巢而動，

是「一窩蜂」上馬機械人的主因；
也正是這樣的盲目擴張導致產能過
剩，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初衷南
轅北轍。據報道，2014年到2015
年，各地政府共密集出台了77項所
謂扶持政策，其中許多並不合規，

導致產業畸形發展。
「機械人產業重複建設現象顯

現，有高端產業低端化和低端產品
產能過剩風險。」工信部高官的表
態憂心忡忡。目前，國產工業機械
人以中低端產品為主，多為三軸和
四軸，而應用於汽車製造、焊接等
高端行業領域的六軸或以上高端工
業機械人市場主要被日本和歐美所
壟斷，而國產六軸工業機械人佔全
國工業機械人新裝機量不足10%。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吃過電視

機、電冰箱、空調、電廠、鋼廠
「一窩蜂」上馬導致產能嚴重過剩
的苦頭。市場是檢驗產業生命力的
唯一標準。低端化產品只能被淘

汰，在低端市場惡性競爭的現象不
要再發生了。 ■記者 馬靜

不要「生」那麼多低端機械人

■工信部部長苗圩（中）表示要集中力量支持優勢企業，以避免低水平重複建設。左起為工信部總工程師張峰，
右為副部長辛國斌。 新華社

■工信部正
爭取提前取
消手機內地
長 途 漫 遊
費。
資料圖片

■辛國斌表示會推進機械人在傳統製造業上
的應用。圖為火車站工作人員與機械人「對
話」。 資料圖片

■目前國產六軸工業機械人佔全國
工業機械人新裝機量不足10%。圖
為智能機械人於電子博覽上進行家
電生產展示。 新華社

■萬鋼認為深港在科技合作上有很大的
空間。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