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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竞争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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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山作为中国的制造业重镇，对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有很大的需求，工业机器人产业也正加速崛起。本文

通过专利数据，分析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的专利竞争力，首先分析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申请的概况，其次，采取层次

分析法，构建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竞争力的测度指标和模型，并与广州、深圳、东莞的头部企业进行对比。发现佛山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发展不平衡，佛山的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企业合作意识较弱，企业联合申请专利较少等问

题，为佛山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提供了积极完善产业链布局、加强企业的合作意识、加大研发投入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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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业机器人作为先进制造业的支撑技术和信息化社会

的新兴产业，对未来生产和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佛山正在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依托工业机器人制

造装备和自动化设备的推广应用，促进制造业的数智化转

型。目前，佛山已经初步形成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并形成

以龙头企业带动工业机器人企业发展的特色，但是在推

动佛山市工业机器人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仍然存在问

题。本文通过分析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的专利申请概况，

并通过与东莞、深圳、广州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比较，明晰

当前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竞争力差距。

1 　研究方法

1.1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竞争力评价指标

关于企业专利竞争力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学者们从

不同的维度分析专利竞争力：数量维度，张伟波（2005）

从专利数量维度分析中国制药企业的专利竞争力，发现应

建立中国制药企业的知识产权竞争意识。质量维度，石尧

（2022）通过对全球产业核心企业专利的权利要求数、同

族专利数的分析，了解我国车辆自动驾驶产业的企业的专

利竞争力。曹明等（2020）以平均权利要求数、被引数量

为指标建立多维度、立体的企业专利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价值维度，Harrigan（2018）在相关研究中，从专

利有效率、研发效率以及技术优势等作为基础指标进行评

价，以此来判断企业的专利竞争力。合作维度，Ponta 等

（2021）使用合作专利申请数、校企专利合作数对中国机

器人企业技术质量进行了评价和国际比较。 本文从规模

类、质量类、价值类和合作类指标四个维度对工业机器人

企业专利竞争力进行评测。

1.2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竞争力评价模型

1.2.1层次分析法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竞争力的

评价模型，邀请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专家进行打分，从而确

定权重，构建专属于工业机器人企业的专利竞争力评价模

型。确定方案层的综合权重。

1.2.2评价模型

最后结合企业的专利竞争力评价指标规范化得分，通过

加权法计算得出企业专利竞争力评价值。再利用线性加权

平均法对企业专利竞争力进行综合评析，计算公式如下:

                                             （1）

2　数据来源与样本企业选择

2.1数据来源

本文以大为Innojoy专利数据库为主要专利数据库，确

立检索式为：TI=((工业机器人 OR 机械手OR 机械臂) AND (

关节 OR 坐标 OR 焊接 OR 搬运OR 并联 OR 分拣 OR 装配 OR 

打包 OR 拆包 OR 包装 OR 装卸 OR 切割 OR 打磨 OR 抛光 

OR 喷涂 OR 码垛)) OR ((industry robot) AND (automat OR 

AGV OR SCARA OR cylindr OR pallet OR sort OR stamp OR 

assemb OR pack OR cut OR grind OR polish OR paint))，

检索年限为2013年-2022年。初步检索后，筛选出申请人为

佛山、深圳、东莞、广州的工业机器人企业名单。首先，

分析2013-2022年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申请申请概况。

然后，选取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专利申请量排名前5的

企业从规模、质量、价值、合作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分析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的专利竞争力。

2.2样本企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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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对象工业机器人企业的选取依据为各市专利申

请量排名前五的企业。由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分为上中下

游，各个领域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申请存在不同的特点。

所以本文按产业链的环节对工业机器人企业进行分类，然

后分产业链环节进行测度与对比。

3　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竞争力分析

3.1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申请概况

3.1.1申请年度分析

对佛山工业机器人专利申请年度分布进行分析，旨在

揭示佛山工业机器人技术发展进程及发展趋势。本文统计

的是2013-2022近十年的数据，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

申请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15-2020年期间稳

步上升，在2020年之后逐渐下降。这与2015年国务院《中

国制造2025》、工信部《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等国家相关政策及重大项目的支持有关，工业

机器人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工业机器人技术水平不断提

升。2020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工业机器人专利申请量有

所下降，但技术水平仍在提高。

3.1.2 IPC构成及技术热点分布

通过分析工业机器人在各技术方向的数量分布情况，

了解工业机器人覆盖的主要技术类别。对佛山工业机器人

的专利申请进行统计分析。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技术专利

申请中最为活跃的技术领域为 B25J（机械手），其次为

B65G（运输或贮存装置）。B25J的专利申请为2518件，占

总申请量的29.65%，对于机器人本体的研发中，机械手是

本体技术分支中的重要研发技术。代表企业是库卡，库卡

致力于机械手的精密研发，库卡机械手广泛应用于物流运

输、食品行业、建筑行业等多个领域。B65G的专利申请为

1294件，占总申请量的15.24%，属于驱动系统中的重要研

发技术。代表企业是嘉腾，嘉腾机器人自成立以来，专注

于无人搬运车（AGV）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广泛应用于工业

生产、运输、仓储等各个环节。控制系统相关的专利申请

较少，专利申请量为768件。

3 .2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竞争力对比分析

3.2.1从规模方面分析企业专利竞争力

排名第一的是昊志机电。昊志机电的规模类指标指数

最高，说明其专利申请积极性高，昊志机电秉承立足自主

技术创新的发展战略，非常注重技术创新，积极申请工业

机器人相关专利。与广州、深圳、东莞的关键零部件领域

企业相比，佛山的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申请积极性相对较

弱，这也与佛山的关键零部件发展不成熟，很多技术还

依赖进口有关。相较而言，佛山集成应用领域和本体领域

的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申请量和专利转化率还是在平均水

平，可以多加研发升级。

3.2.2从质量方面分析企业专利竞争力

昊志机电遥遥领先，分析可得，其平均权利要求数位居

第一，说明企业专利技术的保护范围较广，非常重视专利

技术保护。而且企业的平均存活期越长，其专利保护范围

就越久，专利稳定性也就越强。与其相反，天太作为佛山

关键零部件领域的龙头企业，其质量类指标综合指数在四

个城市排名最后，更是在平均同族专利数和被引用两次以

上的专利数这两项指标中排名倒数，不仅反映其关键零部

件领域的专利技术市场范围还有待拓展，而且也表明该企

业专利技术的重要性不足，专利质量还有所提高。

3.2.3从价值方面分析企业专利竞争力

各企业的专利价值相差不大，但汇专科技的专利有效

表1 工业机器人企业及专利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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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遥遥领先，说明该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专利的效率之

高。该企业通过专利转让获得的经济收益也高，再加上专

业的研发小组，不断推进公司整体研发水平的提升，汇专

科技的专利价值也在不断提高。而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的

研发投入还不够，专利的研发效率也相对较低。应加强佛

山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意识，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佛山

工业机器人企业的专利价值。

3.2.4从合作方面分析企业专利竞争力

汇专科技排名第一，企业注重与院校、科研院所等外部

机构进行产学研合作，增强了公司技术创新合作能力。佛

山本体领域龙头企业库卡在佛山市排名第一，积极与各机

构达成合作，加大产品应用端的开发，满足国内市场的需

求。从校企合作专利数来看，有一半的企业校企合作专利

数为0，不难看出，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技术合作创新意

识均还有待加强。

3.2.5佛山工业机器人专利竞争力综合评价结果

佛山的关键零部件如减速器、伺服电机及控制器等仍

高度依赖进口，佛山在工业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领域应努力

突破核心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应发挥在本体和集

成应用领域的竞争优势，提高工业机器人产业的装备智能

化、集成化水平，着力推进佛山工业机器人创新发展。

4　结论

通过对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专利竞争力进行分析，发

现佛山虽然已经形成了“关键零部件-本体制造-集成应

用”完整的工业机器人产业链，但存在产业链发展不平

衡、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合作意识较弱等问题还

仍待解决。

针对佛山工业机器人企业发展存在的以上问题，本文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4.1积极完善产业链布局

佛山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发展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本体和

集成应用两部分，相较而言，核心零部件是较为薄弱的环

节。要完善产业链关键短板，需针对高性能减速器、伺服

驱动系统、控制器等关键部件实施精准招商。并联合佛山

各机构研究所，重点开展关键零部件领域的攻关。

4.2培育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专利信息反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龙头企业专利竞

争力往往排名前列，所以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时，应

积极鼓励龙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注重专利的质量和价

值，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进而提升工业机器人企业

的融合创新水平。

4.3加强人才引进力度，加大研发投入

技术创新离不开人才，人才是技术发展的核心力量，政

府除了引进人才的补贴，还要为人才在佛山就业、创业、

医疗等方面各种便利和保障。合理加大科研投入，研发人

员不仅需要努力攻克技术难关，还要继续勇于创新，加强

工业机器人与应用场景的融合研究，实现创新发展。

4.4加强企业的合作意识

鼓励企业与其他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开展专利合作，

积极践行“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模式。通过合作，共

同研发新技术，能够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加

速技术创新步伐，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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