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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助力引领新标杆，构筑机器人产业

新高地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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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事件 

6 月 28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

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的通知。《方

案》指出将在北京打造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目标

意指使机器人核心产业收入达到 300 亿元以上。 

 

◼ 主要观点 

快人一步，加速构建机器人产业高地。我们认为今年以来国内经济回

暖复苏，经济运行总体延续恢复，市场信心与经济动能稳中向好。其

中，在工信部等部门印发《“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和《北京

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背景下，高技术产业保持高

速增长，带动经济新动能有效释放：投资端1-5月高技术制造业固定投

资同比增长 12.8%，较整体固投高 8.8个百分点；生产端 5月高技术产

品实现两位数增长，5月服务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为 34.3%。为了形成

创新要素集聚、创新创业活跃的发展生态，打造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的机器人产业集群，《方案》计划 “到 2025 年，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

能力大幅提升，培育 100 种高技术高附加值机器人产品、100 种具有

全国推广价值的应用场景”，为机器人产业发展打造“北京样板”，加

速打造全球机器人产业高地。 

由点及面，协同助力机器人产业提质增效。一方面，通过布局人形机

器人、发挥机器人产业基础优势，《方案》聚焦“医疗健康、协作、特

种、物流”这四类优势机器人产品跃升发展；另一方面，在注重机器

人产业细分领域的同时，通过打通上下游协同、软硬结合的创新链

条，夯实关键零部件基础，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强化人工智能大

模型的支撑作用，推动“机器人产业稳链、补链和强链”。最后，《方

案》指出通过开展“机器人+”应用示范，以加快形成标志性场景、标

志性服务、标志性模式和标志性业态，建立“资源统筹—创新协同—

环境优化”的产业发展新生态，优化机器人产业空间布局，我们认为

可以发挥规模效应，推动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行业产研融合水

平、强化经济带动效应。 

新动能助力，有望从供需两端带动经济活力。此次北京市人民政府

《方案》的印发进一步明晰了区域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方向、支持力度

和未来目标，是继《深圳市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应用

行动方案（2023-2024 年）》、《上海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 年）》后对《“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的进

一步布局。在需求端，面向医疗、制造、建筑、商贸物流、养老、应

急、农业等领域重点需求加快应用场景搭建；在供给端，立足产业链

协作提升机器人产业的对内集聚和对外辐射作用。我们认为，其有望

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拓宽相关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加速机器人产业

内细分领域的突破发展，引领机器人产业与企业行业的整合对接。我

们认为，从短期来看，《方案》的印发或能在经济增长恢复阶段引领增

长新动能更好地释放，提升市场预期，稳定经济增长目标；从长期来

看，推进国内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是参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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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是必须把握的产业变革机遇，对于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实现

“自主可控”的产业迭代有望起到积极作用。 

 

◼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修复不及预期、政策推进效果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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