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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加速变革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已成为企业提升其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本文深入探讨了工业机器人如何通过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及增强生产灵活

性等方式来赋能产品市场的理论逻辑，重点分析了有效部署工业机器人所需的关键要素与运作机制，

如技术的深度集成、数据的高效利用及人机协作的优化等。此外，本文还详细探讨了在推广和应用工

业机器人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技术、经济和组织层面的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性应对措

施。充分挖掘工业机器人赋能潜力需要多方面发力，确保在日益动态和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持续的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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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n accelera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factor in enhancing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firms’ product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how industrial robots empower product markets by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reducing operational costs, enhancing product quality, and in-
creasing production flexibility. It focuses on the critical factor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neces-
sary for the effective deployment of industrial robots, such a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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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data, and optimization of human-robot collaboration. Furthermore, the paper 
thoroughly examines the primary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dus-
trial robots, including technical, economic, and organizational barriers, and proposes strategic re-
sponses to these issues. Fully tapping into the empowering potential of industrial robots requires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to ensure that enterprises can achieve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an increasingly dynamic and fiercely competitiv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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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变革，工业机器人作为核心驱动力广泛应用于经济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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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根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数据统计，中国在 2022 年机器人安装量占比超过半数，已然成为全球最大机器

人市场。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工业机器人成为制造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业机器人以其提升了

生产的精确度和稳定性，降本增效，在质量和成本控制上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优势，对产品市场竞争的

积极意义愈发凸显。因此，深入理解工业机器人应用，理清其理论逻辑和实现进路，有利于进一步深化

改革，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工业机器人在企业发展迅速，但是投资不足和技术发展等阻碍了工业机器人对于产品市场的发展。

本文主要阐述工业机器人应用赋能产品市场的理论逻辑，剖析了其核心支撑要素与运行机制，分析工业

机器人赋能过程中的现实挑战，从研发创新、战略投资、劳动力发展和产业链协同等方面提出可行路径，

为工业机器人赋能企业产品市场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2. 文献综述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引发学术界的关注。从宏观层面看，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经济增长[1] (杨光

和候钰，2020)、催生新兴技术相关岗位[2] (Mokyr et al., 2015)，但对就业产生的替代作用则增加了工资

差距[3]-[5]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0, 2018；王永钦和董雯，2020)。从微观层面看，工业机器人主要

对企业出口、创新以及运营效率等方面产生促进作用[6]-[9] (范冬梅和李莹，2023；蔡震坤和綦建红，2021；
冯玲等，2023；刘骏等，2023)。但是，已有研究忽视了工业机器人应用赋能企业产品市场表现，也尚未

有文献涉及如何提升工业机器人赋能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的路径。 
从企业产品市场表现的驱动因素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外部宏观环境以及内部公司特征。在外部宏观

环境方面，企业受不确定性风险的影响，往往产品市场表现有所波动[10] (倪骁然，2020)。立法与资本市

场变化也会对产品市场表现造成冲击[11] [12] (陈胜蓝等，2023；Billett 等，2017)。从公司内部特征看，

社会责任会通过影响声誉和外部监督来提升产品市场表现(蒋德权和蓝梦，2022) [13]，同时企业避税也会

降低税费支付，进而增加产品市场表现[14] (刘行和吕长江，2018)。 
综上，目前尚有研究从工业机器人赋能的角度探索其影响产品市场表现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进路。因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5.14101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肖瑶 
 

 

DOI: 10.12677/mse.2025.141012 109 管理科学与工程 
 

此，本文以工业机器人为研究视角，考察其赋能产品市场表现的重要机理，以期为工业机器人赋能企业

产品市场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3. 工业机器人赋能产品市场的理论逻辑 

生产效率和规模经济的提升。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决定其竞争优势和市场表现

的关键因素[15] (Wernerfelt, 1984)。工业机器人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产和技术资源，通常能够高速高效地

执行任务，比人工更精准地完成生产过程[4]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0)。这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减少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错误和延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渗透性、替代性、

协同性和创新性等技术经济特征[16] (蔡跃洲和陈楠，2019)，工业机器人能够使生产过程更加快速可靠，

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产能，有助于企业更具竞争力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与市场信任的建立。工业机器人赋能企业在产品质量控制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

平。与传统的人工生产相比，工业机器人可以精确执行编程等方面的任务，减少生产过程中的人为误差，

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能够企业的市场信誉，还能够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日益增

长的需求。随着市场对高品质、高可靠性的产品需求增加，质量一致性已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的重要因素。 
成本结构优化与价格竞争力的增强。通过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工业机器人帮助企业实现了成本结

构的优化。传统生产模式下，劳动力成本往往占据企业运营成本的较大比例。引入工业机器人后，企业

用工成本降低，并且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资源冗余，进一步降低整体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优化

不仅增强了企业在价格上的竞争力，还为企业在高成本市场中赢得更多的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 
技术创新驱动的长期竞争力。工业机器人作为先进制造技术的核心，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

通过不断升级和优化机器人技术，能够持续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这种技术创新不

仅为企业带来了短期的市场竞争优势，更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技术驱动的市场环境

中，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力。 

4. 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核心要素支撑和运行机制 

(一) 核心要素支撑 
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核心要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技术集成与优化。工业机器人需要与企业现有

的生产系统和信息技术系统进行集成，确保数据的无缝流通和工序的顺畅衔接。这种集成不仅涉及硬件

的物理连接，还包括软件层面的算法优化和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也包括例如高精度传感器、人工智能

算法、机器视觉等技术的持续研发与创新以提升机器人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进而赋能企业产品创新。

二是人才与技能培训。工业机器人的引入要求企业在技能培训和人才管理方面进行升级。熟悉机器人操

作和维护的专业人员是保障机器人平稳运行的关键。因此，企业需要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提升员工的

技术水平和适应能力。三是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现代工业机器人具备数据收集和分析功能，可以为生

产决策提供实时的支持。企业应建立数据驱动的决策机制，通过分析机器人的操作数据和生产数据，优

化生产流程和策略。四是安全性与可靠性管理。由于工业机器人通常在高风险环境下运行，其安全性和

可靠性是企业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应建立严格的安全管理体系和应急响应机制，以保障机器人的稳定

运行和生产安全。 
(二) 赋能产品市场的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方面，工业机器人赋能产品市场关键在于生产链与供应链的调节机制，并通过消费需求端

适应市场变化。首先，要关注自动化生产流程整合。将工业机器人融入到企业的生产流程中，实现从原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5.141012


肖瑶 
 

 

DOI: 10.12677/mse.2025.141012 11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材料处理、生产加工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自动化，确保高效连续的生产过程。其次，现代工业机器人越

来越多地采用人机协作模式，即机器人与工人共同完成生产任务。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能

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和机器人的精确性。第三，智能制造系统构建。通过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系统(如
MES、ERP 系统)的深度集成，实现生产计划的自动调整、资源调度的优化，以及对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

和反馈。在工业 4.0 背景下，数据成为驱动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工业机器人通过传感器网络收集生产数

据，并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分析，支持企业进行智能决策，从而优化生产流程和产品设计。第四，工

业机器人的应用不仅限于单一的生产环节，还应扩展到整个供应链和生产链的协同优化。通过机器人技

术的应用，实现上下游企业的无缝对接和资源的高效配置。最后，柔性生产与协同运作。现代制造环境

要求生产系统具备高度柔性，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工业机器人通过模块化设计，能够实现生产线的灵

活调整，与其他设备协同运作，形成高效的生产网络。 

5. 工业机器人应用赋能产品市场的现实挑战和实现进路 

(一) 工业机器人应用赋能产品市场的现实挑战 
1) 技术层面的挑战。技术层面的挑战往往存在于集成的复杂性和网络安全风险。从集成复杂性看，

将工业机器人集成到现有生产线中可能会面临技术复杂性问题，要求对基础设施和流程进行重大调整。

这一挑战常常因新机器人系统与旧设备的兼容性需求而加剧。从网络技术上看，随着工业机器人变得更

加互联，它们也变得更容易受到网络威胁的攻击。保护这些系统免受黑客攻击、数据泄露和其他网络风

险，对于维护操作完整性和安全性至关重要。 
2) 投资层面的挑战。初始投资成本高是企业引入工业机器人的主要障碍之一。购买和部署工业机器

人的成本是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重大障碍。高昂的设备采购、安装和调试费用使得许多中

小企业望而却步。同时，尽管工业机器人承诺长期成本节约，但初期的投资回报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受

市场需求、生产量以及劳动力适应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3) 潜在的劳动力市场冲击和组织问题。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可能导致部分岗位的减少，引发劳

动力市场的不稳定和社会矛盾。此外，变革管理是采用新技术的关键部分。由于对失业的担忧或不愿改

变现有流程，企业可能会面临来自员工和管理层的阻力。 
(二) 工业机器人应用赋能产品市场的实现进路 
1) 研究与创新。工业机器人涉及机械、电子、软件等多领域的技术融合，其维护和升级需要企业具

备一定的技术储备和管理能力。为应对这一挑战，企业可以通过与专业机构或高等院校合作，引入外部

技术支持，提升自身的技术管理水平。同时，持续的机器人技术研究与创新对于克服现有的局限性和开

发新功能至关重要。学术界、工业界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可以推动进步，并确保工业机器人不断发展，以

满足企业日益变化的需求。 
2) 战略投资与规模化。企业应考虑平衡初期成本与长期收益的战略性投资，进行详细的成本效益分

析，并探索融资租赁等创新金融手段，以降低初始投入的压力。政府激励和补贴在鼓励采用机器人技术

方面，尤其对中小企业至关重要。逐步扩大机器人解决方案的规模也有助于企业控制成本，并适应技术

变革。 
3) 劳动力发展与变革管理。通过侧重于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数字素养的培训计划来投资于劳动力发

展至关重要。工业机器人应用需要高水平的技术人才，而目前市场上技术人才供给不足。企业应加大培

养力度，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提升员工技能水平。变革管理策略应包括清晰的沟通、员工

参与以及效益展示，以减少阻力并促进协作环境。 
4) 产业链协同与生态系统建设。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需要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形成一个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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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生态系统。企业应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动产业

链的优化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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