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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目的

为对接和贯穿职业教育的创新性、实践性和先进性，缩短与企业人才需求规

格距离，现从调研本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的人才需求背景切入，进行分析工业机

器人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职业能力与工作素养，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推动三教改革、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从而进一步制定更符合实际、更合理、

更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案。

二、调研对象、范围

近年来，“世界工厂”珠三角的车间，正在掀起一场机器人替代工人的工业

革命。广州、佛山、中山等地相继出台政策，推进“机器人换工人”。珠三角不

仅广泛地使用机器人，还要打造机器人或智能装备产业基地，其产业发展要求已

列入珠三角多地发展议程。自多地政策推行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开始将机器

人应用于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深圳机器人协会秘书长毕亚雷表示，珠三角工业

机器人年增速已达 30%，有些行业达 60%。所以让“世界工厂”摆脱依赖廉价劳

动力的发展模式，是这场工业革命的意义所在。

图 1-1 广东地区机器人系统集成商比例与总产值图

来源：中国机器人产业网信息整理

目前，珠三角地区已初步形成四块主要的机器人系统集成商集中区域，分别

是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在此基础上，系统集成商企业为下游企业提供智能

装备建设方案，提供设备集成服务，为当地的制造业实现智能化提供了极大的推



动力，如广州的广汽本田、佛山的美的集团、东莞的技研新阳电子有限公司、深

圳的富士康科技都是应用智能装备提高产能产值的显著代表。

表 1-1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所属行业类型，此次调研广东地区

参与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类型中，机械加工和汽车配件为所属行业的主要类型。

表 1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所属行业类型

选项 小计 比例

汽车 1 5.56%

汽车配件 5 27.78%

食品饮料 1 5.56%

3C 2 11.11%

机械加工 11 61.11%

医疗 1 5.56%

其他 8 44.44%

表 1-2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主要应用类型，此次调研广东地区

参与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类型中，主要应用在搬运、焊接、机床上下料和装配等

用途。

表 2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主要应用类型

选项 小计 比例

搬运 11 61.11%

焊接 9 50%

机床上下料 7 38.89%

装配 10 55.56%

打磨 4 22.22%

喷涂 5 27.78%

其他 4 22.22%

表 1-3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主要应用工业机器人品牌，此次调

研广东地区参与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中，主要有 ABB、安川电机、发那科、KUKA、

广州数控等品牌的机器人。



表 1-4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应用工业机器人类型，此次调研广

东地区参与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中，主要有串联、并联、scara、双臂、直角坐

标和 AGV 等机器人。

表 3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应用工业机器人品牌

选项 小计 比例

ABB 11 61.11%

安川电机 3 16.67%

发那科 2 11.11%

KUKA 6 33.33%

新松 1 5.56%

广州数控 5 27.78%

新时达 0 0%

埃斯顿 0 0%

埃夫特 1 5.56%

其他 7 38.89%

表 4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应用工业机器人类型

选项 小计 比例

串联 13 72.22%

并联 7 38.89%

scara 4 22.22%

双臂 6 33.33%

直角坐标 3 16.67%

AGV 5 27.78%

其他 4 22.22%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在自动化系统建设时，优先选择国产品牌工业

机器人的占 33.33%，优先选择国外品牌工业机器人占 66.67%，而选择国外品牌

工业机器人的主要考虑因素是产品质量、产品精度、品牌和售后服务。国产机器



人和国外机器人的差距在关键零部件无核心知识产权和产品质量及产品精度。

为推动智能装备产业发展，广州市已明确将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作为重点

发展产业。2015 年 4 月，广州市政府印发《关于推动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0 年要培育形成超千亿元的以工业机器人为核

心的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并在研发、采购等环节提供资金支持。在 2015 年印发

的《广州市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5—2017 年)》中提出，

2015 年至 2017 年，广州将安排 30 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工业转型升级，其中，7

亿元支持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大发展，重点支持机器人零部件攻关、整机制造、

系统集成及示范应用。

东莞机器换人在全国起步早，同时也走在前列。工业 4.0 概念开始风靡全

球时，作为制造业之都的东莞率先制订了“东莞制造 2025”战略，并加速推动

智能制造业在东莞的发展，加速推动了“机器换人”等各项计划。此后，东莞新

制造已经迈入机器人时代以及率先进入无人机等前沿科技产业，抢先占领产业制

高点。

近年来东莞已有六成工业企业开展“机器换人”，研发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和

工业机器人装备制造商有约 70 家，机器人企业数已占全国总数的 10%，工业机

器人产业总产值近 15 亿元，整个智能装备产业总产值逾 200 亿元。在支持机器

人产业发展方面，东莞已相继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在接下来三年里，东莞将会从

“科技东莞”工程专项资金中划出 3500 万元支持机器人产业基地建设，包括机

器人研究院、创业学院和孵化器等。按照东莞机器人企业未来 10 年的目标，到

2016 年引进和培育 3-5 家产值 10 亿元以上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企业，力争全市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产值达到 350 亿元，争取工业机器人产业实现年均

30%增速，到 2020 年打造 2-3 个工业机器人产业园和 9-10 个智能装备特色产业

基地，力争全市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产值达到 700 亿元，部分关键零部件

研发水平和产业重点发展领域的制造能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到 2025 年全市工

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产值超过 1200 亿元，总体研发和制造能力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将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

争优势的产业。

佛山 2014 年完成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278.56 亿元，增长 23.7%，投资额在全



省排名第一。2015 年，制定出台了关于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促进转型升级、优

质技改创新项目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百企智能制造提升工程”、扶持企业推

进“机器人应用”等政策，安排技改专项资金 24 亿元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促进

工业提质增效。佛山要打造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以“工作母机”为主

攻方向，积极建设万亿规模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基地，先后引进了北汽福田、南

车轨道、广东集成芯片研发与产业培育中心、浪潮云计算中心等一批现代装备制

造及生产性服务产业项目。佛山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1 年的 500 家增加至 2014

年的 618 家，总数位于广东省第四位，仅次于深圳、广州和东莞，其中，产值超

亿元的有 317 家，超 5亿元的有 115 家。而且工业机器人的需求量在近年来在

不断增加，佛山的车间大体上需要工业机器人 2 万多台套，目前工业企业每年

需求量大概增长 40%。到 2015 年 6 月底，佛山机器人的应用达到 3000 台套。

2015 年以来，深圳市先后启动了 5 次产业扶持计划。此前已有深圳市金奥

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大批企业受惠该政策红利。深圳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的资助，大大缓解了企业在上马产业化项目时的资金压力，使企业实现了轻

装发展。据统计，在 2015 年的 4 月、6 月，深圳市发改委针对机器人、可穿戴

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先后公示了两批扶持项目名单，共有 13 家企业榜上有名，

其中包括深圳市金奥博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化、无人化乳化炸药生产线”建设

项目、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深圳工业机器人伺服控制技术工程实验室”

建设项目等。

三、工业机器人行业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现状及需求分析

（一）工业机器人行业技术技能人才现状和特点

表 1-5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类型比例，此次调研广东地区参与

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类型中，系统集成企业占总的调研数量的 83.33%，关键零

部件制造企业占总的调研数量的 38.89%，本体制造企业占 27.78%，终端用户占

11.11%，研究机构展 22.22%。

表 5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类型比例

选项 小计 比例



关键零部件制造企业 7 38.89%

本体制造企业 5 27.78%

系统集成企业 15 83.33%

终端用户 2 11.11%

研究机构 4 22.22%

其他 3 16.67%

表 1-6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规模比例，此次调研广东地区参与

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类型中，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其中 100-300 人的公司占

38.89%，50 人以下的公司占 27.78%。

表 6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规模比例

选项 小计 比例

50 人以下 5 27.78%

50-100 人 3 16.67%

100-300 人 7 38.89%

300-1000 人 3 16.67%

1000 人以上 0 0%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商概况：

（1）系统集成商是以人为核心的订单型企业

系统集成商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其中， 为核心的是销售人员、项目工程

师和现场安装调试人员，销售人员负责拿订单，项目工程师根据订单要求进行方

案设计，安装调试人员到客户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并 终交付客户使用。由于每

个项目都是非标的，不能简单复制，所以系统集成商实际是轻资产的订单型工程

服务商，核心资产是销售人员、项目工程师和安装调试人员。

（2）行业细分越来越明显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商企业发展行业细分趋势越来越明显，诸如针对于物流、

3C、食品饮料包装、汽车、金属加工等细分行业的机器人集成商开始崛起。

以 3 家企业为例，了解应用于不同行业的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提供商的基



本情况、人员架构，并根据调研信息分析系统集成商岗位设置情况及相应的岗位

能力要求。

（1）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GSK）中国南方数控产业基地，国内技术领先的专

业成套机床数控系统供应商。公司秉承科技创新，以核心技术为动力，以追求卓

越品质为目标，以提高用户生产力为先导，主营业务有：数控系统、伺服驱动、

伺服电机研发生产，数控机床连锁营销、机床数控化工程，工业机器人、精密数

控注塑机研制，数控高技能人才培训。

广州数控是国内 大的机床数控系统研发、生产基地、科研开发人员 800 多

人、年投入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 8%以上，年新产品收入占总销售的 75%以上。

广州数控拥有国内一流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年产销数控系统连续 13 年全国

第一，占国内同类产品市场的 1/2 份额。公司科学规范的质量控制体系保证每套

产品合格出品。

图 1-2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2）佛山市利迅达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佛山市利迅达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机器人系统自动化集成和工业智

能化设备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于 2008 年筹备，2010 年 4 月正式成立。

“机器人打磨拉丝系统”被评为 2011 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机器人智能化焊

接系统”被评为 2012 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利迅达机器人与全球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的瑞士 ABB 集团以及意大利

柯马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 KUKA、发那科、川崎、爱普生、埃夫特等国内

外知名品牌展开密切合作；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共同打造全国首

个“金属表面处理机器人应用技术工程中心”。此外，公司积极建立机器人及自

动化设备的研发平台，打造机器人产业生态圈，筹建机器人 4S 店，完善保养维



修、改装升级等售后支持体系。

图 1-3 佛山市利迅达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3）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中国饮料包装行业领先的设备供应商，提供饮料工厂的全面解决方案，

从前处理、吹瓶、灌装、到二次包装整线及单机设备，公司自主拥有多项领先技

术及系列设备，包括国内首创的全自动旋转式 PET 吹瓶机、亚洲 高速的旋转式

5加仑桶装水灌装设备、国内领先的 PET 瓶饮料灌装生产线及二次包装设备。公

司已成功地成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法国达能、生力集团等国际化公司的认证

供应商，并为娃哈哈、乐百氏、椰树、健力宝、紫江、中富等国内知名饮料品牌

提供了优秀的设备和完善的服务。达意隆产品类型包括灌装生产线、全自动 PET

瓶吹瓶机、二次包装设备和代加工，其营业额占比分别是 55%、25%、12%和 8%。

公司员工约 1000 人，其中科技研发工程师 200 多人。

图 1-4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工业机器人行业技术技能人才规划及需求情况

表 1-7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人员学历构成比例，此次调研广东

地区参与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总的调研数量的 88.89%，

高职及大专学历占总的调研数量的 94.44%，中职占 38.89%，经职业培训的高中、

初中毕业生占 11.11%。

表 1-7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人员学历构成比例

选项 小 比例



计

本科及以上 16 88.89%

高职（大专） 17 94.44%

中职 7 38.89%

经职业培训的高中、初中毕业生 2 11.11%

其他 1 5.56%

表 1-8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近三年录用员工的学历情况。此次

调研广东地区参与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中，录用本科以上学历人员从 10.17%上

升到 13%，录用高职及大专学历人员从 9.94%上升到 13.22%。

表 1-8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近三年录用员工的学历情况

行标题 平均值

2014 年度本科及以上 10.17

2014 年度高职（大专） 9.94

2014 年度中职 6.33

2014 年度经职业培训的高中、初中毕业生 6.56

2014 年度其他人员 5.06

2015 年度本科及以上 12.06

2015 年度高职（大专） 12.28

2015 年度中职 7.5

2015 年度经职业培训的高中、初中毕业生 9.06

2015 年度其他人员 4.5

2016 年度本科及以上 13

2016 年度高职（大专） 13.22

2016 年度中职 7.39

2016 年度经职业培训的高中、初中毕业生 5.78

2016 年度其他人员 4.17

表 1-9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人员构成情况。此次调研广东地区



参与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中，产品研发人员占 12.78%，电气系统设计人员占

15.83%，机械系统及工装设计产品组装人员占 14.11%，系统安装调试占 17.22%，

运行维护人员占 18.22%。

表 1-9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近三年录用员工的学历情况

行标题 平均值

产品研发：本体及关键部件研发 12.78

系统方案设计：电气系统设计 15.83

系统方案设计：机械系统及工装设计产品组装 14.11

产品安装与调试：产品安装 21

产品安装与调试：系统安装调试 17.22

销售与售后服务：售后服务 15.61

销售与售后服务：技术销售 17.28

销售与售后服务：运行维护 18.22

管理：生产管理 15.33

其他： 15.72

1-10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未来三年主要岗位计划招聘人数情况。

此次调研广东地区参与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中，未来三年主要岗位计划招聘人数

整体呈增长趋势，机械系统及工装设计产品组装人员和产品安装人员主要需求方

向，系统安装调试人员、售后服务人员、运行维护人员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

表 1-10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未来三年主要岗位计划招聘人数

题目\选项 2016 2017 2018
行 平

均

行 小

计

产品研发：本体及关键部件研发 6.67 8.83 12.39 9.3 27.89

系统方案设计：电气系统设计 6.83 8.39 10.94 8.72 26.17

系统方案设计：机械系统及工装设计产品组装 10.17 15.56 21.22 15.65 46.94

产品安装与调试：产品安装 10.06 14.39 20.06 14.83 44.5

产品安装与调试：系统安装调试 8.78 11.44 14.28 11.5 34.5

销售与售后服务：售后服务 9.56 13.61 16.44 13.2 39.61



销售与售后服务：技术销售 8.5 10.61 13.67 10.93 32.78

销售与售后服务：运行维护 7.83 10.06 11.72 9.87 29.61

管理：生产管理 8.28 10.56 12.67 10.5 31.5

其他 1： 3.78 4.17 4.83 4.26 12.78

其他 2： 4.17 4.94 5.94 5.02 15.06

其他 3： 3.94 4.67 6.33 4.98 14.94

一般情况下，在技术工作领域，在短期内（5 年之内）设备的折旧与员工的

流动程度属于自然状态，可以认为工业机器人的增加量与相关岗位人才的需求量

成正相关的关系。

（三）行业企业职业岗位的变化及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要求

制造业发展较好的地区是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主战场，也是拉动工业机器

人发展的驱动力。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南区域，在广东、

江苏、上海、北京等地，其工业机器人拥有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中珠江三角

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 发达的两个地区，长三角工业机器人应用

更为广泛，珠三角也能保有 20%-25%的比例。

由此可以推算出珠三角地区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与人才需求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 11 2016-2020 年珠三角工业机器人的保有增长量与人才需求预测

年份 销量（千台） 珠三角增长量（千台）
珠三角预期人才需求（千

人）

2016* 76.14 15.23-19.04 7.46-14.28

2017* 108.72 21.74-27.18 10.65-20.39

2018* 152.97 30.59-38.24 14.99-28.68

2019* 213.04 42.61-53.26 20.88-39.95

2020* 274.32 54.86-68.58 26.88-51.44

如下表，在机器人创造的岗位中，大约有 11 个，对于高职学校学生来讲，

基本都能胜任。因此，在这里将其分为三个梯级作为就业参考：

第一梯级：机器人研发开发范围，主要为机器人系统集成工程师助手，

包括机器人电气制造助理工程师，电气设计助理工程师，系统集成助理工程



师，占比在 10%

第二梯级：机器人操作维护范围，主要有机器人操作技术员、维护员、人工

故障诊断员、品质管理助理工程师等，占比约 60%

第三阶梯：非机器人核心工作，主要有销售与客服，服务助理工程师、电机

维修员等，约占 30%。

表 1-12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人才获取方式情况。此次调研广东

地区参与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中，招收有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占 72.22%，内部

培养人员占 15.83%，机械系统及工装设计产品组装人员占 14.11%，系统安装调

试占 17.22%，运行维护人员占 18.22%。

表 1-12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人才获取方式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招聘应届毕业生 0 0%

招收有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 13 72.22%

内部培养 4 22.22%

其他 1 5.56%

表 1-13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急需的人才类型情况。此次调研广

东地区参与调研工业机器人单位中，系统安装调试、工装设计、电气系统设计为

主要需求类型。

表 1-13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急需的人才类型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示教编程 1 5.56%

运行维护 2 11.11%

虚拟仿真 2 11.11%

安装调试 4 22.22%

工装设计 4 22.22%

电气系统设计 4 22.22%

其他 1 5.56%

表 1-14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所需的人才技能（资格）证书情况。



对于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中认为毕业生应具备行业相关技能

证书占大多数。

表 1-14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所需的人才技能（资格）证书情况

选项
小

计
比例

安全相关 6 33.33%

本体制造企业的技能认证 7 38.89%

行业相关技能证书 13 72.22%

人社部相关技能证书 2 11.11%

其他 1 5.56%

1-15 为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所需的人才应具备的素质或能力情

况。对于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中认为所需的人才应具备专

业知识、动手能力、职业素养、团队协作等素质或能力。

表 1-15 广东地区参与调研机器人单位所需的人才应具备的素质或能力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专业知识 14 77.78%

动手能力 16 88.89%

职业素养 14 77.78%

团队协作等 15 83.33%

表 1-16 机器人创造的岗位需求与机器人专业就业方向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就业方向 岗位设置 工作内容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商

机器人电气制造助理工程师

机器人电气设计助理工程师

机器人系统集成助理工程师

电气、控制等系统的检测

与调试

工作站安装、编程、调试

等系统仿真与方案设计

工业机器人生产使用企业

机器人操作技术员机器人维

护员机器人工故障诊断员品

质管理助理工程师

从事设备操作从事机器

人维护从事机器人诊断、

保养从事产品检测与质

量控制



电机生产企业 特种电机维修员 从事电机的维修、检测工

作

其他行业
机器人销售岗位服务助理工

程师

从事机器人相关的销售

从事机器人的售后服务

来源：企业调研与相关资料搜集

因此对三个梯级进行人才需求预计，如下表显示：

表 1-17 2016-2020 年珠三角区域不同梯级人才需求预测（单位：人）

年份 第一梯级 第二梯级 第三梯级

2016* 746-1428 4477-8566 2239-4283

2017* 1065-2039 6393-12231 3196-6116

2018* 1499-2868 8995-17209 4497-8605

2019* 2088-3995 12527-23967 6263-11984

2020* 2688-5144 16130-30861 8065-15431

一般来讲，高职学校学生，属于机器人系统集成企业要求的高技术人才，

那第一梯级是其就业的第一选择。此外，高职学生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相关岗位，

例如在生产制造企业如面向汽车、机械加工、食品、新能源等。

行业企业，主要从事自动化成套装备中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的现场编程、调

试维护、人机界面编程、系统集成等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同时也可以尝试工业

机器人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

四、职业院校相关机器人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情况

（一）职业院校机器人相关专业设置与招生就业状况

1．全国高职院校工业机器人（方向）专业开设情况

据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发布的数据，2013 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近

3.7 万台，约占全球销量的五分之一，总销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 大的工业机

器人市场。随着工信部《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全国

各地陆续出台了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地方政府到民间资本，都掀起了一

股机器人热潮。

工业机器人的行业正由技术研发向技术应用发展。“热潮”与“美好前景”

的背后，是工业机器人行业巨大且急切的人才缺口。



目前，全球每销售 5 台机器人，就有一台是在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其进行编程，把机器人本体与控制软件、应用软

件、周边设备等结合起来，组成一条完整的生产线，才能进行生产。但是，相

关具体的操作，由于技术要求较高，并且属于新兴领域，人才缺口巨大。不仅

是运用机器人进行生产的企业，就连机器人本体的制造厂商，也急需熟练的技

术工人。

但是，与工业机器人专业人才的需求逐年增长相比，工业机器人专业人才

的培养却处于相对滞后状态。目前，本科院校培养的机器人相关人才，大多从

事原理研究、本体开发及特种机器人开发等，而国内大多数高职院校有工业机

器人应用方面的对口专业较少，开设年限也仅为 1～2 年，从课程内容设置到

人才培养过程，还很不成熟。

近两年，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全国各地出现了“企业热、政府热、全

民热、教育热”的局面，很多职业院校看到了这一市场前景，纷纷开设与机器

人相关的专业和方向，教育部亦批注成立工业机器人专业。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全国共有 239 家高职院校开设了工业机器人专业。

目前，我国华南地区开设工业机器人专业的高职院校共 32 家教育部备案的

机器人专业的高职院校，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西南、东北、华北及西北地

区则分别有 30、23、19、9 家教育部备案的机器人专业的高职院校。

五、工业机器人行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匹配分析

（一）工业机器人行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匹配分析

系统集成企业的这些特性决定了该行业的难以复制性，所以无法提供统一

的行业工艺或岗位设置标准。根据调研及机器人行业岗位信息收集，分析系统

集成企业的岗位设置。

表 18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商相关岗位设置

岗位方向 岗位设置 工作内容

安装调试 机器人安装员 从事机器人安装工作



机器人调试员 从事机器人调试工作

机器人诊断维修员 从事机器人诊断、保养和维修

工艺规划 机器人设计工程师助手 从事机器人编程、诊断

为了适应并能够胜任不同岗位，需要明确不同的岗位设置所要求的专业技能

和能力要求，根据调研结果，分析总结出系统集成商相关岗位能力要求如下表所

示：

表 19 工业机器人相关岗位能力要求

职业岗位

职业能力

专业能力 社会能力

机器人安

装人员

1.掌握机械基础、电工识图、装配钳工、维修电工、液压与

气动控制、单片机的应用技术理论及一般机电设备安装及修

理的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机器人的结构与原理、机器人工作站安装与调试等基

本理论知识；

3.具有普通钳工、电工、焊接、质量检测及一般机电设备安

装等基本操作技能；

4.能读懂机器人设备的结构安装和电气原理图，并熟练安装

电工、电子元器件；

5.掌握机器人应用关键技术，区分不同型号机器人安装要

点；

1.整体思考、合理

利用资源的能力；

2.具有较强的创新

精神、创造能力和

创业素质，具备良

好的职业道德；

3.具有良好的团队

合作意识；

4.查找资料、资料

阅读能力；

5.自我评价 /展示

能力；

6.良好的沟通协调

能力。

机器人调

试人员

1.掌握机械基础、电工识图、装配钳工、维修电工、液压与

气动控制、单片机的应用技术理论及一般机电设备安装及修

理的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机器人的结构与原理、机器人控制与编程等基本理论

知识，能构建较复杂的 PLC 控制系统，编制工业机器人控制

程序。 3.掌握机器人关键技术，如各种执行机构、运动控

制、信号控制、程序控制等相关技术；

4.具有机器人及计算机系统安装和维修，各种执行机构的使

用与维修能力。

机器人诊

断维修员

1.掌握机械基础、电工识图、装配钳工、维修电工、液压与

气动控制、单片机的应用技术理论及一般机电设备安装及修

理的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机器人的结构与原理、机器人控制与编程与机器人工

作站安装与调试等基本理论知识；

3.具有普通钳工、电工、焊接、设备安装等基本操作技能；

4.能读懂机器人设备的结构安装和电气原理图；



5.具有机器人工作站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技能。

机器人设

计工程师

助手

1.掌握机械基础、电工识图、装配钳工、维修电工、液压与

气动控制、单片机的应用技术理论及一般机电设备安装及修

理的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机器人的结构与原理、机器人控制与编程与机器人工

作站安装与调试等基本理论知识；

3.具有普通钳工、电工、焊接、设备安装等基本操作技能；

4.能读懂机器人设备的结构安装和电气原理图；

5.能构建较复杂的PLC控制系统，编制工业机器人控制程序；

6.具有机器人工作站的日常维护与运行的基本能力；

7.具有机器人工作站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技能；

8.具有以机器人应用为基础的智能设备的应用和维护能力；

9.辅助工程师根据不同客户需求，参与设计、调试并应用不

同的

机器人工作站。

目前为止，广东省经过教育部备案开设工业机器人（方向）专业的高职院

校有 20 家，主要分布在以穗莞深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其中广州地区的院校多，

达到广东省的 50%。工业机器人专业基本都隶属于机电学院（系）。

如下表，在机器人创造的岗位中，大约有 11 个，对于高职学校学生来讲，

基本都能胜任。因此，在这里将其分为三个梯级作为就业参考：

第一梯级：机器人研发开发范围，主要为机器人系统集成工程师助手，

包括机器人电气制造助理工程师，电气设计助理工程师，系统集成助理工

程师，占比在 10%

第二梯级：机器人操作维护范围，主要有机器人操作技术员、维护员、人

工故障诊断员、品质管理助理工程师等，占比约 60%

第三阶梯：非机器人核心工作，主要有销售与客服，服务助理工程师、电

机维修员等，约占 30%。



表 20 机器人创造的岗位需求与机器人专业就业方向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就业方向 岗位设置 工作内容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商

机器人电气制造助理工程

师

机器人电气设计助理工程

师

机器人系统集成助理工程

师

电气、控制等系统的检测与

调试

工作站安装、编程、调试等

系统仿真与方案设计

工业机器人生产使用企业

机器人操作技术员机器人

维护员机器人工故障诊断

员品质管理助理工程师

从事设备操作从事机器人

维护从事机器人诊断、保养

从事产品检测与质量控制

电机生产企业 特种电机维修员 从事电机的维修、检测工作

其他行业
机器人销售岗位服务助理

工程师

从事机器人相关的销售从

事机器人的售后服务

因此对三个梯级进行人才需求预计，如下表显示：

表 21 2016-2020 年珠三角区域不同梯级人才需求预测（单位：人）

一般来讲，高职学校学生，属于机器人系统集成企业要求的高技术人才，

那第一梯级是其就业的第一选择。此外，高职学生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相关岗位，

例如在生产制造企业如面向汽车、机械加工、食品、新能源等行业企业，主要

从事自动化成套装备中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的现场编程、调试维护、人机界面编

程、系统集成等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同时也可以尝试工业机器人销售和售后服

务工作。

（二）工业机器人行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匹配分析

1.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

年份 第一梯级 第二梯级 第三梯级

2016* 746-1428 4477-8566 2239-4283

2017* 1065-2039 6393-12231 3196-6116

2018* 1499-2868 8995-17209 4497-8605

2019* 2088-3995 12527-23967 6263-11984

2020* 2688-5144 16130-30861 8065-15431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近年来持续表现强劲，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工业机器人

的热潮带动机器人产业园的新建。到目前为止，上海、徐州、常州、昆山、哈尔

滨、天津、重庆、唐山和青岛等地均已经着手开建机器人产业园区。产业的发展

急需大量高素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人才短缺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

2.工业机器人的日益广泛应用需要高技能专门人才 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提

升、人工成本快速提高促使企业用工业机器人来提高产业附加值、保证产品质量，

使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

目前在长三角地区使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六千多家，人才缺口达 5000 人左

右。不仅企业需要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机器人自动化线维护等方面的人才，还

需要大量从事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等工作的专门人才。随着我国制造

业的发展，预计未来 3-5 年，工业机器人的增速有望达到 25%，高技能人才缺

口将逐年加大。

3. 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

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尚无工业机器人应用方面的对口专业，从事工业机器人现

场编程、机器人自动线维护、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等岗位的人员主要来自对电气

自动化技术、机电一体化等专业毕业生的二次培训，而且短期培训难以达到岗位

要求。

4. 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荒

伴随着机器人热的另外一个隐忧也随之浮出水面，那就是工业机器人应用工

程师的人才荒。一台工业机器人（机械臂）能否投入到生产当中去，以及能发挥

多大的作用，取决于生产工艺的复杂性，产品的多样性还有周边设施的配套程度。

而解决这些问题却需要 3 到 5 名相关的操作维护和集成应用人才。目前，机器

人在汽车制造以外的一般工业领域应用需求快速增长，而相应的人才储备数量和

质量却捉襟见肘。



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是典型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行业，目前的当务

之急，是大量培养掌握机器人系统知识并能与各行业工艺要求相结合的应用工程

人才，帮助用户解决机器人的应用的实际问题，取得实效，以此开拓机器人市场。

从一些招聘要求不难看出，操作机器人的技术人员，是目前企业中 缺的技术工

人。企业把工业机器人买回来以后，想要把标准的机器人变成一台可以投入生产

的专用自动化设备，这就需要机器人应用工程师结合生产工艺和工件的类型，通

过手动示教编程并结合周边的辅助设施，才能使机器人完成特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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