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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出炉

10年后，我省机器人行业
“剑指”国际先进行列

合肥水环境污染罚款上限
从10万提高至100万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近日，合肥市环

保局公布了修订后的《合肥市水环境保护条

例》，从本月起正式实行。新的《条例》施行后，

加大了对水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大幅提升罚

款额度，增加环境违法成本，一旦违反，将被责

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罚款上

限由1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

根据《条例》，合肥市对开展水上旅游、水

上运动、水上经营等开发利用活动，不得影响

防洪安全、污染水质、损害河道及其配套设

施。有关行政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求环境保

护、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此次，《条例》中依法增加禁止排污的违法

行为方式，将“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排

放”“篡改、伪造监测数据”，以及“不正常运行

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行为纳入禁止范围。

同时规定，合肥市对新建、改建、扩建建设

项目的排水设施应当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并

与建设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未经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房屋中，除

楼顶公共屋面雨水排放系统外，阳台、露台排

水管道应当接入污水管网。

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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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祝亮

芜湖市在工业机器人领域
处于全国前列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大致形成长三角、珠

三角、环渤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六大产业集聚

区。从发展基础、技术实力、市场空间、产业链、

产业集聚程度等方面看，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

海地区处于国内机器人产业发展第一梯队，东北

和中部地区处于第二梯队，西部地区处于第三梯

队。其中，安徽省总体处于第二梯队的前列，芜

湖市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处于全国前列。

我省机器人与进口机器人
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2017年，我省工业机器人产业（全产业链）

主营业务收入达 200 亿元，工业机器人产量达

8000余台，比上年增长1.4倍；服务机器人已形

成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公共安全、餐饮、娱乐

机器人等较为全面的产品体系。我省初步打造

了芜湖、马鞍山、合肥等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以

下简称“芜马合”），已形成集研发设计、生产制

造、系统集成、示范应用等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

展格局。现有机器人生产、集成和零部件企业

150余家，机器人研究院6家。

虽然近年来我省机器人产业发展形势喜

人，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产

业基础仍然薄弱。除了埃夫特、巨一自动化、欣

奕华等少数骨干企业外，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初

创型企业。二是工业机器人与服务机器人发展

不均衡。工业机器人产业处于快速成长阶段，

而服务机器人产业则处于起步阶段。三是产业

链有待进一步优化。机器人产业发展主要集中

于产业链的中后端，以机器人本体和系统集成

为主，存在“后重前轻”问题。四是应用推广难

度较大。省产机器人的无障碍工作时间、重复

定位精度等关键指标与进口机器人相比仍有一

定差距，加上品牌认可度低，很难获得大企业订

单。五是产业发展尚未形成合力。尽管我省机

器人产业主要集中在“芜马合”机器人产业集聚

区，但三市产业园区的专业化分工不够明确，且

有不少企业散落在其他地区，缺乏相应的协调

和合作机制。

10年后
机器人行业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根据我省制定的目标，到 2022 年，我省机

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明显增

强，产品性能和质量达到国际同类水平，关键零

部件取得重大突破，发展成为我国机器人产业

的重要增长极，建设成为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机器人研发制造基地。 工业机器人主要技

术指标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平均无故障运

行时间（MTBF）超过 8.5 万小时；医疗护理、家

庭服务、救灾救援等重点领域的服务机器人技

术水平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到2027年，我省机器人产业（全产业链）主

营业务收入突破1800亿元，智能工业机器人和

服务机器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汽车、家电、

电子等领域形成机器人应用国际标准和规范，

打造 15 家左右行业“领跑者”企业，培育 30 家

左右单项冠军企业，建成世界一流的机器人先

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在GPS导航下
向指定地点移动的消防机器人

在服务机器人领域，我省既要针对消防、救

援、医疗等特殊用途需求研制特种服务机器人，

又要面向消费升级需求加快批量生产消费服务

机器人。

其中，消防救援机器人：一是谱系化，依托

沪宁智能、惊天智能装备等企业，推动消防灭火

机器人、防爆消防侦察机器人、抢险工程机器人

等向多品种、多系列发展，并具有强大防御能

力，可在高温、高压、有毒等复杂环境中作业；

由单一履带式机器人向履带式、轮式、腿（足）

式多类型机器人发展，以适应不同消防作业环

境的需求；形成消防机器人全产业链，打造全球

消防机器人知名品牌。二是智能化，提升消防

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增强环境感知与数据传

输、自动导航等能力，如可在 GPS 导航下向指

定地点移动等。

无意识控制下
具备助力行走机器人

医疗机器人：依托三联机器人、安普机器人

研究院、圣美孚、小护医疗等，面向医院病人、

家庭老人医疗护理的需求，开发各类形式的医

疗护理床、护理座椅等护理机器人，提高人工语

音识别等智能感知识别能力，增强自主移动、自

动避撞、用户交流等功能，提供多样性的护理服

务。二是推动服务机器人研制企业与中国科学

院、中国科技大学等国内外科研院所的交流与

合作，引进英国 Rex Bionics PLC、美国 Ekso

Bionics等国外先进企业，研制开发外骨骼康复

机器人等，为患者提供助力、保护、身体支撑等

功能，同时融合传感、控制、信息获取、移动计

算等机器人技术，使得机器人能在操作者的无

意识控制下具备助力行走等功能。

可以货运的无人船
无人船。依托科微智能等企业，研制开发

环境监测、水面巡航、应急救援、影视摄制等专

用无人船，提升产品可靠性、智能化水平与续航

能力，为港口工程、生态评估、岸线保护等领域

提供智能、高效的服务。同时，结合长江航道特

点与港口发展趋势，联合国内外大型船舶制造

企业、国内外相关科研院所，引进国内外无人船

先进技术与企业，积极开发内河用无人货船。

可以实现物流运输的无人机
民用无人机。依托赛为智能、云翼等企业，

聚焦工业、农业、公共服务、物流等细分市场需

求，强化环境感觉、信号传输、单机智能飞行、

多机智能协同、任务自主智能等技术，研制开发

农业植保无人机、巡查巡视无人机、物流运输无

人机等。

走入千家万户的消费级机器人
消费服务机器人发展重点为：充分利用科

大讯飞、酷哇、星途、圣美孚等企业的技术优

势，鼓励国内外消费服务机器人企业到安徽落

户，积极发展家庭作业机器人（包括吸尘机器

人、除草机器人、窗户清洗机器人等）、娱乐休

闲机器人（包括玩具机器人、教育与训练机器

人、娱乐用途机器人等）等。

我省将重点打造的服务类机器人

我省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

人均调整幅度企业为5.5%
机关事业单位为4%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

悉，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经省政府同意并报国

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批准，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

2018 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决定

从2018年1月1日起，为2017年12月31日前

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退休人员增加基本养

老金。

国家综合考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和

职工工资增长以及养老保险基金支撑能力等

因素，确定了今年总体调整水平为 2017 年退

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其中，企业调

整幅度为 5.5%，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幅度为

4%。这将进一步缩小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

休人员之间的基本养老金水平相对差距。

按照国家要求及批复水平，我省既考虑政

策的延续性，又兼顾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的特点，确定了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

当倾斜的具体调整办法，定额部分为40元，保

持去年标准不变。挂钩部分实行与缴费年限

和本人上年 12 月底基本养老金水平双挂钩，

缴费年限每满1年，每人每月增加2元；每人每

月增加本人基本养老金水平的 1%，这一比例

因国家总体调控水平下降而调整。倾斜部分

主要是体现对退休早、养老金水平偏低的高龄

退休人员的统筹照顾，对年满 70—74 周岁、

75—79周岁、80—84周岁、85周岁及以上（截

至2017年12月31日）的企业退休人员，每人每

月分别增加140元、180 元、260 元、330 元；对

年满70—74周岁、75—79周岁、80—84周岁、

85 周岁及以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分别增加 80

元、110 元、160 元、200 元。以前年度调整基

本养老金时已经享受过高龄倾斜的人员，达不

到上述标准的补齐到上述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