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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需求调研报告

智能机器人作为一种包含相当多学科知识的技术,几乎是伴随着人工智能所产

生的，在当今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岗位都需要智能机器人参与、

这使得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也越来越频繁。而“中国制造 2025”提出，瞄准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十大领域，大力推动重点领

域突破发展，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更为我国智能

机器人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必将需

要数百万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关研发、销售、安装调试、技术支持、调试维护、应用

编程等技术技能人才。

当前，新一代智能机器人相关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软硬件升级等

整体推进，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

速跃升。自 2013 年开始，我国就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就产业整体发展情

况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了支撑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机器人产业发

展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为 839 亿元，2016-2023 年的平均增

长率达到 18.3%，远超全球 11.5%的年平均增长率。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具有技术集成度高、应用环境复杂、

操作维护较为专业的特点，有着多层次的人才需求。

人社部报告指出，近年来，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大机器人技术研究方向的人

才引进与培养力度，在硬件基础与技术水平上取得了显著提升，但现场调试、维护

操作与运行管理等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依然有所欠缺，掌握机器人操作、维护、

调试、故障排除等技术的工程师需求越来越大。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人才需求看涨，另一方面，专业人才严重匮乏，于是，

智能机器人技术人才培养专业顺势推出。那么，市场紧缺哪些人才？如何通过深造

成为专业的智能机器人技术人才？为了能够更好的为智能机器人技术企业提供更适

合他们的智能机器人技术人才,我院作出如下调研报告。

一、智能机器人发展趋势

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成为各国政策加码的

新领地。以大数据、云计算、智能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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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媒体报道、行业研究和政府政策重点关

注的方向，这也将智能机器人技术又一次推向了发展前沿，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不

断增长，2016 年到 2021 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1.5%，由于机人工智能、人机协作、多

技术融合等领域不断深入发展，使得机器人成为后疫情时代生产力的核心力量。2021

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已达到 335.8 亿美元，预计 2023 年将突破 447 亿美元。

2016-2023 年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

智能机器人人才奇缺。全球智能机器人人才的数量不断攀升，据《制造业人才

发展规划指南》统计,我国目前机器人的产业供求比例为 1：10, 供需比例严重失衡,

机器人产业人才缺口在 300 万左右，预计到 2025 年将突破 450 万。智能机器人人才

工资高。国内 AI 人才在全球都属于高薪群体，从业者平均月薪为 21,650 元。

智能机器人作为一种包含相当多学科知识的技术,几乎是伴随着人工智能所产

生的，在当今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岗位都需要智能机器人参与、

这使得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也越来越频繁。而“中国制造 2025”提出，瞄准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十大领域，大力推动重点领

域突破发展，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更为我国智能

机器人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必将需

要数百万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关研发、销售、安装调试、技术支持、调试维护、应用

编程等技术技能人才。

二、人才需求分析与调查

随着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的日益成熟，智能机器人技术不断提升，因此，近年

来商业化应用已经成为智能机器人企业布局的重点，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机器人产业商业落地期较早，中国作为后期之秀，近年来在政策、资本的双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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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下，机器人商业化应用进程加快。目前，机器人技术已在金融、医疗、安防、教

育、交通、制造、零售等多个领域实现技术落地，且应用场景也愈来愈丰富重。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报告称，目前全球及国内机器人产业发展

迅速， 预计 2022 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 513 亿美元，2017 至 2022 年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14%。

其中，工业机器人市场 规模将达到 195 亿美元，服务机器人达到 217 亿美元，

特种 机器人超过 100 亿美元。预计到 2024 年，全球机器人市场 规模将有望突破

650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机器人市场持续蓬勃发展，成为后疫情时代机器

人 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预计 2022 年，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 将达到 174 亿美

元，五年年均增长率达到 22%。其中，2022 年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将有望达到 87 亿

美元，服务机器人 65 亿美元，特种机器人 22 亿美元。

一方面，智能机器人技术人才稀缺。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与实体经济深度结合，

重塑了产业形态，人才短缺问题更加凸显。智能化时代呼唤技能人才培养升级，应

持续强化“智能+技能”人才培养、加快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贯通技术技能人才发展

通道等。新型技能人才总量不足，人才供给存在难题。在部分领域和区域，新型技

能人才短缺正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一个问题。重庆宇海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秘

何勃告诉记者，智能化改造后，许多企业员工由一线操作转为负责运维、检修等工

作，对技能水平、智能化知识要求更高，一些产业工人无法胜任新的岗位要求，招

纳匹配的技能人才也非常不容易。

另一方面，稀缺的人才主要分布在北京等少数大城市中。

一些企业反映，现在三线城市基本招不到人工智能人才，招到也留不住，一些

企业只能招实习生，靠带新的方式培养智能机器人技术人才。

我院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云计算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人工智能等专业的基础上，申请开设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正是基于以上认识，

从不断满足企业用人需求的高度着眼的。同时，我院拟开设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

符合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我校的专业结构。我院

拟开设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专业名称规范，布局合理，符合教育部颁发的高职高

专指导性目录的要求，与我院专业规划相一致，使我院专业设置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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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从事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互联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的高职

毕业生比例最高；企业对高职毕业生期望是：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包括：工作态度、

纪律性、忠诚度、责任心和职业发展能力；有较强的专业职业技能，一定的生产管

理和研发能力。

总体来看，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存在较大缺口，旺盛的社会需求和良好的

办学环境，成为本专业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强有力的依托。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

2022月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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