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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其高超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

率优势将挤占低技能劳动力的就

业，进而被渐渐广泛运用到制造业

各个领域的生产环节。从这方面

看，工业机器人的进口会对中低技

能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工资分化情

况产生负面影响，即对其产生一定

的替代效应。但随着工业机器人

各项先进功能的有效发挥，企业规

模效应将放大，而企业规模扩大

后，则会创造更多低技术就业岗

位，激发低技能劳动者的再就业。

通过相关调查研究可见，在低技术

劳动力工人当中，工业机器人所产

生的生产力效应要比替代效应更

强。因此，综合来看，工业机器人

进口将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起促

进作用。

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

工业机器人的运用会与高技能劳

动力产生互补效应。首先，由于工

业机器人运用产生的规模效应，有

助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如编程、操

作、维护等高新技术岗位。其次，工

业机器人能够解放并改善现有劳

动力，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升。

部分被替代的劳动力可以通过接

受教育、参加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与

工作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制造业

企业内部乃至社会的智能化发展，

有利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引进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海南应用好用足自贸港

政策，推动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发

展，助推自贸港高新技术产业体系

建设。这对全面提升海南制造业

全要素生产率、助力海南现代产业

体系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加大对工业机器人进口

贸易的扶持力度，降低贸易壁垒，

鼓励多种类型工业机器人进口。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下称《总体方案》），对工业机

器人的贸易发展，实行以“零关税”

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

安排。作为享受“零关税”政策利

好的高新技术产品，其进入自贸港

具有免征收进口关税的引进优势。

特别是，我国内地不少企业每年会

进口大量工业机器人，在自贸港政

策加持下，海南可以更好地服务于

内地制造型企业在琼开展生产经

营活动的潜在需求以及后续机器

人维修、保养等现实需求。

二是加大工业机器人互补性

技术的投入，增加对工业机器人领

域的投资引导，加强对工业机器人

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根据《总体

方案》安排，海南将大力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聚焦平台载体，提升产

业能级，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

链、数字贸易等为重点发展信息产

业。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三亚深

海科技城等，海南正布局建设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培育深海深

空产业，并围绕生态环保、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等壮大

先进制造业。引进工业机器人并

推动与之配套的产业发展，可以间

接推动海南自贸港产业升级和现

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三是加大对工业机器人领域

的研发强度，促进工业机器人行业

的发展，提升自贸港四大主导产业

的整体竞争力。根据《总体方案》

岛内自由原则，海关将对海南自贸

港内的工业机器人使用企业及机

构实施低干预、高效能的精准监

管，实现自贸港内智能化相关企业

自由生产经营；并对注册在海南自

贸港并实质性运营的进口工业机

器人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

税。相关企业可以节约更多资金，

用于加大对工业机器人引进和研

发等方面投入力度，客观上也会促

进工业机器人相关产业在海南的

快速发展。

四是加强在制造业中对工业

机器人技术的消化，以促进工业机

器人技术融入制造业生产过程中

的重要环节。在《总体方案》政策

框架下，海南可在兼顾公平竞争和

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借助财政

激励手段，探索性引导有条件的制

造型企业引入工业机器人，从而推

动海南高新技术产业提质增效，以

更好服务于自贸港主导产业培育

与成长。

五是扩大制造业生产企业中

工业机器人进口设备的使用范围。

当前，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

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如汽车

产业和电子产业。作为一种通用

的新兴发展技术，工业机器人在其

他制造业行业，如食品加工、医药

制造、家具等领域的运用仍然不

足。建议在海南主动探索扩大工

业机器人在制造业各领域中的使

用，进而以点带面助力本土制造业

的智能转型和产业升级，提升自贸

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服务于

自贸港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的整体目标。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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