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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问：上周五沪指高开，盘中冲高回落，收盘
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延续强势震荡，盘中创业板指一
度涨超2%，但午后各股指一度翻绿。盘面上，
个股跌多涨少，教育、石油、汽车板块表现较
好，北上资金净买入约39亿元。截至收盘，两
市涨停87只，跌停6只。技术上看，仅沪指仍
收于5日均线之上，两市合计成交8158亿元环
比略减；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
均线，60分钟MACD指标仅沪指仍保持金叉状
态；从形态来看，市场延续上涨符合笔者之前
预判，目前沪指已经震荡上涨3日，接下来理应
去挑战前期高点3153点，随后若成交不济，股
指还会再次拉锯。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
续缩减。综合来看，5月27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发布联合公告称，为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促进两地资本市场
共同发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
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原则同意两地交易
所将符合条件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交易所买
卖基金）（简称ETF）纳入互联互通。此举有利
于进一步吸引长期资金，短期宜密切留意市场
成交变化。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华创
阳安（600155）94 万股，徐工机械（000425）80
万股，五粮液（000858）3.2 万股，康芝药业
（300086）45万股。资金余额7208983.68元，总
净值26848383.68元，盈利13324.19%。

周一操作计划：徐工机械过会复牌，若不
直接涨停则择机高抛。康芝药业、华创阳安、
五粮液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上交所进一步优化
知名成熟发行人债券融资审核

为更好支持优质实体企业债券融资，上海
证券交易所27日发布相关指引，进一步优化
知名成熟发行人的债券发行上市审核。

自2018年上交所推出知名成熟发行人优化
融资审核制度以来，已助力一大批优质央企、
地方国企和优质民营实体企业充分利用交易
所债券市场融资便利，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
指引第6号——知名成熟发行人优化审核》
（以下简称《知名成熟发行人优化审核指引》），
是上交所进一步适应市场形势、服务市场需
求，更好支持优质企业进行债券融资的一项制
度性安排。

《知名成熟发行人优化审核指引》对知名
成熟发行人认定和优化审核措施两个方面进
行了规范，主要内容包括：

完善知名成熟发行人认定标准，简化部分认
定指标，拓宽优质企业范围，对于在重点支持行
业领域内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给予专门支持；

提升对知名成熟发行人项目审核的支持力
度，除保留现有的公募快速审核、私募直接备案
发行、多品种债券合并申报编制发行文件等便
利措施外，进一步简化文件签章、财务报告披
露等方面要求，便利优质发行人开展债券融资；

设置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发行人资质变化
情况动态匹配审核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发掘自
身优势，用好用足制度支持。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完
善各项制度措施，为优质企业实现低成本、便
利、高效的债券融资创造更有利环境，吸引各
行业领先企业携手促进交易所债券市场提质、
扩面，助力实体经济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旭强见习记者 谭羽清

今年五月，成都卡诺普机器人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诺
普”）上下都忙着搬往 3 万多平方米
的新基地。近五年年产值平均增速
达 70%左右，旧基地已跟不上企业的
成长速度。

这家位于成都龙潭工业机器人产
业功能区内的企业，成立仅 10 年便
占据了国产工业机器人控制器市场
的半壁江山，并成为国内少数具备工
业机器人全产业链能力的企业。正
是由于对技术研发的重视和投入，卡
诺普才能够坐拥近200项专利技术，成
长为国产工业机器人细分领域的“隐
形冠军”。

这家“小巨人”是如何炼成的？5
月24日，记者走进成都龙潭工业园，对
话卡诺普公司副总经理邓世海，他向
记者讲述了企业飞速成长的秘诀。

自主创新
“烧”起钱来毫不手软

已掌握近200项专利技术

“旧的基地已经无法支撑企业的
发展了，我们迫切想搬去新基地。”邓
世海说，搬家是适时之举。近5年来，
卡诺普飞速发展，年产值增速平均在
70%左右。究其原因，离不开公司对
技术创新的坚持。

2012年，卡诺普初创之际，创始
人团队便以“中国机器人先锋”为目
标，并期望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要
实现技术比肩甚至弯道超车，便注定
了卡诺普不能照抄国外成熟的技术，
而是要走自主创新之路。

卡诺普最初瞄上的是核心零部
件控制器，邓世海解释说，控制器相
当于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的“脑
回路”和人类迥异，运行全靠代码，碰
到一点意外就要罢工。工业环境复
杂，也意味着要求更高。邓世海介绍
说，拿焊接来说，这个步骤很容易受
到强电流干扰并引发故障。为达到
控制器稳定，卡诺普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增加反馈确认程序，把接收的异
常信号原路打回，看是否能收到同样
的指令。

2016年，卡诺普又瞄准了国内鲜
有公司涉猎的机器人驱控一体技术，
通过帮助企业将驱动器和控制器集
中在一起，并在两者内部进行高速数
据通信，从而降本增效。由于起步较
晚，这项技术面对国外专利的封锁，
突破难度很大。卡诺普通过自身技术
积累和大量调研，反复论证出一套可
行的技术方案，并开始投入研发。最
终，公司于2018年发布了自研驱控一
体技术方案，成本、效能分别节约、提
升30%。

为达技术目的，卡诺普“烧”起钱
来毫不手软，近年来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比重始终保持在10%以上。正是
对技术的渴求和坚持，使得卡诺普如

今掌握近200项专利技术，其中发明
专利达30多项。

孵化“销冠”
抓住市场需求

是卡诺普发展的秘诀

跳出企业，从整个工业机器人产
业发展来看，“小巨人”的诞生也是必
然的。

一方面，来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的数据显示，就年销售额而言，中国拥
有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市
场；另一方面，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也
是我国经济结构升级调整的必由之
路。此外，相应的支持政策日益丰富，
以卡诺普为例，仅2021年公司就享受
到各类税收优惠共733万元。

机遇之下，企业要考虑的是如何
壮大。邓世海认为，抓住市场需求是
卡诺普发展的秘诀。

创立之初，卡诺普注意到，国际一
流工业机器人企业主要服务国内大
型企业，广大中小型制造企业却因为
其产品的高售价望而却步。针对上
述痛点，卡诺普选择从成本较高的控
制器环节切入，通过优化算法降低成
本。创业早期，卡诺普始终围绕核心
零部件做文章，到2018年，卡诺普当
年销售出1万多套机器人控制器，累
计向市场投入了4万套以上，占国产
机器人控制器市场份额的50%。这也
意味着，市面上每2台国产工业机器
人中就有1颗配置了卡诺普生产的

“大脑”。
随着市场发展，卡诺普也在谋求

更大的发展空间。2017年起，卡诺普

决定研发整机，向全产业链企业转
型。2019年，卡诺普正式销售工业机
器人整机，首年就实现产销量破千
台。2020年，公司工业机器人整机产
品出货量实现翻倍增长。

到如今，邓世海认为，机器人产
品的比拼早已不局限于基础的速度、
精度、稳定性了，而是要能够满足客
户的多样化需求。“无论如何，围绕客
户需求永远是做产品的本质。”邓世
海说。

保持定力
继续保持研发强度
做细分领域的深耕者

“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市场发展契
机非常好，诞生世界级影响力的龙头
企业也是早晚的事。”谈到产业发展前
景，邓世海憧憬着自己所在的企业能
更上一层楼。

2021年底，工信部等15个部门
印发《“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
划》。其中提到，2025年，一批机器
人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取得突破，整
机综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关键
零部件性能和可靠性达到国际同类
产品水平。具体到工业机器人，重点
任务中就包括研制高精度、高可靠性
的焊接机器人，这正是卡诺普从事的
领域。

记者注意到，在工业机器人领域，
中国起步虽晚，却成绩斐然，已形成全
产业链自主生产能力，一些细分领域
比肩国际先进水平。据工信部数据，
目前在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已
覆盖汽车、电子、冶金、轻工、石化、医
药等 52 个行业大类、143 个行业中
类。如此广阔的行业，给了行业内各
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

“我们企业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开
拓细分市场，积攒实力。”机遇就在眼
前，邓世海表示，卡诺普已经做足准备
迎接激烈比拼。他透露，公司未来除
了继续在焊接和机床上下料领域精耕
细作，涉足领域也将扩展到更多的行
业。除市场布局外，智能化、信息化能
力也正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在新的
智能基地落地后，卡诺普将进一步提
升产品和技术能力，推动整个机器人
市场的发展。

“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是讲
几句空话而已，而是靠不断投入和
付出。要比肩甚至超越国际品牌，
也不可能是短期就能实现的。未
来，我们会继续保持研发强度，向打
造世界一流机器人的梦想前进。”邓
世海说。

近200项专利撑起“隐形冠军”

每2台国产工业机器人中就有1颗“大脑”成都造

成都卡诺普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车间作业。（受访企业供图）

卡诺普公司副总经理邓世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