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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众多领域的关注热点和研究前沿——

机器人产业生态圈近在眼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不断融合，以机
器人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引
领现代科技创新的风向标。在 2017 世界
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明星“Teo”正摆动
着它的 53 根手指演奏钢琴；仿生蜻蜓具有
13 个自由度翅膀，能够模拟蜻蜓高度复杂
的飞行特性；重量仅为 53 公斤的小型协作
机器人 CR7A 可以在没有安全围栏的情况
下与人一起并肩工作⋯⋯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2016 年全
球机器人产业规模首次突破 200 亿美元，
较 上 年 增 长 14.5%，预 计 2017 年 将 达 到
232 亿美元。机器人正朝着多元领域逐渐
渗透，产业生态圈正在形成。

智能交互带来新机遇

随 着 智 能 交 互 技 术 不 断 发

展，机器人产业的应用场景和服

务模式不断拓展，与各行各业相

互融合，打出了漂亮的组合拳

“机器人的发展离不开对人的探索，
因为人类自身就是最好的范本。”国际机
器人研究基金会主席 Oussama Khatib 表
示，搭载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将变得
更加聪明，在众多领域和场合成为人类重
要的助手和工具。“这时候，人机协作就
显得很有必要。为什么人类能够轻易完成
这些或那些动作？有关机器人的课题首先
需要研究人的行为逻辑和策略，了解人的
发展轨迹。”

随着智能交互技术不断发展，机器人
产业与各行各业相互融合，打出了漂亮的
组合拳。近年来，全球特种机器人整机性
能提升，不断催生新兴市场。“运用机器人
的智能学习优势，实现低风险、高效率的灾
后救援及重建，特种机器人已让救灾工作
变得更加可靠。”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协会
现任主席 Satoshi Tadokoro 指出，日本提
出“机器人革命”战略，计划至 2020 年实现
市场规模翻番，扩大至 12 万亿日元，其中
特种机器人将增速最快。

在 2017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服务型
机器人”成为专家们口中的高频词汇。“随
着技术的进步，人机交互程度会越来越高，
服务型机器人将面临巨大商机。”IEEE 工
业信息期刊总主编罗仁权认为，中国早在
2013 年就成为国际工业机器人最大的市
场，但在服务机器人市场，中国占有率相对
较低。“近两年，互联网技术和资讯科技的
快速变革也带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应用场景
和服务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型机器人拥有
聪明的大脑、灵活的四肢，将迎来高速发展
的新机遇。”

作为先进制造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装
备和手段，机器人在未来工厂里又将扮演
怎样的角色？在 ABB 集团机器人业务全
球产品管理负责人张晖的构想中，未来工
厂将不只是解决超大型或者大型工厂的生
产模式，而是各种形态共存，能够为客户提
供定制化服务的生产制造工艺，协作型机
器人将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

2016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额首次
突破 132 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目前
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已超过 70 台/万人。

“只有解决了生产制造工艺过程中繁杂多

样的问题和瓶颈，才能为工厂和客户创造
价值。”张晖认为，未来人工智能除了要面
对“每个小时生产多少件”这样棘手的产能
需求，还要承接工业生产中的差异化服务，
提升制造工厂的市场竞争力。

精耕细作开启新应用

在机器人众多应用领域中，

医疗机器人的异军突起将机器人

产业发展进一步推向专业化精耕

细作

工厂、超市、餐厅、课堂、手术室⋯⋯机
器人无处不在，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创造了
无限可能。在机器人众多应用领域中，医
疗机器人成为 2017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
焦点。

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
人们对健康愈加关注。人机协作、人机一
体化发展使得医生与机器人相互依存。不
少专家表示，医疗机器人产业大有可为。

“对医生而言，他们需要更加好用、安
全的机器人；对病人而言，他们期盼创伤程
度能够降到最低、手术恢复得更快；对医院
来说，则希望一举达成省时省力省钱的效
果；对政府来说，关键是制定监管规则，合
理利用资源。”通过渐进式投资孵化，韩国
科学技术院教授 Dong-soo Kwon 和他的
团队将内窥镜手术机器人作模块化处理，
先是开发一些简单实用的技术，再把技术
投入商业化发展，拓展机器人基于高精度
制造器械的医疗价值。

在 2017 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医生端
坐在操作台前，眼观显示镜，手拿操作杆，
机器人“手臂”上下摇动，帮助医生高效、精
准地切除病变组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款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实现了对医生

“手”和“眼”的延伸，原来切口需 30 厘米的
手术现在只需几厘米，通过切口小、下刀准
的微创手术方法减少手术风险，提高外科
手术的效率与稳定性。

“机器人不仅可以精准地完成一般性
外科手术，通过人机协作，还能一举攻克原
本仅靠医生无法操作的心脏不停跳搭桥手
术，让更多人获益。”直觉外科手术公司（达
芬奇机器人）中国总代理刘雨介绍，截至目
前，公司已向全球售出 4000 多台手术机器
人 ，目 前 中 国 内 地 就 拥 有 65 台 这 样 的
产品。

与此同时，机器人外科手术量也在逐
年攀升。去年一年，仅达芬奇机器人就完
成了近 1.8 万例手术，涵盖心外科、胸外科、
肝胆外科、胃肠外科等各类医疗领域，今年
更有望达到 2.5万例左右。

面向未来，医疗机器人异军突起，将机
器人产业发展进一步推向专业化精耕细
作。“外科手术机器人的爆发期已经来临，
它追求的是对患者安全有效的快速康复治
疗，这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正逐渐实
现。”刘雨说。

内外合力撬动新市场

全球科技巨头通过投资并购

加速进入机器人领域，国内机器

人产业链的创新创业联动机制也

浮出水面，市场进入高速增长期

机器人时代，全球科技巨头纷纷通过
投资并购加速进入机器人领域，并凭借技
术和资本优势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占据制
高点。

如今，中国市场已迅速成为机器人领
域龙头企业眼中的“香饽饽”。譬如 ABB
集团在已建立珠海、青岛机器人应用中心

的基础上，正筹划建立重庆机器人应用中
心；安川电机与武进国家高新区二期项目
签约，再度提升产能、启动建设第三工厂
⋯⋯“我们非常期盼与中国市场合作，把在
德国积累的经验和先进应用技术带到这
里，合力提升中国智能制造的水平。”德国
费斯托公司大中华区副总经理卢艳艳说。

通过与本土企业合作、加大研发力度
等，不断创新产品形态，优化产品性能，费
斯托公司借力数字经济模式，开启新一轮
产业发展。“就在今年，公司推出数字控制
终端服务，利用一个自适应平台满足生产
的多种需求，使我们实现从传统元器件供
应商到价值方案提供者的完美蜕变。”卢艳
艳介绍，目前费斯托公司已在北京、上海、
深圳等地建立体验中心，共同探讨自动化
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帮助客户梦想成真。

机器人市场进入高速增长期，国内机
器人产业链的创新创业联动机制也浮出水
面。哈工大机器人集团高级副总裁于振中
告诉记者，公司建设哈工大机器人（合肥）
智能装备基地，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到公司
孵化再到平台集聚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我们为创客提供品牌支撑、成果输
出、市场推广、政策支持等服务，只要你有
好的创意就能留在哈工大机器人孵化平台
上创新创业，形成规模化运作后，还能推动
从单纯的企业集聚向产业培育转变。”于振
中说，通过有针对性地创新，前瞻布局发展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的机器人生态圈建设已初露端倪。

机器人产业升级战已经打响，以机器
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产业
深度融合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哈尔滨工业
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赵杰认为：“我国机
器人产业正从低水平、简单重复地模仿朝
着中高端产业迈进，应用行业和领域不断
拓展，新一代机器人系统还将继续成为众
多领域的关注热点和研究前沿。”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出现了
很多有本事的机器人。它们有的会码砖，
有的会弹钢琴，有的会玩沙画，有的会打
球，有的会送快递⋯⋯看到这么多的机器
人员工，很多普通参观者禁不住嘀咕：我的
工作未来会被机器人取代吗？

对这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机器人
领域的科学家们纷纷表示了乐观态度。

一部分科学家说，机器人抢走的都不
是啥好工作。

“未来的生活会更方便，大家有更多的
时间去享受生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
授王郸维说，这个问题可以参考过去工业
技术的发展历史来看待。最初的工业是手
工业，现在自动化已经普及了，但大家并没
有因为自动化而失业，不用靠体力来吃饭，
反而可以腾出更多时间从事脑力等更高级
的工作。

王郸维认为，现在一些白领从事的工
作可能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受到影响。

“因为有些白领的工作是发文件、查阅文件

等，当人工智能普及了以后，阅读文件、对
文件的分析总结，就会变成很普通的一件
事情。”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萧静的看法
也类似。“我比较乐观，我希望看到的是，人
能够从事更有创意的工作。机器人可以帮
我们实现梦想，让我们更容易发挥潜能，把
时间用于做一些更有创意的事情。比方
说，学一门外语还是挺难的，但是现在有各
种智能软件帮助，我可以学得更快。学外
语的时间就可以省出来，用于去思考怎么
样让我们这个地球变得更适于人类生存，
变得更和谐。”

还有一部分科学家说，机器人让就业
岗位变得更多。

“以前是机器人做人不愿意做的事，比
如在汽车制造业方面机器人有很多传统的
应用。下一步机器人开始做人做不了的事
情，比如机器人与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相结
合，可以帮助人在微小的环境中从事加工
或制造，这样对新药开发、医学诊断，开发

新型微纳米元器件，都有很多帮助。”香港
大学机器人与自动化讲席教授席宁说。

“过去 20 年，机器人的销量不断上升
时，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下降；反而机器人
销量下降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是在上升
的。”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主席 Jeff Burn-
stein 根 据 统 计 数 据 指 出 ，从 2010 年 到
2016 年 ，美 国 机 器 人 的 出 货 量 增 加 了
136748台，制造业岗位不仅没下降，反而增
加了 894000个。

“2010 年的失业率大约是 10%，2016
年下降到了 5%。看来，机器人并没有夺去
人们的工作，它推动了社会发展，提供了更
多就业岗位。”Jeff Burnstein 表示，机器人
不应该被称为“Job's Killer”（工作杀手），
这太冤枉它们了。

如此看来，人类需要担心的，不是机器
人抢工作，而是机器人怎么还没来抢工
作？因为，只有手里的工作被机器人分担
了，我们才可以去做更有创意更高级的
工作。

机器人分担了人类许多工作，让人们有时间做更有创意的事情——

有了它，我们离梦想更近
本报记者 佘惠敏

狭路相逢勇者胜！相对而行的两辆高速赛
车重重地撞在一起⋯⋯这不是《速度与激情》里
的经典桥段，而是 2017 世界机器人大赛上，格斗
机器人大赛中狂暴战车之间的巅峰对决。

“哇！速度好快，好激烈！”在格斗机器人大
赛自制轮式机器人半决赛现场，来自太原工业学
院晋速一队和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职师大
二队的两台外形酷似小型装甲车的机器人你追
我赶，互不相让。一上场，晋速一队机器人便向
对手发起了猛攻，先是原地 360度旋转，然后抓准
时机一个加速向前将师大二队的机器人撞下台
去。“黄方得 1 分”“好棒啊！好厉害！”晋速一队的
出色表现引来了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掉下台的师大二队机器人并没有气馁，只见
它将自己车前的机械爪撑在擂台边缘，四个轮子
高速转动，一跃而起，重新回到比赛场上。晋速
一队机器人又冲了过来，这一次师大二队机器人
则显得十分冷静，以一招“神龙摆尾”迅速绕到对
手身后，并狠狠地奉上致命“两连击”。被掀翻到
台下的晋速一队机器人好像陷入“昏迷”，无法正
常运行。“加油！加油！快起来！”场边观众不断
为晋速一队助威打气。

“黄方申请重启，蓝方加 3 分。”易边再战，
两队互有攻守，最终双方在两分钟的时间内打
成 6 比 6 平。然而，根据比赛录像显示，师大二
队有 1 分属于误判而得，晋速一队有惊无险地进
入决赛。

“能够进入决赛非常高兴，一颗悬着的心可
以稍微放下了。”晋速一队选手王峰图激动地说，
从小组赛到决赛，一路走来离不开队友们的大力
支持。“我们需要根据现场环境来调试红外测距
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电机等各个部件。理论和
实际往往会有所差别，在实验室编好的程序到了
比赛现场有时会无法正确执行。”为了排查错误、
保证机器人正常运行，王峰图和他的团队在比赛
前一天工作到深夜两点。

除了格斗机器人大赛，2017 世界机器人大赛
还包括中国无人机公开赛总决赛、青少年设计竞
赛、无人船公开赛、BCI脑控机器人大赛等。作为
世界机器人大赛中最具看点的赛事，格斗机器人
大赛凭借其高观赏性和强竞技性，极大地激发了
学生们的好胜心和积极性，迄今已吸引超过 200
余所高校参加，参赛总人数超过 3万人。

据悉，本次格斗机器人大赛的参赛队伍需要
在规则范围内使用各自组装或者自制的自主机
器人互相搏击，争取在比赛中获胜。大赛分为大
学组、中学组和小学组，以此推动智能机器人技
术在学校中的普及与发展。

“通过这几天激烈的比赛，孩子们能将平时
学到的知识真正运用到实践中去。动手能力、创
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都会在一场场赛事中逐步
得到培养和提升。”本次比赛主办方之一、国际机
器人竞技与创客教育联盟理事长韩力群告诉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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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世界机器人大赛期间，格斗机器人大赛

如火如荼，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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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小观众与

机器人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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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特的感知体

验。左图为会唱歌的

机器人在表演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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