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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狗打败柯洁、中国地
震台机器人最早发出九寨沟地震
报道，我们是否将被机器人所代
替？这个疑问似乎越来越紧迫。
在8月 23日至 27日举行的2017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工信部副部
长辛国斌指出，2016年，我国机器
人产业规模首次突破50亿美元，
预计今年将达到62.8亿美元。截
至目前，我国已经连续五年成为
全球第一大机器人应用市场，产
业规模增速基本保持在 20%以
上。

在科技进步和社会价值之
间，利益的平衡点正在悄然发生
变化。

机器人应用
场景广泛
机器人应用正在向各个行业

渗透，未来将在工业领域、社交服
务领域、医疗领域、智能交通领域
等四个方面形成应用热点。

作为一家重点研发大型双足
仿人机器人及机器人“运动脑”的

科技公司，北京钢铁侠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钢铁侠科技”）的
ART机器人，广泛应用于高校院
所的科研、教学领域。该公司创
始人张锐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ART机器人与国际机器人赛
事结合，有力扩大了钢铁侠科技
的影响力。同时，钢铁侠科技已
经验证的算法，可以作为展示案
例。

机器人不止能在科研领域一
展身手，众多行业也在它的“协
助”下提高效率、释放自由，从而
创造出更大价值。

作为平台机器人的创造者与
普及者，旗瀚科技在“机器人+百
行百业”计划推进中，已有合作者
基于机器人做应用开发，形成了
自身独具优势的行业解决方案。
旗瀚科技副总经理吴乘跃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企业已吸引和积累了大批有一定
软件开发能力和行业资源的生态
合作伙伴，分布在零售、餐饮、教
育、医疗、银行、海关、法院等不同
行业。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
旗瀚的合作伙伴中安食联。在其

“机器人主题餐厅”里，迎宾、点
餐、送菜的服务均由机器人完
成。此外，机器人还负责向到店
食客推销优质食材。

连接平台
放大应用价值
当前，机器人的价值已不只

是作为一个硬件单独存在。在企
业看来，机器人能够为多方开发
者连接起内部独有的研发平台，
使硬件与软件有效衔接。在此基
础上进行的二次开发，更切合开
发者和用户的实际应用需求。

吴乘跃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介绍，在旗瀚独创的“机器人+行
业应用+云服务”模式中，在旗瀚
科技联合三宝平台机器人向全球
开发者提供的开放式研发平台
——旗瀚云平台上，开发者可以
基于云计算的开放性SDK开发工
具及服务文档，结合场景需求自
主开发人工智能服务应用。

经过二次开发、搭载了不同
行业解决方案的机器人投放到不
同行业时，也会使用到旗瀚云的
服务。“我们的合作伙伴——南京

擎盾，通过旗瀚开放的接口，在三
宝开发者平台的基础上，结合法
律行业的需求，开发了一个法院
导诉咨询的系统。”吴乘跃说。

科技开放边界，才能最大程度
释放出进步之力。开发者或商家
可以通过开发者平台，直接跨越进
入从1到100的创造中。

平台还为研发者提供了深入
的测试和培育环境。张锐告诉记
者，钢铁侠科技建立了机器人本
体平台ART，各高校院所、科技公
司都可以在平台上验证各种人工
智能技术。钢铁侠科技把大仿人
机器人作为标准研发平台提供给
各单位，支持二次开发。除此之
外，钢铁侠科技还将机器人仿真
环境产品化，无力负担机器人研
发的科研机构，可以在仿真平台
上做研发。

加强核心技术突破
促进深度应用
当前，在市场上很多行业、企

业存在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门槛和
壁垒，因为各个行业对机器人的诉
求都具备特殊性，没有一定的标

准，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作为机
器人厂商，应该为各种场景需求的
可能性做好预留设计和准备。

吴乘跃向记者坦言，“对旗瀚
来说，难点在于机器人如何与各
行业现有的业务系统、业务流程
相结合。一方面，各行业系统的
运营商和开发者们理解机器人、
学习人工智能需要一定的过程；
另一方面，研发生产机器人的公
司去学习了解各行各业的场景需
求也是一个过程。我们要解决的
是，将机器人的使用融入他们的
系统、业务流程中，由此提升效
率、降低成本。”

在机器人本体研发结束后，
还需要在各种场景下对软件算法
进行验证，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
无法一步登天。

钢铁侠科技采用了技术和产
业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在技术
层面，先确定研发目标和研发方
案，通过仿真验证技术方案可行
性，发现问题抓紧时间优化。在
产业方面，采用阶段化商业化的
方法，有一部分可以商业化的成
果，抓紧时间商业化，积累信心
和资金。

机器人应用核心生变：由硬件向平台过渡
本报记者 张茹吴洁

信息技术再次站上时代变革的最前沿。以机器人、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已成为全球关注重点。

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创新异常活跃，技术融合步伐不断加快，催生出一系列新产品、新应用和新模式，极大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壮大，进而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改变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

近日，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
在北京召开，工业机器人、服务机
器人和特种机器人等诸多一流机
器人产品悉数亮相，向世人展示
着一个智能时代的到来。

人工智能、仿人仿生成为重
要方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主任张伯旭认为，在机器人
硬件日益趋同和成熟的情况下，
机器人的差异化竞争最终将体现
在软件上。对于市场的拓展，业
内人士则认为，应更加注重垂直
细分领域的深耕。

服务机器人
产业前景明朗
传感器、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综合运用，
直接引发了机器人产业在新制造
模式和新商业模式的兴起及发展
壮大。

一批服务机器人企业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据国际机器人联盟
（IFR）预测，2015—2018 年期间，
个人及家庭用服务机器人的全球
销量将高达2590万台，市场规模

将达到122亿美元。
推出儿童陪伴机器人 i宝的

南京阿凡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阿凡达”）市场总监黄婷钰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为了实
现差异化竞争，阿凡达决定从拟
人的儿童教育机器人切入，另辟
蹊径。据了解，i宝机器人的胳膊
和手指可以类人运动，i宝还拥有
儿童的自然语言理解系统。

另外，阿凡达在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也有很强的意识，目前，i
宝拥有知识产权30多项，包含机
构、软件、外观等诸多方面，i宝机
器人拥有智能自然语言理解系
统。

黄婷钰还对记者坦言，机器
人在模仿人类情感的算法、人工
肌肉等方面的技术还需要进一步
突破。

记者在某知名电商平台输入
智能机器人，仅涉及儿童教育的
品牌就达60多家，如科大讯飞、雷
动云合、UBTECH优必选、能力风
暴等。在儿童教育领域，机器人
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然十分激烈，
有机器人企业于是将目光瞄准了
另外的细分领域。

深圳市祈飞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祈飞科技”）的人工智能机
器人，就选择了智慧零售领域作
为发展方向。该公司今年推出了
人形设计的果汁机器人，专门放
在橙汁机中，用来替换原来的自
动化生产线，整个操作过程是全
透明的。

祈飞科技执行总裁唐波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果汁机器人
能对橙子进行图像识别和全方位
的数据监测，从而把控质量。另
外，果汁机器人还能自主削皮以
及用高温蒸汽对橙子进行自动清
洗。与上一代智能橙汁机相比，
果汁机器人的应用不但减少了整
个橙汁机的制造成本，也减少了
运营商的人力成本。

将机器人用在橙汁机仅仅是
计划的第一步。唐波表示，未来祈
飞科技还会把这个机器人应用到
智慧零售的各个环节，比如冲咖
啡、奶茶、卖水等，替代或部分替代
便利店店员。他还强调，“做服务
机器人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具体
的应用领域，尽量做到垂直和细
分，这必须是一个不断细化、不断
专注的过程。另外，一定要找到市
场爆发点，产品要能满足市场真实
需求、能产生市场效益。”

拓宽应用领域
实现差异化竞争
我国的机器人产业虽然发展

迅猛，但是与成熟产业相比仍处
于起步阶段。工信部副部长辛国
斌认为，该产业目前面临的情况
是：技术产品不够丰富、产业规模
总体偏小，应用领域还很有限，尚
不能有效满足先进制造业和人们
生活的需求。

记者在机器人大会现场看
到，服务机器人“同质化”现象严
重，另外，很多机器人在语音识别
和语义理解方面的表现尚不尽如
人意。

对此，黄婷钰认为，机器人似
乎尚未找到技术、市场等的突破
口。在技术方面，比如：人工智能
的算法需要逐步接近人类思维，机
器人的自主学习能力需进一步提
高等。机器人在做家务等方面的
能力仍然不够，这导致其可有可无
的定位，要让其成为人们生活的刚
需品还有很多方面要努力。 而从
市场的角度来看，则是要寻找到更
适合的细分领域的市场切入口。

唐波也从机器人研发商的角

度，谈到了机器人在商业化应用
方面的关键点。他认为，任何一
个技术如果不能马上商业化，这
个应用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而北京力康优蓝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CEO刘雪楠也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需引导行业

“脱虚就实”，真正让机器人从“实
验室”走向“产业经济”，并构建成
熟的商业模式。

据了解，康力优蓝的“智能机
器人生态定制开放平台”、“UROS
智能机器人操作系统”和“商业实
体服务机器人”等模式，为国内目
前智能服务机器人领域提供了一
整套通用的、可扩展的、智能化的
智能生态服务解决方案。

康力优蓝还向银行、科技馆、
少年宫、房地产、商场、餐饮娱乐
等行业领域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机
器人解决方案。

刘雪楠表示，“服务机器人可
以用四个词进行拆解：智能、服
务、机器和人。智能与机器是偏
于技术，服务和人偏于应用。机
械不是重点，服务是突破的重点，
基于特殊场景应用的服务及AI的
建设会是重点，人性化建设也是
重点。”

服务型机器人市场扩容 需从技术和市场双向突破
本报记者 王雅静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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