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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楼神器”卖断货，养老机器人走俏

养老机器人产业迎来市场机遇期

“机器人养老”响应了养老服务的迫切
需求，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以
技术为支撑，以需求为导向，加大政策引导
力度，以实现“人机合一”，让老年人共享科
技发展的成果。

——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建
议，将发展养老机器人纳入新的战略规划，
重点推动社区和家庭养老机器人发展行动
计划。将养老机器人纳入“新质生产力”重
点产业目录，制定专项发展规划，明确财政
补贴、税收优惠等细则。

——加大技术创新扶持力度。机器人
生产成本的降低需要大规模需求的支撑，

政府部门可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帮助
缓解机器人价格高昂、接受度低等问题。
可增加对智能外骨骼等机器人研发的资金
支持和政策优惠，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
化，比如设立智慧养老科研成果转化基金，
对柔性传感器、AI算法等核心技术研发给
予资金倾斜。

——优化市场环境与消费生态。一方
面，积极破除认知壁垒，通过老年大学、社
区科普活动普及养老机器人产品使用技
能，减少“数字鸿沟”。另一方面，探索培育
应用场景，通过政府采购、示范项目等方
式，鼓励智能机器人在医疗、养老、救援等
领域加快推广。 (据《半月谈》）

3月12日，在杭州市西湖区社会福利中心，老人使用智慧养
老机器人测血压。

近期，被称为“爬楼神器”的外骨骼机

器人热销，深受老年群体青睐。随着银发

市场需求增加，以及技术升级和政策支持

的双轮驱动，机器人有望在助老康养市场

迎来快速发展。但养老机器人产业仍需跨

过研发成本高、市场普及度低、销售限制多

等诸多门槛，共同构建“硬核科技与温暖亲

情”共融的智慧养老生态。

最近，杭州一家科技公
司在购物平台上架了一款售
价2500元的消费级外骨骼机
器人，面向个人用户销售。短
短15秒，几百台就宣告售罄，
而在认购的消费者中，有很大
一部分是中老年人。

在全球老龄化浪潮汹
涌的当下，养老机器人产业
顺势崛起，逐步在市场中崭
露头角，为解决养老难题提
供了全新的智能化路径。

养老机器人行业关乎
民生。国家统计局的最新
数据显示，2024年末全国60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3.1 亿
人，占我国人口的22%。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群
体在感知、体力和认知等方
面，将不同程度地出现功能
衰减甚至失能。包括外骨
骼机器人在内的养老机器
人的出现，不仅可以减轻社
会和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

负担，还可支持老年人有尊
严地独立居家高质量生活。

目前，机器人在养老领
域的应用已呈现出多元化
发展景象。在广东深圳，部
分养老院里有洗浴机器人、
大小便护理机器人、辅助行
走机器人等多款智能机器
人“上岗”；在重庆，穿戴式
外骨骼机器人帮助有肢体功
能障碍的老年人进行智能
化、个性化的康复训练；北京
的长者陪伴机器人集日程提
醒、陪聊解闷、查菜谱、紧急
呼叫等功能于一身，成为老
年人贴心的生活伙伴。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
发布的《2024年中国养老机
器人行业全景图谱》，2024
年，中国养老机器人的市场
规模约79亿元，未来五年将
会以 15%左右的复合增长
率快速增长，预计到2029年
将会达到159亿元。

技术成熟度较低，交互能力有待提升。
目前机器人主要承担简单重复类劳动，而在
复杂场景下的自主决策、环境感知、人机自
然交互、情感理解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光华数智产业研究院载文说，养老机器
人需整合AI、机械工程、心理学等多领域知
识和技术，但国内研发多集中在单一领域，
且对老年人生理特征（如关节活动度、语音
节奏）适配度低。

以外骨骼机器人为例，在人机协调性
方面，考验的是驱动电机的响应和对人体
运动轨迹的判断，外骨骼产品要实现大规
模商用，还需要使用大量测试数据对算法进
行优化。

研发成本居高不下，普惠推广难度高。
养老机器人目前还是一个“奢侈品”，只有把
价格“打下来”，才能真正把巨大的市场潜力
和发展空间“变现”。一台人形机器人需搭
载30个以上伺服电机，仅硬件成本就超5万

元。目前，宇树科技的G1人形机器人，售价
为9.9万元；H1人形机器人的售价，则为65
万元。另外，国内机器人企业年产量普遍低
于1000台，难以通过量产摊薄研发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老龄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黄石松表示，AI养老产业化生产能力不足，
是新产品和服务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体系化协作生产能力不足，测试、评估、检验
难以形成闭环。

标准体系滞后，存在一定隐私安全风
险。国内缺乏统一的养老机器人功能分级、
安全认证标准，导致产品良莠不齐。在安全
性方面，机器人因技术故障导致误操作，可
能对老年人造成身体伤害。隐私保护方面，
健康监测和数据管理功能存在个人敏感信
息泄露风险。伦理层面，过度依赖“智能陪
伴”可能削弱人际互动，导致老人出现心理
健康问题，甚至加剧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引
发“技术取代亲情”的争议。

养老机器人发展仍面临多重门槛

加强扶持助力老人共享科技成果

4月8日，第七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养老产业馆的一款
智慧外骨骼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