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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人类不需要工作，机器人帮

助我们做一切，未来养老100%靠机器

人”“陪伴型机器人可能在三年左右进

入家庭，能对失能半失能老人进行护

理的机器人，有望在五年左右的时间

进入家庭”……

　　这段时间，无论是宇树科技负责

人王兴兴的发言，还是科大讯飞董事

长刘庆峰的预测，都引发了对“机器人

养老”话题的热烈讨论：“养儿不如买

机器人了吗”“希望机器人懂点医学知

识”“能不能把价格打下来”“我想问

下，万一机器人提前给我‘拔管子’怎

么办”……

　　最近，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

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养老机器人国际标

准(IEC 63310《互联家庭环境下使用的

主动辅助生活机器人性能准则》)，将

对全球养老机器人产业发展起到引领

作用。曾经看似天马行空的想象，似

乎已经近在眼前。机器人养老，离我

们还有多远？

一

　　从DeepSeek成为“全民AI助手”，

到机器人扭秧歌爆火，再到如今养老

机器人的应用行业标准开始落地……

进入2025年，创新之快，超出了很多人

的预料。机器人养老，这个曾经只存

在于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正在成为触

手可及的现实。

　　人机共生的“新起点”。标准落地

不是终点，而是人机共生的新起点。

近年来，我国在养老服务设备的机械

化、数字化上已经有不小的尝试和突

破，比如喂饭、卫生护理、康养等等，都

已经实现相当程度的智能化。

　　从产业基础来看，我国已经具备

了发展养老机器人的良好条件。5G、

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AI芯片、传

感器、伺服电机等关键零部件也日渐

成熟。养老机器人国际标准的正式出

台，标志着这一领域从概念探索迈向

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重塑老年人生命质量维度的“未

来之手”。最新人口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1亿人，

占全国人口的22.0%。预计到2035年，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

亿。我国养老是“9073”的格局，即约

90%老人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支持

养老，3%入住机构养老。居家养老，

是人们的优先选择。与此同时，许多

年轻人在外工作，无法做到居家照

护。据了解，当下全国养老护工缺口

达550万。

　　智慧养老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正

逐渐成为解决养老难题的重要途径。

机器人不知疲倦、情绪稳定、功能强

大，未来有了它的“顶班”，既能减轻社

会和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负担，还将

大大提高独立居家养老的可行性和舒

适性，助力实现从“老有所养”向“老有

优养”的跨越。

　　

二

　　人们对养老机器人充满期待的同

时，也心怀忐忑：这样的“未来产品”，

我们普通人能“买得起”“用得好”吗？

机器人养老，面临哪些挑战？

　　“能听懂老人话”，智能化水平须

提高。事实上，机器人养老已经“照

进”现实。江苏无锡一家科技企业研

发的“大头阿亮”智能养老机器人，能

关照老人吃药、吃饭和休息，还能播放

新闻、帮忙网购；北京为700多户老人

配备养老机器人，能叫家政、紧急呼

救；青岛福彩养老院今年计划装备智

慧化监测仪、送药机器人、防跌倒报警

器。虽然当前养老机器人已具备一定

的智能化水平，但距离完全满足老年

人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仍有较长的

路要走。对此，标准特别强调要有“适

老化交互”设计，比如界面要简化层

次、语音识别要兼容方言及模糊表

达。现在，已有企业开发了方言交互

功能，还有的机器人能通过分析老人

步态预测健康问题。

　　“它不会乱来”，隐私及安全得保

障。当养老机器人深度介入老年人的

生活，隐私保护、责任归属等一系列问

题逐渐浮出水面。机器人收集的大量

个人数据，该如何确保不被滥用？机

器人如因技术故障导致误操作，责任

又该如何界定？对此，新标准明确要

求养老机器人需具备故障自检、紧急

制动、隐私保护等功能。不少企业已

经开始优化设计，比如，使用新型相

机，在监测时将老人替换为简化的火

柴人形象，保护隐私。又如，用语音指

令、手势控制代替复杂按钮，减少老人

误触风险等等。

　　“我能用得起”，如何飞入寻常百

姓家。高昂的成本也是制约养老机器

人普及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宇树

科技的G1人形机器人，售价为9.9万

元；众擎的一款人形机器人pm01商用

版定价在8.8万元左右。

　　全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加速

“卷入”这一赛道。据《人形机器人产

业研究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人

形机器人市场规模约53亿元，同比实

现翻倍增长；到2029年，这一规模或将

达到750亿元，将占世界总量的32.7%，

位居全球第一。随着产业的发展与成

熟，价格终将被“打下来”，养老机器人

也将完成从“奢侈品”向“必需品”的

转变。

三

  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预测，

2025年或成AI智能体爆发元年。当我

们在现实世界邂逅科幻，其复杂性要

远远超出文艺作品的描述。如何让技

术变革更好地与社会生活相融？

  打通数据孤岛，构建智慧养老大

平台。再智能的养老机器人，也仅是

一台终端设备，只有与大数据平台深

度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养老服务的“人

性化”与“安全化”。这种“终端+数据

中台”的模式，也正是未来智慧养老的

核心趋势。当前，许多城市都在积极

开展智慧养老系统建设。青岛市民政

局打造的“青岛养老服务促进保障平

台”，通过汇聚政策、设施、金融、人才、

数据等资源要素，赋能养老服务发

展。还有今年即将开展的“全市一家

养老院”项目，致力于整合资源要素，

助力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共同

参与的养老服务生态圈。

　　未来，各系统、各单位之间的“数

据孤岛”会被逐步打破，将老年人的健

康、医疗、生活保障等信息串联起来，

与各综合养老服务机构、各家庭的养

老机器人形成有效联动。这不仅可以

让机器人更聪明、更贴心，还可将机器

人收集的数据及时传送至政府部门及

管理机构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及时优

化服务、形成有效监督。

  增强情感慰藉，实现技术与人文

的深度融合。养老机器人的发展，不

能仅仅依赖技术的单兵突进，更需要

与传统养老服务紧密结合，实现技术

与人文的深度融合。毕竟，无论其功

能多么强大，终究无法替代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交流。

　　说到底，科技得围着人转。我们

应将其作为传统养老服务的有力补

充，而非取而代之。社区可以组织丰

富多彩的活动，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

社交互动；机器人承担喂药、清洁等基

础护理工作，家庭成员便有更多精力

加强与老人的情感沟通，给予他们更

多陪伴与关爱。科技进步与人性温度

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共同编织

未来养老图景的双重保障。机器人养

老，你我皆可期待。

(转自青岛宣传)

太科幻了，“机器人养老”靠谱吗

某养老家园内，机器狗“小西”通过语音与老人互动。吴君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