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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一家名为 MegaBots 的美国新创公司

向日本水道桥重工公司下战书，希望双方制造的大型

机器人在一年后一对一单挑决斗。这一举动大致反

映了两国在机器人尤其是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现状：日

本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而美国正在急追直赶欲重夺

“领头羊”位置。

让位与赶超

美国是机器人的诞生地，早在 1962 年就研制出

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比“机器人王国”日本起步

至少要早五六年，但此后却被日本赶超。2009 年 5

月，由美国产学研各界 140 多名专家推出的 1.0 版美

国机器人路线图写道：“尽管工业机器人诞生在美国，

但在这个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的是日本和欧洲。”

在这份路线图发布后，美国政府于 2011 年推出

“国家机器人计划”，以“建立美国在下一代机器人技

术及应用方面的领先地位”。2013年，美国推出 2.0版

机器人路线图，虽然强调美国联邦政府在国防以外的

机器人投入相比其他国家的规模依然较小，但美国机

器人落后于日本与欧洲的表述已被删除。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机器人与智能机器研究所

所长亨里克·克里斯滕森教授是两版路线图的主要起

草人之一。他告诉新华社记者：“与日本相比，美国

（机器人领域）很明显有了强劲的增长。依据欧盟出

台的‘地平线 2020’计划，欧盟在机器人方面也有与美

国相当的发展速度。”

谋定而后动

克里斯滕森表示，“国家机器人计划”及相应的

“先进制造业计划”给美国多个机器人产业领域带

来显著的经济增长，其中最主要的领域包括医疗保

健、食品、汽车以及航天产业，而增长的主要技术

推手包括机器人操作技术、视觉与传感器技术以及

集成技术。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以计算机和机器人研究

知名，也是两版路线图的主要参与者。该大学机器人

专家曼纽拉·维洛佐教授同样认为，“国家机器人计

划”取得巨大成功，导致美国许多机器人技术获得大

量资金投入。这位曾担任美国人工智能进步协会主

席的专家说，长期以来，日本被认为是精密机器人与

个人机器人领域的领先者，但说到人工智能、决策与

自主性，那就是美国的强项。

那么，“国家机器人计划”怎么助力美国机器人重

新腾飞？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机器人项目主管之一

杨杰告诉记者，“国家机器人计划”交由他所在的国家

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航天局与美国农

业部四家机构执行，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资助的

资金达到 3000万美元，而其他 3家机构每年总共 2000

万美元左右，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资助数十个项目，

项目分为大小两种，大项目每年资助可多达 500 万美

元，而小项目少的只有几千美元，主要针对本科生。

杨杰说，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两类机器人研究，

一类是交叉项目，即上面所说的“国家机器人计划”，

另一类是核心项目，每年预算 1000 多万美元。两者

的主要区别是交叉项目类似中国的“863 计划”，有资

助年限，一般为 3 到 5 年，有研究主题；而核心项目长

期、固定，“没有主题限制，各种想法都可以提”。

什么样的机器人研究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杨杰介绍，“交叉项目”目前的主题是人机协作，与这

个主题相关即可，比如他去年经手的一个申请就是机

器人怎样与人合作把冰箱抬到二楼，而“核心项目”无

任何限制。申请提出后会经过两道关，第一道关是

“学术价值”，由秘密的外部专家同行评议评估，第二

道关是“广泛影响”，由国家科学基金会人员综合性

别、族裔、地域、机构等诸多因素考虑，宗旨是保持平

衡，鼓励所有人参与研究。

研发“在路上”

经过这几年美国政府的大力推动及企业的积极

参与，杨杰认为效果明显：“现在家庭清洁机器人（在

美国）到处都可以买得到，许多州通过法律允许无人

驾驶车上路。跟 5 年前、10 年前相比，美国机器人现

在从技术到应用发展得很快。”

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成员、密歇根州立大

学机器人专家席宁教授认为，美国在国家层面以前不

是很重视工业机器人，但现在认识到制造业不仅是经

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安全，所以提出制造业回归

美国。但美国的生产成本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因

此发展机器人成为其中重要的一步。

席宁特别强调，总体而言，美国机器人其实一直

处于世界前沿水平，尤其在军用机器人方面，美国机

器人支援日本福岛核电站救援就是一个例子。美国

服务机器人也处于领先水平，比如被广泛使用的手术

机器人“达芬奇”就是美国制造。

谈起机器人产业当前面临的挑战及研发的重点

方向，维洛佐说，机器人与人将越来越多地在一起工

作，所以更多的工作应放在让两者安全地交流和合作

方面。

克里斯滕森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利用物联网

的标准和新出现的德国工业 4.0 计划等类似规划，把

机器人更好地整合在一起，从而减少成本、增加模块

化并缩短上市时间，核心技术都集中在这一块。“集成

通常是个挑战”，但“很难具体说哪些地方要加强研

发”。

克里斯滕森和杨杰均表示，美国“国家机器人计

划”现在的重点是人机协作机器人，下一步如何走还

在探索，但一个方向可能是全自动化，比如自我诊断、

自我修复的机器人，还有类似谷歌的自动驾驶车。

美国机器人急追争当“领头羊”
新华社记者 林小春

在全球经济转型、产业升级需求带动下，一些新

兴技术成为焦点。英国就着眼机器人技术，正全力整

合产学研资源，争抢未来制高点。

两年多前，英国政府就列出包括机器人和自控系

统在内的“八大科技领域”，并进行重点支持。在政府

带动下，机器人技术领域已形成学术研究机构与企业

良性互动。不过在人才培养、标准和法规制定等方

面，也有不少待解难题。

整合资源

英国政府下设的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

近期成立了“英国机器人和自控系统网络”组织，

统 筹 规 划 机 器 人 技 术 方 面 的 学 术 和 科 研 核 心 资

源，促进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展开合作，加速前

沿技术实用化。

据这一组织介绍，英国政府近期加大力度，通过

多种形式为从事机器人技术研发的中小企业提供资

金和政策支持，资助创建与机器人技术相关的学术研

究中心、人才培训中心和开发设施。

通过长时间积累，英国许多院校目前在机器人技

术领域已形成一定优势。仅帝国理工学院一家，就有

多个与机器人技术相关的实验室和科研中心，涵盖传

感器、人工智能、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等，并且英国

高校普遍注重技术孵化以及市场对接，与企业的合作

成效明显。

例如，帝国理工学院与英国知名家电企业戴森公

司联合成立了机器人技术实验室，主要开发三维机器

视觉与感知技术，让新一代机器人能看得更清、反应

更快，适应更复杂环境。

相关技术已帮助戴森公司研发出高度智能化的

家用吸尘机器人。另一方面，这种合作也有助于研究

人员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调整科研方向，形成良性

循环。

英国发明家、戴森公司创始人詹姆斯·戴森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英国开发机器人技术的核心

优势追根溯源还在于其优良的大学教育体系，这里有

许多世界顶尖的大学，科研人员拥有开放与创新的思

维方式。”

在政府推动下，包括设菲尔德大学、爱丁堡大学、

利兹大学等也开始整合各自资源，共同设立涵盖多学

科的机器人技术研发中心。

设菲尔德大学机器人技术中心主任托尼·普雷斯

科特说，英国在机械加工、电子及计算机科学等众多

工程技术领域本身就有深厚积累，为发展机器人技术

奠定了很好基础，使英国在人机交互、自控系统等多

个相关技术领域处于世界前沿。

多重挑战

尽管优势明显，但英国的机器人产业仍面临许

多挑战，其中包括人才、资金以及市场接受度方面的

短缺等。

英国政府下设咨询机构“机器人与自控系统专

门小组”去年发布的机器人技术国家战略报告指出，

随着经济发展，英国在工程技术领域需要每年新增

10 万相关人才，而机器人技术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则更高。

报告还说，如何保证这些人才在院校和企业间顺

畅流动，也会影响英国机器人技术产业的发展。

戴森说：“我们需要鼓励更多人去学习软件、电子

以及机器人方面的工程技术。这些还是相对新兴的

工程领域学科，为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我们需要更多

有创造力的人才。现在对这类人才的争抢非常激烈，

这意味着一些公司因为人才不足而无法加速推进他

们的研发项目。”

他还说，如果能为那些愿意学习这类工程技术的

学生提供更多帮助，免除他们的学费，将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人才不足。

普雷斯科特也指出，相关工程领域的人才缺口比

较大，英国高校已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整，但还需

要在各级别教育体系推出新措施鼓励相关人才培

养。同时，英国各界需要展开更多对话，探讨机器人

技术给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的潜在影响。

不管是来自企业的戴森，还是来自学术界的普雷

斯科特，都认为目前另一个主要挑战在机器人技术的

测试以及寻求市场合作方面，相关法规和设施建设上

还需要更多政策和公众支持。

戴森说，将机器人技术商业化还存在许多法规上

的障碍，特别是在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如果

我们想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就要为机器人试验创造更

友好的环境，自动驾驶汽车如果不放在真实的道路上

测试根本不可能实现商业化，因此政府今年放宽了这

类测试的规定确实是个好事”。

寻求突破

为实现突破，机器人技术国家战略报告提出了

一系列建议，包括进一步理顺各类政府机构提供资

金支持的方式和渠道，以促进创意、人才等更快地在

产业发展各阶段形成互动；在政府层面成立领导机

构对产业发展进行审视并给予规划意见；在相关技

术标准和法规制定上与业界各方展开更多对话；与

国内外投资者加强沟通合作，让他们了解英国在这

方面的积极意向。

鉴于中国和英国已在核电等领域开展了深入

合作，业界也普遍看好两国在机器人产业的合作

前景。

普雷斯科特说，英国在机器人设计和操控方面具

有技术优势，中国则有不少公司能制造高标准的机器

人产品，双方合作将给这一领域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

力，同时两国也能通过院校学生交换项目、访问学者

等方式加强这一领域的交流。

戴森也认为：“两国在包括机器人技术在内的众

多工程技术领域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英国拟靠机器人技术助力“智造”未来
新华社记者 张家伟

2055 年，日本 65 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总人口的

40％。护理机器人已成为老龄化阶段解决养老问题

的重要手段之一。老年人即使运动能力降低，也能借

助机器人活动身体，参与社会生活；而护理人员减轻

负担后，也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日本政府重视护理机器人开发

日本政府极为重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开发机器

人的工作主要由经济产业省统管。经济产业省发布

的报告预测，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在 2025 年将达到约

7.2万亿日元（约合 590亿美元）。

机器人在家庭中提供育儿、家务、护理服务，可以

让人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在工作场所，机器人则

可以提高多种工种的工作效率，帮助女性和老年人就

业。在救灾、治安和医疗场所，机器人可以开展危险

作业和高强度作业。

经济产业省为护理场所使用机器人制定了安全

标准，为企业、研究机构和个人的护理机器人开发提

供补贴，帮助护理机器人实现批量生产，并开展大规

模的护理机器人效果验证。

企业积极参与开发护理机器人

日本众多大企业积极参与护理机器人的研发。

截至 2014 年 9 月，已有 100 多家企业成为经济产业省

及新能源和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资助的机器人护

理器械开发伙伴。

以松下公司为例，该公司专门设有“机器人项目

推进中心”。据该公司公关部参事刑部智惠子介绍，

松下公司在 2009 年推出了一款独特的机器人床，旨

在帮助腿脚不灵便的老年人和残疾人移动，从而实现

生活自理，目前已在多家养老院得到应用。

机器人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床，一部

分是轮椅状的机器人。轮椅可以放平与床拼在一起，

需要移动时还能折叠成轮椅。床与轮椅的分离和组合

操作简单，只需要按按钮，一个人就能完成从躺在床上

到坐在餐桌边、进入盥洗室、前往会议室等活动。

松下公司还开发出了数种型号的可穿戴助力机

器人，能帮助体弱的老年人增加行动能力，甚至可以

参加各种劳动。

研究机构开发热情高

除企业大力开发机器人外，大学等研究机构也纷

纷倾力研发护理机器人，如早稻田大学、东京理科大

学等。东京理科大学教授小林宏领导的“小林工作

室”开发的护理机器人品种有可穿戴助力机器人、人

工步行辅助装置和人工排泄辅助装置等，并获得政府

补贴。

小林宏指出，不仅老年人常常体弱无力，护理人

员从床上抱起、搬动无自理能力的老人也特别需要腰

部力量。其工作室开发的一款“肌肉服”由轻便的特

殊纤维制成，穿着在身上，依靠压缩空气使“肌肉服”

内部充气，可让人的腰背部平添 30公斤助力，即便老

年人和女性，也可轻松地借此弯腰搬起重物。

新能源和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在 2009 年至

2013 年间推出了生活援助机器人实用化项目，与各

开发机构密切合作，测试安全和功能，积累和分析与

安全性有关的数据，研究如何确认护理机器人安全性

的方法等。

松下公司机器人项目推进中心主任技师河上日

出生指出，日本护理师严重不足，预计 2025年日本将

有 100 万名护理师的缺口，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普

及制度的推进以及人们意识的变化，日本已具备了普

遍应用护理机器人的环境。

日本大力发展护理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蓝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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