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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生产生活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机器人产业领域不断细分。
工业机器人大显身手，助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

化变革。韩国 《中央日报》 指出，在使用机器人的“灯塔工
厂”方面，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该媒体称，“灯塔工厂”项目
是指像灯塔引导船只一样，引进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
业革命技术，以促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其核心就在
于机器人技术能力。截至2023年底，全球共有153家“灯塔工
厂”，其中62家位于中国，占比40.5%，属全球最多。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称，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趋势正
在推动工厂自动化。中国是这方面当之无愧的领先者。2022年，
中国新安装了29万台工业机器人，占全球新安装数量的一半以
上，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汽车生产，尤其是电动汽车制造。“中
国工业的机器人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法国《回声报》网站说。

机器人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据路透社近日报
道，上海交通大学团队研发的“六条腿”机器人导盲犬有望帮
助视障人士更好生活。报道称，这款机器人导盲犬目前正在接
受实地测试，它能够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在物理环境中导航，
还能够通过语音识别、路线规划和红绿灯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
与操作员进行交流。据悉，这款机器人导盲犬大小与英国斗牛
犬差不多，六条腿的独特构型有助于它平稳行走。

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备受外媒关注。据法国新闻社报
道，前不久，2024中国人形机器人开发者大会在上海举行，会
上约30家公司展示的多种人形机器人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报道特别关注了中国制造的双足机器人和能够植入家长数字形
象的机器人。前者若被用于家庭服务行业，有助于帮忙照顾老
人，应对人口老龄化；后者则有助于促进孩子与机器人之间的
人机互动，为孩子提供一个有趣的伙伴。

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指出，中国机器人能搭载人工智
能技术，在人形机器人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科技公司优
必选发布的人形机器人“Walker S”能与人自然交流，搭载了
百度研发的语言模型。另一家中国科技公司星尘智能研发的人
形机器人“Astribot S1”则能做到用水果刀削皮、熨烫衣服、
给花浇水等难度较高的动作，已接近人类水平。

加快技术创新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机器人的研
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
重要标志。外媒关注到，中国不断提升机器人产业的技术创新
水平，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印度时报》网站指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23年10月
印发 《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寻求到2025年初步建
立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并确保核心部
组件安全有效供给。这表明，中国正在努力加快国内机器人产业
的发展，同时在技术上实现自立自强，注重发展核心能力。

韩国《中央日报》近日的一篇报道重点关注中国工业机器
人装机量的发展。该报道指出，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逐
步从“劳动密集型”发展为“高度自动化”，积极培育新质生
产力。

韩国《首尔经济》的报道称，中国是世界机器人产业发展
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将机器人产业作为重点领域进行培
养。该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中国正在重点培育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相关技术，预计中国机器
人产业将随着技术进步而加快发展。

《日本经济新闻》 的报道关注到，中国高科技企业正致力
于机器人研发，智能手机巨头小米、新兴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汽
车都在研发人形双足机器人。该报道称，零部件和传感器性能的
提升使得操控更高级的机器人成为可能，一些企业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开始探索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联动的全新商业模式。

受到海外欢迎

随着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产机器人
加速“出海”，受到其他国家企业和民众的欢迎。中国海关数
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速达86.4%。

“中国的仓储机器人或将缓解日本的物流紧张”——今年1
月，《日经亚洲评论》 以此为题刊文称，中国仓储机器人初创
公司如今热衷于出货日本市场，后者正努力解决物流行业迫在
眉睫的瓶颈。文章介绍了一个案例：总部位于深圳的仓储机器
人企业——炬星科技公司计划两年后将面向日本市场的年出货
量提高至 3000 台，是现有规模的 10 倍。仓储机器人类似于包
裹分拣人员，可在狭小空间内有效运行。该公司计划把那些拥
有小型仓库的物流企业定位为主要目标客户。日本一家物流中
心去年夏天订购了60台炬星科技的机器人，成功地将雇员人数
从90人减少至40人。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由于劳工短缺和用人成本飙升
以及疫情后人们对“无接触服务”的偏好，韩国餐饮界开始引
入服务型机器人代替人工传菜。韩国机器人产业协会的数据显
示，2022年，韩国餐馆运营着约5000台服务型机器人，较2021
年增长 67%。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韩国 70%以上的在用服务
型机器人由中国制造商生产。

《韩国经济》 的报道称，以高科技含量为特点的新一批
“中国制造”正凭借高性价比占领韩国商用市场。

《首尔经济》 的报道称，韩国是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的主
要海外市场之一。韩国工业生产线和物流线上负责运输和移动
的许多机器人都是“中国制造”。此外，中国制造的服务型商
用机器人也迅猛发展，主要用于家庭清洁、娱乐、助老助残、
教育等。

不只是韩国。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国服务型机器人制
造商正在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比如：普渡科技公司2022
年收入达到1亿美元，其客户包括火锅连锁品牌海底捞以及欧
洲的汉堡王和肯德基餐厅等。总部位于上海的擎朗智能科技公
司也在加快海外扩张步伐，截至 2022年底，售出约 3.5万台产
品，其中近1万台是跨境销售。

近年来，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大力支持非洲职业教育发展：中国设立
多个奖学金专项，支持非洲优秀青年来华学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设立信托基金项目，累计已在非洲国家培训1万余名教师；中国在非洲
建成10余家鲁班工坊，促进了非洲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创新；中国支持30余
所非洲大学设立中文系或中文专业，配合16个非洲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在非洲合作设立了 61所孔子学院和 48所孔子课堂。此外，还有援
建职业技术学校或职业培训中心、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援助等多种方式。

在开展职业教育合作上，中国经验和非洲需求实现了有效对接。一
方面，中国拥有成熟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开展职业教育合作是推动中
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正在努力推进工
业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潜力大，迫切需要高技术人才。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引领下，中非职业教育合
作蓬勃开展。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宣布将“能力
建设”纳入中非“九项工程”。中方还宣布为非洲援助新建或升级学校、
邀请非洲人才参加研修研讨活动、实施“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
计划”、设立鲁班工坊等多项举措。近年来，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有效推动
互联互通，铁路运输和高新产业的发展为非洲国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尤
其惠及通过职业教育掌握专业技能的非洲人才。2023年8月，中方发布《中
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强调，中国和非洲发展振兴的关键在于将规模巨大
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以人才红利助力本国现代化发展。

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
创业的重要职责。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帮助非洲国家逐步提升职业教育的质
量，激活了职业教育市场，培养了大批高质量青年人才，助力非洲国家的人
口红利转化为发展优势，为非洲民众带来福祉，有利于促进非洲国家经济
发展与社会安定。同时，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利于促进中非民心相通，巩固中非友谊，推动新时代中非命运共
同体建设。中国无私向非洲国家分享职业教育经验和方案，体现了中国对
非政策的四大特点：一是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
政策的重要基础，二是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三是坚持相互尊
重、共同发展，四是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自主解决本地区问题的努力。

当前，中非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为非洲发展带来更多中国机
遇。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为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投资活动提供了人才支撑。
非洲自贸区正式实施、非洲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融合加速推进，为非洲
经济发展及中非合作拓展出更大空间。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也将为非洲的工
业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有助于非洲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未来，中
非双方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同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
战略深度对接，深化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在此背景下，中非职业教育合作
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李嘉宝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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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甘肃省张掖市，国网甘肃张掖供电公司开展机
器人带电安装验电接地环作业。 杨 潇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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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本土品
牌纷纷推出高性价比产品，并逐步渗透韩
国市场。”韩国《中央日报》近日刊文说。该
报道在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同时，还提
及中国正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由
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
进生产力。

近年来，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
猛，引发外媒广泛关注。统计数据显
示，中国是全球最大机器人消费国。
2022年，中国机器人全行业营业收入超过
1700亿元，工业机器人产量为44.3万套，
服务机器人产量达到645.8万台。

近日，美国“外交学者”网
站刊文讲述了非洲留学生萨姆
森·莫弗洛在中国求学的故事。
萨姆森是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农
学硕士学位的几十名非洲留学生
之一。在这之前，他就职的马拉
维农业部每年都会派几名职员到
中国这所高校学习。据萨姆森介
绍，前6个月他在北京进行理论
学习，之后到农村和农民一起生
活学习。这些来自非洲的学生参
加的是“中非科技小院”项目。

乌干达《新景报》网站近日
刊文指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乌干达迫切需要熟练工人来
支持工业化。中国拥有全世界规
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根据中
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3 年
中国中等职业教育（不含人社部
门管理的技工学校）共有学校
7085 所，在校生 1298.46 万人。乌
干达应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下开展职业教育合作，学习
中国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

中非职业教育
合作硕果累累

■ 受访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宋 微

6 月 25 日，浙江省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电商实战教学部现场，
来自卢旺达的非洲留学生正在练习中文“直播带货”。

胡肖飞摄 （人民图片）

中国“陪伴经济”增长迅速。中
国国金证券报告预测，中国“陪伴经
济”市场规模到 2025 年有可能达到
500 亿元。“陪伴经济”的形态包括

陪逛街购物、陪聊
天、陪打游戏等。

一 位 分 析 师 指
出，“陪伴经济”的
根基在于满足情感和
心理需求。“陪伴经
济”崛起折射出中国
社会的发展。在“陪
伴经济”催生的很多
新领域中，“专业化
潜力很大”。例如，
陪购人员可以当形象
顾问，帮助客户选择
适合的服装。

未来，随着老龄
化趋势发展，中国将
需要更专业化的陪伴
工作者，包括陪老年

人做体检、去医院看病、协助进行理
疗等。此外，越来越多年轻人到大城
市打拼，陪伴需求也会增长。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

中国正在通过推动技术发展和增
加投入，将盐碱地和污染土地变成大
片耕地。中国加强粮食安全的决心显
而易见。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粮食安全保障法》开始实施。

一个案例是山东
省某村庄。由于距海
不到 20 公里，当地
土壤盐碱含量很高，
过去农民只能收获微
不足道的农作物。如
今，得益于一种开创
性的降低土壤盐碱度
方法，今年该村田地
里长满齐膝高的小
麦。在中国，正在被
改良的土地并非仅限
于盐碱地。重庆的一
家建筑科技公司尝试
将闲置矿山改造为农
田 。 2020 年 到 2023
年，该公司已将 30

多公顷石灰石矿山改造成耕地。有迹
象表明，中国的耕地减少趋势正在出
现转机。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中国耕地总量连续三年实现净增加。

——据彭博社报道

海 外 声 音

中国努力增加耕地面积

中国对榴莲的需求飙升，泰国一
直是最大的供应国。中国海关总署的
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进口鲜榴莲

82.5 万 吨 ， 其 中 近
95%来自泰国。2023
年，中国进口 142.6
万吨鲜榴莲，其中
92.9万吨来自泰国。

泰国政府的统计
数 据 显 示 ， 2023 年
泰国对华榴莲出口额
升至37.5亿美元，与
2012 年 的 1.28 亿 美
元相比，是一个巨大
的飞跃。泰国榴莲出
口商希望，随着榴莲
进入中国二线城市，
越来越多消费者喜欢
上这种味道浓烈的水
果，这一数字将在未
来 5年继续增长。许
多泰国榴莲种植户和

出口商抓住中国市场机遇，赚取了丰
厚利润。

——据《越南快报》报道

泰国榴莲在中国热销 中国“陪伴经济”发展红火

6月19日，山东省淄博市，农民在农田里收割芹菜。
张维堂摄 （人民图片）

5 月 24 日，在位于泰国庄他武里府的榴莲果园，泰
国可持续发展农业贸易协会会长克洛斯（右）与天猫美
食直播间的主播一起向中国网友推介泰国榴莲。

新华社记者 孙玮彤摄

6月 5日，江西省樟树市淦阳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的老人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进行康复训练。

周 亮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