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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191、农工党界别

关于推动上海市大健康领域人形机器人产

业发展的提案

※背景情况※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及慢性病发病率上升，传统

医疗资源面临巨大压力，上海市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人

形机器人作为集成人工智能、传感技术、自主导航和人机

交互的新兴设备，在大健康产业中有巨大应用潜力，能够

有效缓解护理人员短缺、提升健康服务质量。上海市在人

形机器人研发方面具备技术基础，但在推广过程中仍面临

技术集成不足、市场需求不匹配和法律规范滞后等挑战。

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是应对上海老龄化和健康服务需

求的迫切任务。

――――――――――――――――――――――

※问题及分析※

1、技术研发与应用脱节

上海市具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研发能力，但这

些技术的实际应用与市场需求仍存在脱节。许多技术成果

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缺乏市场推广的动力，尤其是在老

年护理和慢性病管理领域，技术的市场化和场景落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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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满足迫切的健康服务需求。

2、市场需求与产品供给不匹配

大健康产业对于智能护理、健康监测等服务的需求日

益增加，然而现有的人形机器人产品因成本高、功能单一

等，难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养老机构和家庭用户对

于价格、功能、服务等方面有不同的要求，但现有市场产

品的适配性不足，导致市场接受度不高。

3、伦理与法律规范缺失

随着人形机器人在医疗健康服务中的应用，用户隐私、

数据安全以及法律责任划分问题日益突出。现有法律法规

尚未对机器人在医疗健康服务中的责任归属作出明确规定，

这容易导致医疗纠纷或服务风险。

4、跨学科合作不足

大健康产业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如医学、心理学、社

会学、人工智能和经济学等，然而上海市目前在推动人形

机器人技术发展时，跨学科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还不够充分，

限制了机器人技术在大健康领域的创新与应用。

――――――――――――――――――――――

※建议※

1、加大技术集成与应用推广力度

建议我市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人形

机器人关键技术的集成与推广，尤其是推动人工智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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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技术、自主导航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建议通过试点项

目，在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中优先部署应用机器人，测试

技术的实际效果并逐步推广至全市。

2、完善市场需求调研机制，制定引导与扶持政策

建议针对大健康领域人形机器人的市场需求进行调研，

全面了解养老院、医院和家庭用户的具体需求，制定扶持

政策。通过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降低企

业研发与推广成本，吸引更多企业参与技术创新与市场应

用。同时，政府还应制定机器人产品标准，推动产品功能

与质量的一致性，确保市场推广中的用户体验和安全性，

提高市场接受度。

3、加强法律法规制定，确保伦理与法律的完善

建议加快制定机器人应用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特别是

数据隐私保护和医疗责任的归属问题。法律法规应确保用

户隐私不受侵犯，并对机器人在服务过程中的责任划分做

出明确规定。建议设立专门的伦理委员会，对人形机器人

在健康服务中的应用进行道德和法律的审查，确保技术使

用的合规性。

4、推动跨学科合作与资源整合

上海市应积极鼓励人形机器人技术领域跨学科合作，

通过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或实验室，推动人工智能、机器

人技术与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深度融合。政府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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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跨学科领域开展

联合项目，确保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灵活应用。同时，建

立技术转移平台，促进科研成果迅速向市场应用转化。

5、促进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

建议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在人

形机器人应用领域的成功经验，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

与本地企业合作，推动机器人技术的本地化应用。建议政

府举办或参与国际科技论坛和展览会，推动上海市成为全

球大健康领域技术创新的领先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