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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骨骼机器人“梦想照进现实”

电影《流浪地球2》以一场科幻盛宴引发了人类对地球危机的思考，也向人们展示了未来科技高速发展能够带来的
巨大想象空间。直通宇宙的“太空电梯”、淹没在深海中仍能正常运行的数据中心、量子体积和量子比特均超过
8000的量子计算机550W，以及能像人一样具有智慧、不断成长的“数字生命”……在人们幻想未来世界的同时，电影
中的部分黑科技已经成为现实，例如大火的外骨骼机器人。

本报记者 谷月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要求，

《中国电子报》对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

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通过人员名单进行

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期为 2022

年 2 月 17 日—2 月 26 日，举报电话为：

010-83138953，010-64081702。

2022 年度通过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

名单如下：刘东、胡春民、连晓东、陈炳欣、

诸玲珍、张心怡、徐恒、吴丽琳、李玉峰、邱

江勇、王伟、刘晶、赵晨、赵强、张鹏、马利

亚、孙强、王雅静、齐旭、李坤、史晨、卢梦

琪、张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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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2022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公示

（上接第1版）
2022年，显示行业首次出现了面板出货

量和出货面积双降的局面。究其原因，中国

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在去年年终的

一次活动上总结：一是 2021 年行业提前消

费，导致了 2022 年需求相应下降；二是 2022

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波动、全球疫情等因

素，影响了供应链、市场需求、物流等方方面

面。2022年第四季度，企业不约而同地通过

降低稼动率等方式调控产能，有效遏制了面

板价格的持续下降，取得成效。但行业暂时

稳定的真正原因应归功于行业自律，并非根

本的供需关系。

展望2023年，半导体显示行业仍将低位

运行，尤其是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市场需求

依然有限。下半年能否缓慢上升，主要取决

于两个因素。一是供需关系的改善。如果上

半年政治经济格局改善，下半年供需关系将

有望得到提升。二是行业自律。现阶段面板

价格的稳定和微涨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市场供

需关系的带动，因此企业要深刻认识2023年

的行业供需状况，从大局出发，通过市场行为

保持行业自律，维护行业稳定、健康地发展。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敏向

《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2023年对于显示行

业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面板厂商

进一步加大市场的话语权，更多显示技术会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小尺寸 LTPO、卷

曲屏，元宇宙显示的 Fast LCD、硅基 OLED、

硅基 LED，大尺寸 QD OLED、印刷显示、8K

超高清、Micro LED、全色激光、电子纸，以及

商用场景下的裸眼3D、光场显示、透明显示、

In-cell触控显示等都将扩大有效产能供给，

或者实现关键环节攻关。

展望 2023 年，尽管挑战依旧，但接受多

位《中国电子报》采访的业界人士对全球显示

行业的总体趋势都持乐观看法。

京东方副总裁、首席品牌官司达向记者

分享了他的三大判断。一是行业不确定性正

在加速出清。经历了2022年的调整之后，随

着终端厂商库存回归正常水位，行业出货节

奏加速回归正常化，产业链稳定性将稳步提

升。二是发展韧性和可持续性将进一步增

强。面对行业“大考”，显示产业作为实体经

济的代表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弹性。三是创

新驱动发展模式将成行业主旋律。经过

2022年一年的沉淀，显示行业正在从原有的

规模导向加速走向技术导向和价值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超高清、超高刷、柔性OLED、

Mini/Micro LED 等高附加值的高端智能终

端产品将呈现更多的创新突破，车载、折叠

屏、元宇宙、智慧医疗、智慧零售等应用市场

将迎来高速发展。

“在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下，

新兴显示技术仍将不断迭代出新，向前发展

的大势不变，价值提升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

关键突破口。”维信诺首席品牌官杨淑娟向

记者指出。

2023年有机遇，也有挑战。随着韩国全

面退出 LCD市场之后，AMOLED等新兴显

示竞争格局必将更加激烈。2022年，韩国将

显示技术列入国家战略技术。2023年年初，

韩国上调了国家战略产业投资收抵免税，对

韩国显示行业来说非常利好，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其竞争力，这也意味着显示行业竞争更

加残酷。在全球经济依然承压、需求缓慢复

苏的大势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

以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尤为关键。

“可以将2023年称作一个‘启动’之年，

行业结束了前一阶段的不明朗形势，面向未

来继续前进。”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

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梁新清在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说，“2022年对

中国显示产业而言是一场大考，虽然经历了

各种叠加因素的影响，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但全行业同心协力终于走出了低谷。2023

年，显示行业将处于一个‘稳中求进’的过

程，首先需要把此前造成的各种影响平复下

来，同时还要把这几年在技术、研发、供应链

等方面进行的积累和规划逐步展开。今年

下半年起，我们将有机会看到显示行业慢慢

出现诸多亮点。”

应用市场分化

车载、折叠屏成为“双引擎”

2023 年，全球显示应用市场将出现分

化，进一步朝着多元化拓展，但部分传统应

用领域的需求会有所下滑，预计行业总体将

呈现微幅增长趋势。

群智咨询总经理李亚琴此前向记者表

示，2023年供应链再平衡意味着终端品牌开

始理性审视自己对供应链的要求，对于安全

库存水位会变得理性，对于品牌自身供应链

结构、供应数量，以及供应链合作关系都会

提出跟过去两年不同的要求。她指出，2023

年第一季度还是品牌继续积极控库存的阶

段。如果今年第一季度继续控库存，预测到

第二季度主力品牌除了电视外，包括PC、手

机在内的整体终端的库存会进入到相对健

康的水位，真正回归到库存平衡水位。

在细分应用领域，车载显示和折叠屏手

机是最值得期待的两只“潜力股”。

车载显示在行业总体承压的局面下逆

势而上，2023年将呈现稳定而明朗的增长趋

势。“汽车座舱正从传统液晶仪表显示时代，

快速进入智能交互显示时代，车内空间大屏

化和智能化已成为车载显示领域的重要趋

势。”司达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车

载/智慧座舱领域融合了柔性 OLED、Mini

LED、触觉反馈、裸眼 3D等多种创新技术，

大屏化、智能化趋势显现。

近几年，受新能源汽车持续增长的积

极影响，车载显示迎来了快速发展期，车载

显示屏朝着多屏化、大尺寸化、智能化，以

及显示技术多元化的趋势蓬勃发展。群智

咨询的分析报告指出，车载显示是未来长

期值得期待的一个市场，并且在 2026 年会

成长为中大尺寸市场中单一品类最大的一

个应用。DSCC研究咨询显示，汽车面板将

在 2023 年 继 续 增 长 ，总 出 货 量（LCD +

OLED）预计将超过2亿片。

目前，LGD、京东方、TCL 华星、维信

诺、深天马等全球知名面板大厂均已纷纷

布局车载显示领域，并不断加码。从技术

角度来看，未来车载显示屏技术仍以传统

LCD 显示技术为主，LTPS LCD 车载显示

面板作为 a-Si LCD 下一代车载产品的升

级，其发展趋势十分明确，而针对 AMO-

LED、Mini LED、Micro LED等高端显示产

品，各大面板厂也在加快开发进度并逐渐

开始量产应用，未来将成为高端车载显示

发展的方向。

业内专家指出，车载显示行业呈现稳

中有升的发展趋势，随着汽车智能化的推

广，车载显示新技术的应用将在未来 5～

10年蓬勃发展。

除了车载显示，折叠屏也是 2023 年的

增长点之一。杨淑娟向《中国电子报》记者

强调，折叠手机已经成为目前市场换机需

求的主要动力，主流品牌厂商纷纷在折叠

领域布局。群智咨询分析，智能手机面板

中，机会点来自折叠屏手机。2022 年全球

折叠屏手机出货量约为 1400 万部，2023 年

将增至 2300 万部。而根据 CINNO Re-

search数据，2022年中国市场折叠屏手机销

量达283万部，同比大幅增长144.4%。按照

各个季度数据来看，国内折叠屏手机销量

已连续9个季度同比正增长。

行业竞争加剧

VR显示成“技术练兵场”

2023年，多种显示技术继续并行发展，

且将提升到更高水平。与此同时，不同技

术路线之间的竞争也将加剧。VR 显示由

于 集 聚 了 Fast-LCD、硅 基 OLED（Micro

OLED）、AMOLED、Micro LED 等各具优

势的新型显示技术，成为显示产业的“技术

练兵场”，相关企业纷纷竞相布局。

“显示无处不在”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元

宇宙万物空间互联的愿景，给显示技术赋予

了无限想象和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作为

元宇宙入口的 VR/AR 显示，其前景被行业

长期看好。研究机构 Omdia 预测，2023 年，

包括 AR、VR 和 MR 在内的广义扩展现实

（XR）设备出货量将达到 2400 万台，同比增

长 67%。而根据 Strategy Analytics 预测，到

2024年VR/AR硬件设备的市场存量将从目

前的5000万台翻番至1亿台。全球知名消费

电子终端大厂的积极态度也给行业给出乐观

预测提供了支撑：2023 年，索尼 PSVR 2、苹

果 公 司 的 混 合 现 实（MR）头 显 和 Meta

Quest3 等关键产品以及 HTC 预计将推出的

新品，助推新一轮VR/AR显示的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我国围绕新型显示形成了全球少有的超大规

模内需市场。在政策方面，2022年11月，工信

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虚拟现实与行业应

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6 年）》，提

出“到2026年虚拟现实终端销量超过2500万

台”的具体目标，并将近眼显示技术作为关键

技术融合创新工程，重点推动 Fast-LCD、硅

基OLED、Micro LED等微显示技术升级。同

时，要求提升全产业链供给能力，推进 4K以

上新型显示器件的量产规模等。随着政策的

出台，VR产品需求将持续释放，带动相关产

业链迅速发展，作为 VR 产品核心器件的微

显示产品也将迎来高速增长。

展 望 2023 年 的 显 示 行 业 ，TCL 华 星

CEO 赵军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

特别提到了元宇宙这个趋势。“有人说下一代

互联网一定是3D形式的，人们不再隔着电脑

屏慕进行工作和社交，而是沉浸在3D世界里

来获得前所未有的虚拟现实体验，并且激发

前所未有的创造力。”赵军认为，如果把元宇

宙比喻成一个虚拟数字世界，那么其中的核

心硬件就是 VR 显示器，是拥抱这个虚拟世

界的核心生产力工具。而 TCL 华星对自己

的定位就是专注地去做好这个生产力工具。

“2023 年，随着全球市场和需求逐步复

苏，显示产业将会释放出新一轮爆发力。

Mini/Micro LED技术更迭发展，元宇宙和虚

拟现实产业大势所趋，新应用场景不断挖掘，

显示产业前景广阔。”利亚德集团董事长李军

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2017年起，利亚

德就开始布局虚拟现实产业。通过收购美国

NP 公司，凭借全球领先的光学动作捕捉技

术，利亚德迅速完成VR业务战略布局。

展望2023年，整个新型显示产业无疑将

面临诸多挑战，而拨开云雾之后，出现在眼前

的定将是灿烂阳光。

展望 2023 年，业内专家也给出了一些

建议。一是期望显示产业有序发展，区域集

中、主体集中，避免低端、无序竞争。二是鼓

励面板企业牵头上游关键材料、核心装备

厂商组建创新联合体，进一步推动核心基

础元器件和重大装备发展。三是中国显示

企业要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巩固制造

和工艺方面的核心能力，拉紧与国际产业

链之间的依存关系。四是显示产业和企业

能够调整资源配置，积极创新新型的应用

场景，实现功能整合。五是期望头部企业从

顶层做好各种下一代显示技术的统筹，以及

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的布局。六是显示产

业作为科技工业的排头兵，推进全生命周期

全流程的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成为“碳中和”

大势下的“先行者”。

“行业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正

在脱离原有的围绕价格、产能、规模的粗放

型竞争，回归到以客户和市场需求为导向。

同时，行业更加关注技术和品牌带来的高附

加值，转向更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司

达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说道。

可“举重若轻”

可“随心而动”

外骨骼机器人在电影中的“戏份”很

多，但与电影中的外骨骼机器人主要用于

军事领域、把人类打造成“超级战士”不

同，在现实生活中，外骨骼机器人目前还

是更多地被用来改善民生。

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是指套在人体外

面的机器人，也称“可穿戴的机器人”，它

可以通过硬件传感器收集人体生物电信号。

目前，市面上的外骨骼主要分为两

种。一种是针对特定关节助力的人体增强

类外骨骼，这种外骨骼主要是用来增加人

的力量。如，利用外骨骼机器人帮助物流

和快递人员轻松卸货、送货；消防员可以

用它来移动残骸；建筑工人可以用它来抬

起和操作更重的材料和机器等，让很多行

业的从业者真正体验到什么是“举重若

轻”。另一种则是主要用于医疗康复领域的

康复类外骨骼，比如辅助病人行动。

2022 年 3 月 2 日，在 2022 年冬残奥会

火种汇集暨火炬传递起跑仪式中，火种汇

集选手邵海朋在外骨骼机器人的辅助下，

不仅能够独立行走，还打破了穿戴外骨骼

机器人行走马拉松的世界纪录。两天后，

在北京首钢园区的冬残奥火炬传递中，

“全国三八红旗手”杨淑亭也通过外骨骼

机器人实现行走，传递了当日上午的第二

棒火炬。

大艾机器人董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教授帅梅向 《中国电子报》 记者介绍：

“邵海朋穿戴的是大艾新一代AI外骨骼机器

人，其关键技术是传感器优化分布，以及

在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基础上开发的 AI

算法和传感网络技术，实时判断使用者的

运动意图，识别多部位的细节变化并做出

步态反应，辅助使用者‘随心而动’，实现

快走、慢走任意切换。该技术还可以根据

地面特征和周边地形环境变化，提供匹配

使用者自身能力的运动助力，帮助使用者

调整肌肉发力和掌控步态姿势，实现上下

楼梯、上下坡等较为复杂的动作。”

外骨骼机器人

快速商业化

外骨骼机器人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

短短几年，市场多点开花，开始步入商业化

阶段。

2018 年 5 月，《流浪地球》 拍摄完成，

片中使用了大量外骨骼电影道具展现未来

科幻场景。彼时，傲鲨智能刚刚在上海初

创。3年后，当 《流浪地球 2》 的导演组找

到傲鲨智能时，提出希望能采用真实的外

骨骼机器人参与拍摄。傲鲨智能市场总监

张华回忆道：“我们很多自研产品，包括上

肢、腰部和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已经逐渐成

熟。在《流浪地球2》的拍摄中，我们把公

司展厅中的9套产品设备都给剧组打包了过

去。导演组后来仅对外骨骼进行了做旧处

理，便使用‘真家伙’完成了相关拍摄。”

如今，《流浪地球 2》 中出现的 9 套外骨骼

机器人已经在汽车、航空、矿上等领域

“上岗”。

张华感慨道：“参与这部电影让我们深

切感受到中国外骨骼机器人技术发展步伐

之迅速。如今，中国工业外骨骼机器人的

技术水平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流浪地球 2》 电影上映后，外骨骼机

器人开始备受关注，相关企业也纷纷加快

布局。

1 月 31 日，科大讯飞在接待机构调研

时表示，2023 年公司将正式发布软硬一体

机器人产品，后续还将有序推出外骨骼机

器人、家庭服务机器人等产品。迈宝智能

科技正面向全球提供先进的可穿戴机器人

装备，产品出口韩国、日本、哥伦比亚等

国家和地区。去年融资 1 亿元的奇诺动力

表示，公司正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

外骨骼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将结合市场需

求，反复迭代打磨产品。傅立叶智能更是

拿到了 4 亿元 D 轮融资，创下国内康复机

器人领域单轮融资额的最高纪录。

研究机构The Insight Partners于今年1

月发布的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外骨骼机

器人系统市场规模为10亿美元，到2028年

有望达到 42.2 亿美元，2022—2028 年期间

该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3.0%。

让外骨骼

“飞入寻常百姓家”

根据应用领域不同，外骨骼机器人被

分成医疗外骨骼机器人、工业外骨骼机器

人和民用外骨骼机器人等。

据张华介绍，目前，医疗外骨骼机器

人的市场价格在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

等，工业外骨骼机器人价格为几万元，民

用外骨骼机器人也在一两万元上下，对于

普通百姓来说，购买压力不小。

帅梅向 《中国电子报》 记者表示，由

于外骨骼机器人机械复杂，涉及原材料、

设备广谱性、驱动关节、训练模式、AI传

感关键技术创新等因素，导致外骨骼机器人

研发投入成本高昂。目前，大艾机器人正通

过优化供应链和攻克产品工艺技术来减少成

本，现已将制造成本降低为原来的1/10。

“我们生产外骨骼机器人就是为了方便

消费者在生活工作中使用，让老百姓都能用

得起。”张华告诉记者，接下来，傲鲨智能

将通过技术升级和成本控制，预计在5年左

右将民用外骨骼机器人降到万元以内。“等

外骨骼像手机一样只需要几千元时，或许将

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他说。

就在 《流浪地球 2》 上映前不久，工业

和信息化部等十七部门印发了 《“机器

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明

确提到了对发展外骨骼机器人的支持。方案

提出，要积极推动外骨骼机器人、养老护理

机器人等在养老服务场景中的应用验证，并

推动机器人融入养老服务不同场景和关键领

域，提升养老服务智慧化水平。

2022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了 《“十四

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

划》，强调加快人工智能、脑科学、虚拟现

实、可穿戴等新技术在健康促进类康复辅助

器具中的集成应用，发展外骨骼康复训练等

康复辅助器具。

在科技发展与政策的加持下，外骨骼机

器人“飞入寻常百姓家”或许并不会久远。

新型显示市场有望重拾升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