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产业开启“抢人”模式
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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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克毒品咬定“自吸”？
检察官从监控黑影里挖出贩毒链 8版

民警在办理一起治安案件时，查获约 77.5

克毒品甲卡西酮，犯罪嫌疑人坚称仅是“持

有”，相关证据疑点重重。到底是“持有”还是

“贩卖”

劳务“碰瓷”团伙流窜多地
敲诈勒索 33万余元 7版

吃透用工方害怕延误工期、担心甲方处

罚、影响企业声誉等心理，几名务工人员想出

了赚钱的“好方法”———假意应聘，找茬闹事，

索取赔偿

空壳公司售卖病宠“洗钱”170余人报警
上海首例“星期宠”入刑案始末 5版

这是上海首例贩卖“星期宠”入刑案。这起

案件为何最终认定构成犯罪？对于规范宠物行

业又能起到什么作用？记者采访还原了案件办

理始末

善用律法，是李善德最终完成
荔枝运送的通关密码 4版

在皇权、人情与法理交织的大唐社会，李善

德身不由己却始终遵从内心的道德律令和处事

原则，最终穿越重重法外暗流，寻找到了那条幽

微通路

时论珠玑

最近，泡泡玛特旗下潮玩产品 LABUBU
热度持续攀升，成为潮玩界的“顶流”。线上线
下抢购热潮不断，“一 BU难求”的背后，是“情
绪经济”的具象化，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愿意为能带来情绪满足的商品和服务买单。
“情绪经济”的消费密码，在于情绪价值的

多元呈现。它体现在产品设计、消费体验、社交
属性等多个维度。产品设计上，许多产品融入
有趣、可爱、搞怪等元素，打破传统的严肃风
格，传递出缓解焦虑的寓意。消费体验方面，商
家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让人暂时
忘却现实烦恼。社交属性也是情绪价值的重要
来源。一些网红打卡地，因独特的风格和氛围，
成为人们拍照分享的热门选择，满足了他们社
交展示和寻求认同的心理。

年轻人，尤其是“Z世代”，成长于物质丰
富、信息爆炸的时代，更注重自我感受和个性
表达，对消费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实用功能，而
是追求能带来情感共鸣和精神愉悦的产品与
服务，是情绪消费的主体。盲盒因其未知性所
带来的惊喜感和期待感，激发消费者的好奇
心和探索欲而大受年轻人欢迎；一些可爱的
毛绒玩具，因为憨态可掬的模样能够瞬间治
愈心灵而让年轻人爱不释手；一家装修温馨、
氛围轻松的咖啡店，或充满文艺气息的独立
书店，因提供了心灵栖息之所，吸引大批年轻
消费者光顾。
“情绪经济”的兴起，为市场带来了新机

遇。无论是零售、餐饮、娱乐，还是旅游、文化
等领域，都可以通过挖掘消费者的情绪需求，
创新产品和服务，实现差异化竞争。餐饮行业
不妨来个动漫主题餐厅，从环境布置到菜品
设计都融入动漫元素，吸引动漫爱好者；美妆
行业可与热门 IP合作，推出联名款产品，借
助 IP的情感号召力，引发粉丝购买热潮。娱
乐企业可进一步开发沉浸式剧本杀、密室逃
脱等娱乐项目，通过精心设计的剧情和场景，
让玩家全身心投入其中，体验多种情绪感受。

不过，商家也不能过度依赖情绪营销，而
忽视产品质量和服务本质。前段时间，一些虚
拟陪聊服务，因价格虚高，实际提供的陪伴效
果不佳，引发消费者不满。当然，消费者对情绪
消费也要保持理性，不要在情绪的驱动下，购
买超出自身需求和经济能力的产品，造成资源
浪费和经济压力。为了让“情绪经济”行稳致
远，有关部门须加强对“情绪经济”市场的监
管，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出现虚假宣传、价格欺
诈等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引
导行业健康发展，鼓励企业创新，推动“情绪经
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情绪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正

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方式，揭
示了消费市场的新趋势和新需求。在未来的
发展中，还需不断探寻“情绪经济”的消费密
码，把握消费者最新情绪需求，真正让消费者
获得精神愉悦和心理满足，从而达到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本版有删节）

□孟亚生
《新华日报》6月 20日

“情绪经济”
也需把握好“情绪”

近年来，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中，有
15个与人工智能 /机器人直
接相关，高校开设的相关专业
数量也呈“井喷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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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 800公里收 2.8万元引争议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已责令退回不合理收费

图 /视觉中国

近日，为救治患重症的孩子，江
西新余的唐先生将孩子跨省转运 800
公里，却被一辆“民营救护车”收取
2.8 万元转运费一事引发网友争议。
有网友称这是天价救护车，也有网友
表示救护车配备两名医护人员，并携
带使用 ECMO（体外膜肺氧合），费用
不算高。

据江西省卫生健康委通报，该救
护车所有方南昌赣医医院存在收费
不合理等问题。目前，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已责令其退回不合理收费，并暂
停医疗转运服务。通报中称，在患儿

病情危重时，4 月 8 日家属提出急需
连夜转运治疗。由于就诊医院江西省
儿童医院无符合跨省转运条件的救
护车，经家属请求，诊治医生联系了
赣医医院救护车。救护车司机与家属
沟通，约定转运费 2.8万元，分两次支
付。江西省儿童医院派出两名医护人
员随车护送，并携带使用 ECMO等
相关抢救设备和药品。4月 9日，救护
车到达家属指定的上海某医院紧急
救治，患儿转危为安。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表示，将联合
相关职能部门对事件进一步调查核

查，如发现违规违法问题将严肃查
处，同时对转运救护车规范使用加强
监管，坚决维护患者权益。

据了解，ECMO主要用于对重症
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
呼吸与循环，以维持患者生命。相关
资料显示，今年 3 月，湖南省脑科医
院采购的一台 ECMO 价格为 130余
万元。

一家跨省转运救护车公司的调
度人员告诉记者，跨省转运病人的收
费，第一是根据患者的病情，越严重
收费越高，比如要配备医护人员、仪

器等；第二是根据患者的转运距离，越
远肯定收费越高。调度人员称，救护车
都会与被转运方签署协议，走正规流
程，且协议里会写清楚收费标准。

为何有跨省转运需求的病人，会
选择私营医疗机构的车辆呢？“根本
原因在于非急救转运市场需求巨大，
而正规的救护渠道满足不了。”长期
专注于急救领域研究的专家、河南省
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原主任武秀
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罗丹妮林诗妍
红星新闻、《南方都市报》6月 24日

前不久，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
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上，机器
人“选手”凭借出色表现迅速冲上热
搜榜。如今，在机器人的世界里，行
走、对话、踢球都已算不上什么新鲜
事，庞大的工程师群体正在变着花样
地让它们变得更聪明。

部分岗位需求“井喷”

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
人才的支撑。据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
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 12月底，全国
共有 45.17 万家智能机器人产业企
业，企业数量较 2020 年年底增长
206.73%，呈显著上扬态势。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机器人产

业中，人形机器人领域招聘职位数同
比增长 409%，求职人数同比增长
396%。”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表
示，随着技术迭代加速，具身智能成
为机器人领域的发展趋势，智能制
造、养老陪伴等需求日益增加，推动
了人形机器人企业的商业化落地，催
生出大量岗位需求。

据介绍，目前机器人相关岗位划
分为技术岗、生产岗与销售岗三大核
心类别。其中，技术岗以技术研发与
应用为核心职能，既包括传统意义上
的研发类岗位，也涵盖其技术支持、
应用开发等与技术落地紧密相关的
职能岗位，生产岗主要聚焦生产制造
环节，销售岗则以市场拓展为导向，
涵盖销售顾问、品牌推广、市场专员
等岗位。

年轻化高学历特征明显

6月 17日，“活力中国调研行”走
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活动现
场，天工机器人轻松丝滑走过草坪、
沙滩、砂石地的表现，吸引了众多媒

体关注。这款机器人的研发机构———
松延动力创始人兼董事长姜哲源说：
“我们公司很少有‘90前’，大部分都
是‘90后’。这就决定了我们团队最大
的特点：年轻、有活力！”
“年轻、有活力”，是我国机器人

产业人才画像呈现出的最显著特征。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年机器人产业
人才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2025年前 5个月，国内机器人产
业人才供需双双出现较快增长，其中
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6%，求职人数同
比增长 32%，机器人产业正成为工程
师们争相涌入的新赛道。《报告》显
示，从年龄结构看，机器人产业求职
者具有明显的年轻化特征。

除了年轻化，机器人产业人才普
遍具有高学历特征。据智联招聘数据
统计，机器人产业求职者中，高中及
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的占比
分别为 5%、29%、56%、10%，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求职者占比达到 66%。机器
人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潜
力较大，行业正处于技术迭代加速
期，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较高。

技术进步驱动传统制造业、互联
网人才向机器人产业转型。《报告》
对技术岗位求职者上一份工作从事
行业的分析发现，除器材制造等传统

制造业外，集成电路、工业自动化等
高端技术产业，以及计算机软件、互
联网等 IT 互联网行业的占比也较
高。这一现象表明，随着技术的持续
进步，机器人产业凭借自身发展优
势，正吸引着多元化的人才流入。大
量来自传统制造业、高端技术产业与
互联网行业的人才，正加速向新兴产
业转型，以探寻新的职业发展机遇与
空间。

人才加速区域集聚

在机器人产业中，各类岗位呈现
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为产业全面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与此同时，人才
供需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集聚效应，人
才结构性短缺现象依然较为突出。

以机器人算法岗位为例，作为机
器人产业的核心技术岗位，今年以
来，其招聘需求增速及招聘平均薪酬
均位列技术岗位第一，在机器人产业
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报告》显
示，机器人算法工程师的招聘需求前
三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

具体来看，北京、上海机器人算
法工程师需求主要集中在 IT 互联网
领域，深圳主要集中在汽车领域，京
沪深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密集的

高端研发资源及完善的产业链生态，
在各自的重点产业开展机器人业务，
带动了机器人算法工程师的需求。
此外，南京、长沙、杭州等城市近年
来机器人产业发展表现亮眼，带动了
包括算法工程师在内的人才需求大
幅增长。
“以北京为例，目前拥有机器人

骨干企业 400余家，其中国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机器人企业 57 家，居全
国首位；人形机器人整机单位近 30
家，也居全国首位。庞大的市场需求
和雄厚的产业基础，自然吸引了机器
人产业人才的集聚。但从行业整体
看，人才紧缺仍是一个现实问题。”李
强说。

人才供需状态直接影响产业创新
发展的速度与质量。随着国家对于机
器人产业人才的不断重视，相关支持
政策也逐步落地。近年来，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中，有 15
个与人工智能 /机器人直接相关，高
校开设的相关专业数量也呈“井喷式”
增长。随着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
求，机器人领域的人才和技术将迎来
迅猛发展，这将进一步推动相关企业
加速跨界合作与协同创新。

阴 顾阳
《经济日报》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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