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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今年多家平台引入了
“人工智能、AI 填报”这类新型工
具，生成“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产
品，手机应用商店中也有数百款与其
相关的App。同时，许多不法分子也
盯上了志愿填报领域并实施诈骗。

总体看，这种 AI 服务，为考生
准确填报志愿提供了一定参考。但太
多机构在巨大利益引诱下的一哄而
入，也造成服务质量良莠不齐，而一
些不法分子也认为有机可乘，将黑手
伸向考生和家长。其中的风险，不可
不防。

将 AI 作为噱头吸引考生和家
长，并非今年才有。有考生投诉称：

“AI 建议填的六个大学一个都没录
取，号称成功率在70%以上，最终录
的是我自己填的保底大学，比高考分
数低了20分的学校。”

如果说，上述风险来自AI作为技
术手段的局限以及对其作用的夸大，
那么，考生和家长面临的更大风险，
则来自不法分子借助AI的幌子设置陷阱。

比如，有咨询机构打出广告，称“与C9、985、211院校成功牵手”“著

名部属高校权威志愿填报专家组成团
队”。而最后警方证实，此事纯属虚
构。一旦落入此类陷阱，家长损失钱
财，孩子学业受阻。

另外，利用AI服务志愿填报，除
了其所提供的信息能否做到真实准确
外，在相关信息的填写、查询过程
中，考生个人信息和隐私有遭泄露的
风险。

这就需要考生、家长睁大警惕的
眼睛，但作为“局中人”，他们容易
陷入其中难以自拔，等发现风险，危
害结果往往已经发生。更理想的方式
是通过有关部门的及时、有效监管，
防患于未然。

比如，是否该为这个行业设置规
范的管理标准？对于吹嘘“精准填
报”等夸大宣传，市场监管部门能否
及时查处，避免误导更多人？有诈骗
端倪的案件，公安机关能否尽早介
入？

当考生和家长睁大警惕的眼睛，
有关部门实现有效监管，AI填报志愿的风险降到最小，考生和家长才可放心
享用技术进步的成果。 来源：新京报

用AI填报高考志愿靠谱吗？
专家提示被诈骗风险不可不防

张守荣所在的公司极智嘉（Geek+）是一家主营
物流智能机器人的企业。“如今，伴随着产业智能化
发展大势，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
繁重且费时费力的体力劳动现在都能被机器人所

‘替代’，比如‘搬货、拣货’这件事，现在可以放心交
给机器人来干，不仅不易出错而且机器人的效率还
更高。”张守荣说。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
机器人研究员马泽洋表示，我国机器人应用正在加
快拓展，例如在物流领域，自主移动机器人等产品和
解决方案应用正不断成熟，有效提升了各个环节的
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当机器人为传统的仓储物流业插上翅膀，机器
人如何更好地在复杂的仓库环境落地就成为了“生
命线”，张守荣的工作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力求提
高机器人的效率和稳定性，确保其能满足客户的需
求。”谈起自己的工作，张守荣十分自豪。

“以我们处理高层货架任务的RS8货箱机器人
为例，以往高层货架物流往往以人工加叉车组合的
方式进行管理，占地面积大，储存量较少，出货效率
低，人力成本和叉车的维护成本偏高。”张守荣说，

“针对相关痛点，我带领研发团队设计方案并推进研

发，在每个研发节点，对产品开发的进度进行验收和
测试。最终将新产品RS8货箱机器人的最大搬运高
度提升至8米，还开发出独特创新的柔性底盘和双
独立驱动单元升降机构，适用于高处作业场景，极大
地提升了客户物流效率。”

“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这一新职业的兴起和壮
大折射出近年来我国机器人市场的蓬勃向上和产业
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电子学会发布的《中国机
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22年）》预计，中国机器人产业
2017年至2022年五年年均增长率达22%。

“一方面是产业规模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技术
的进步带动了创新应用的深化拓展，智能机器人正
在走入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董凯指出，“数据
显示，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从2013年的25个行
业大类、52个行业中类扩展到2021年的60个行业大
类、168个行业中类。”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在引领相关技术实现群体
性突破的同时，对相关领域的人才需求也进一步提
升。”董凯表示，“目前，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人才
缺口已呈现加速放大态势。根据《制造业人才发展
规划指南》，2015年至202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人才总量将翻一番，人才缺口将持续扩大到 450
万人。”

“从掌握的数据来看，目前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
薪酬普遍较高，月薪基本都达到一万元以上。”上海
库茂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CEO俞俊承提到。

“人社部将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列为新职业，反
映出产业发展正趋向更高层次，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也更上一层楼。”俞俊承表示，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
更注重机器人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要能将市场需
求与技术研发进行衔接，帮助产品更好在产业中落
地。

为了更好发挥人才对产业智能化的积极作用，
俞俊承建议加强机器人产业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机
器人产业人才培养对设备场地等要求较高，培养周
期较长，更需要政府和大型企业加大投入力度，建立
起更完善的培养体系。”他说。

“在我看来，国内的机器人产业有着旺盛的创造
力和活力，每天都有新的想法涌现、新的产品诞生。
我相信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我也希望自己可以不断提升，跟随时代大潮共同
发展。”张守荣表示。

来源：经济参考报

让机器人“吃”得更少
“干”得更多

宽敞的物流仓库内，数米高的货架
之间，不见人影，只见不同形态的机器人
来回穿梭。它们有的负责货箱的上下转
移，有的负责将货箱搬运至工作站进行
拣选，一切井然有序。“存储力3倍提升，
拣选效率3倍提升，人员需求降低50%”，
智能物流机器人高效运作的背后，正是
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张守荣和其团队的
付出。

伴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
展，这一新职业也逐渐壮大，成为推动我
国产业“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