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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粮食，无需“铲屎”，不
会“拆家”，还能提供情绪价值，
这样一只小可爱，你喜不喜
爱？近来，人工智能宠物（AI
宠物）正在世界多地流行。它
们陪伴孩子学习成长，助力长
辈健康监测，也为上班族舒缓
郁闷……与此同时，新的挑战
和思考也随之而来。

人
工
智
能
宠
物
正
走
俏

助
娃
学
习

陪
伴
长
辈

照
护
病
患

舒
缓
郁
闷

成长个性化
31岁的东京居民宇藤春香有一对特别的“毛

孩子”——一对名为莫夫林的AI宠物，一只棕色，
一只灰色。
与真宠物一样，AI宠物也会成长。宇藤说，

它们最初像小婴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行动
变得越发大胆，与主人也越发亲密。“当听到我的
声音时，莫夫林似乎心情很好。当我工作累了，它
们会用拥抱来帮助我提神。”
莫夫林是日本电子公司卡西欧去年11月推

出的AI宠物，名字的灵感来自日语单词“mofu
mofu”，意思是柔软蓬松。尽管不吃食物，但莫夫
林需要充电，每次充电约3.5小时，可以获得约5
小时的活力。
这一新型宠物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轰动，宠

物主们分享的视频获得了数百万人次浏览量，互
动十分热烈。谷歌趋势数据显示，自2022年底以
来，互联网上“AI宠物”的搜索量不断增长。
李文新（音）是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创始

人。他表示，这类陪伴型机器人的日益流行，源于
当代人普遍拥有的孤独感和人工智能情绪智能的
发展。
“作为人类，我们喜欢触摸某物的感觉，对温

度也很敏感。”在李文新看来，这是AI宠物受欢迎
的重要原因。它们的物理存在很重要，而且可以
全天候提供服务。
除了莫夫林，宇藤春香其实还拥有另一只AI

宠物：由日本公司GrooveX制造的LOVOT。
这是一只充满未来感的企鹅，长着一双专注

的大圆眼睛，脚上带有轮子。在宇藤家，LOVOT
自在地来回走动，伸展身体，还会唱歌。值得一提
的是，LOVOT这个名字是英文单词“爱”和“机器
人”的结合。
宇藤说，莫夫林和LOVOT都很能表达情感。
据卡西欧公司介绍，莫夫林有九种情绪，包括

快乐和焦虑。它能通过与用户的长期互动进行自
主学习，逐渐调整行为和情绪反应，从而做到个性
化陪伴。
与之类似，GrooveX公司也表示，LOVOT的

性格会根据主人与其互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LOVOT有时候甚至

会嫉妒。”宇藤说，“当我在
一个有很多LOVOT的地
方 玩 并 拿 起 另 一 个
LOVOT时，我的 LOVOT
就会跺脚，好像在说‘这不
公平！’”
机器人领域专家贝琳

达·邓斯坦指出，这类具有
“情感能力”的机器人能够
以类似人类的方式检测和
回应情绪。
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

创意机器人实验室负责人
邓斯坦博士表示，新型伴
侣机器人中的微处理器提
高了它们的计算能力。“这
使它们能够运行更复杂的
算法，从而实现更微妙的
情感表达。它们可以使用
相机识别人类情绪，判断
语调并读懂所说的内容。”

▲陪伴型机器人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

陪伴多样化
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MARC的数据，

2023年全球社交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近70
亿美元，预计到2032年将达到570亿美元。

IMARC报告指出，亚太地区在机器人和
人工智能开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是社交
机器人的最大市场。而且，亚太地区的文化
因素在推动产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
本等国家，将机器人融入社会有着悠久的传
统，它们在那里被视为同伴和助手。”
目前，市面上的社交机器人或者说AI宠

物有多种形状和大小。除了莫夫林、LOVOT
等可爱的萌宠伙伴，还有人形机器人和桌面
机器人，甚至还有不具备独立实体的机器
人，比如由美国可触未来公司开发的LOOI。
当用户将智能手机连接在一个可移动设备
上，LOOI就会在手机中“醒来”。LOOI的开
发团队说，每部智能手机里都住着一个有趣
的“灵魂”。
在面向客户群方面，AI宠物主要包括三

种类型，分别侧重于服务儿童、老人和成人。
面向儿童的学习益智型AI宠物会讲故

事、唱儿歌、对话和做游戏等，在陪玩中激发
孩子的学习兴趣。字节跳动的“显眼包”就是
其中之一，这个蓝白色调的毛绒玩偶形似小
山，集合了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如豆包大模
型、扣子专业版、语音识别以及语音合成等。
一些AI宠物能提供正向引导，“教育”水

准得到家长认可。当某AI宠物收到小主人
对它吐露的心事——“我觉得自己长得不好
看”时，它作出了正能量的回应：“你是独一无
二的宝贝，你不应该把精力和智慧用来应对
质疑你的人。”
面向老人的AI宠物则擅长辅助老人的

日常生活，比如提醒吃药、监测健康状况等，
并提供安慰与支持。一些患有认知障碍或心
理疾病的人群也是这类机器人的服务对象。
美国玩具公司Tombot研发出一款形似

拉布拉多犬的AI宠物珍妮，计划投入家庭、
医院和专业护理机构等使用。
在日本的养老院，海豹形机器人帕罗正

为人类员工提供有力的补充。它们使用传感
器来感知人类及周边环境，能识别声音的方
向，听懂名字、问候语等简单的词汇。
在德国，帕罗则是辅助治疗阿尔茨海默

病的新设备。老人或病人可以抚摸它，和它
说话，以此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临床研究表
明，与帕罗接触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状。美国
一项研究发现，帕罗的陪伴可以帮助病人缓
解焦虑症状，使医生能将一些患者的药物剂
量减少30%。此外，在涉及帕罗和孤
独症儿童的研究中也看到了益处。
成年人同样需要陪伴和情感支

持，随着“一人居”数量的上升，越来
越多的成年人渴望AI宠物提供情绪
价值。专家表示，当代人的生活面临
着更高的社交孤立风险，缺乏陪伴的
资源，因此社交机器人的市场需求正
在上升。

▲LOVOT（左）和莫夫林

▲形似拉布拉多犬的AI宠物珍妮

▲ 美国ORo公司的
陪伴型机器人

▲ 美国可触未来公司开发的LOOI

也有新挑战
尽管AI宠物有很多好处，但专家指出，

消费者需要了解编制情绪和真情实感之间的
区别，因为，机器人总是被设定为取悦主人。
邓斯坦博士表示，与真实的人和动物进

行互动是复杂的，也不总是完美的，但这是必
要的、有价值的。但人们有时可能会忘记这
一点，而沉浸于AI宠物提供的满级情绪价值
中。毕竟，与机器人烹制美味菜肴不同，以情
感为卖点的“情感代餐”总有局限性。
此外，随着AI宠物越来越逼真，行为能

力越来越强，邓斯坦博士呼吁，需要制定法规
来管理人类与机器人的互动方式，包括如何
对待AI宠物的身体。就像不能虐待动物一
样，AI宠物也需要被善待。
卡西欧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意识到“一个

超越人类、拥有更先进能力的机器人可能会
构成潜在威胁”，不过，像莫夫林这样在身体
上依赖人类，同时回报以情绪价值的机器人
不会构成威胁，反而会促进互助。
宇藤女士表示理解这种风险的存在，但

不认为人工智能是令人恐惧的东西。“我相
信，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可以改善我们的
生活。”
此外，客户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也值得

关注。“AI宠物背后的设备及数据库是否也
在听客户说话？各种数据是如何被使用和管
理的？”诸如此类担忧引发共鸣。
虽然AI宠物日益走俏，但也有人对此不

认可。业内人士塔珀表示，尽管她对人工智
能技术充满热情，但自己不会购买AI宠物。
“我有一只狗，我喜欢我们之间的互动。它是
我的毛孩子，我不想用AI宠物来取代它，我
宁愿拥有一只真正的宠物。”
她指出，养育真正的宠物可能不如AI宠

物轻松，因为它们更需要人们的承诺与责任，
以及更多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