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器人餐廳】服務員被取代大勢所趨　阿里、京東兩大巨頭押注

Written by Administrator

【機器人餐廳】服務員被取代大勢所趨　阿里、京東兩大巨頭押注
news (新聞發布)
原文：《阿里、京東兩大巨頭押注起底機器人餐廳的前世今生》
作者：機器人庫，智慧機器人網編輯整理】
2018-12-07

  

  

機器人代替人工已經是發展趨勢，因為隨著人口紅利降低，人力成本居高不下，深陷「用工荒」境地的餐飲企業，已經談不上篩選人才，更多時候是「來就行」
。長期的用工荒，導致機器人進入餐廳代替服務員是大勢所趨。機器人成了解決傳統餐廳招工難、人員流失率高、人工成本高等難題的最適合的工具。

  

機器人餐廳的重新大熱 = 技術革新 + 高效流程 + 餐企需求迫切

  

早期機器人餐廳的問題確實很多，但吃貨的影響力是無窮的，大到可以推動餐飲機器人的技術進步。快捷提供品質美食的餐飲需求在近些年愈發強烈，這是促使機器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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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研發的源動力，而只有對關鍵技術和核心部件的突破，將產品的自動化、智能化、人性化水平進行全面提升，才是餐飲機器人的出路。同時，與餐飲企業的合作也
很關鍵，讓技術通過落地獲得檢驗與反饋，在實踐中尋找用戶的需求點，以此來對產品做出改進和提升。

  

例如盒馬鮮生主要以烹飪海鮮為主，盒馬用引入的微波蒸、烤和自動化炒菜設備，把蒸熟一條魚的時間壓縮到 11 分鐘，比傳統設備烹製還要快 50%
。成品菜從後廚出來後，會被放入到盒馬獨家研發的智能送餐車（ AGV
）。這個形似一個方盒型的機器人，在一個類似保齡球滑道上，自動滑到顧客桌位前。然後語音提示顧客，可以端到桌上開吃了。

  

這套智能送餐車，通過聲音、圖像等多種混合感應技術，可以做到障礙物識別、躲避、菜品檢測。確保出餐後 AGV 送餐速度平均在 40
秒左右內完成，遠超傳統服務員人工傳菜的精準度和速度，大大節省了人工成本。

  

除了餐廳前端的智能送餐車，後廚也可以備自動的存揀系統（機械臂），作為食材存揀區，在高峰期或客流量大的時間段，消費者可提前預訂。當消費者落座後，系統通過
機械臂自動地取出送往後廚加工，極大的縮短消費者等待的時間。儘管機器人如此高效，但還是存在不足之處。比如湯品、大型餐具裝的菜品就沒辦法直接送過去，還
是需要人工來操作。現階段的機器人只能做一些標準化的餐品，太複雜的還是沒辦法完成。

  

但機器人餐廳的市場還是又一次被點燃了。據筷玩思維了解，中國目前涉足機器人的上市公司一共有 31 家，總市值為 1897.07
億元，現階段的機器人龍頭公司已經接近 600 億市值。

  

從機器人使用密度上看，中國目前工業機器人使用密度仍然遠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與日本、韓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更是有很大差距。韓國是機器人使用密度最高
的國家，每 1 萬名工人中擁有機器人數量 347 台，日本次之為 339 台，德國位居第三為 251 台，中國僅為 21 台，不及國際平均水平 55
台的一半。目前工業機器人的應用在中國比例為 6% ，日本、美國和德國的比例分別是 33% 、 16% 、 14% 。

  

機器人的產業鏈條成熟度決定了其在餐飲業裡的普及速度

  

機器人產業鏈最有的價值的地方在上游。機器人的核心部件包括電機、伺服系統、驅動系統以及減速機等，零部件所涉及的技術含量和一個國家的整體技術實力密切相
關。從生產地和消費地看，日本是唯一的機器人淨出口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機器人產能，佔據全球機器人產量的 66%
。機器人消費地最大的區域是除了日本以外的亞洲地區，佔比約 34% ，而且是以中國市場為主。

  

韓國比較重視服務類型（如教育、娛樂）機器人，主導著這類型機器人的標準；美國主導高端機器人，如勘探、防爆燈功能機器人；日本的工業機器人非常出色，且比
ABB 價格便宜；瑞典的 ABB
代表歐洲的技術，工藝精湛，擁有最完整、最好的產業鏈。相比之下，中國的機器人目前還是多運用在大型製造業，小型商用機器人的技術力量還不夠強大。舉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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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機是機器人身上的一個重要部件，一台機器人本體上一般有6個減速機。

  

中國的減速機技術目前還不成熟，還不能批量生產，中國機器人使用的減速機、伺服電機及驅動還是以外國供應為主，其中日本為最大的減速機出口國。據筷玩思維了解
，中國的機器人 1 到 3 軸用的是從日本帝人進口的減速機， 4 到 6
軸用的是自主研發的減速機。國產機器人的零部件基本依賴進口，這意味著機器人整機的成本很難降下來。國產機器人本體成本遠高於國外同類產品，特別是減速機，中
國企業購買減速機的價格是國外企業價格的將近 5 倍。

  

不過，也並非沒有翻盤的希望。中國研製減速機的公司有多家，比如秦川發展和華恆焊接等，匯川技術、英威騰、科遠股份、華中數控正在研製驅動器；在非上市公司
中，廣州數控和南京埃斯頓除了減速機沒有批量生產，機器人的其它環節都有涉足；瀋陽新松、廣州數控和安徽埃夫特等則具有較強的機器人本體生產實力。

  

總的來說，商用機器人的發展依賴於各行各業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又具備充分活力的餐飲行業。

  

結語

  

京東此前公佈了其「 X 未來餐廳」的試運營情況：每日僅晚餐的顧客平均流量近 300 位，單餐翻台率超過 3
。京東正式開始和阿里系的盒馬鮮生機器人智慧餐廳同台較量。這也可能吹響了智能機器人進入消費領域大戰的號角。中國的老齡化趨勢加速了行業成本上升、人員流
動和服務不穩定，這些受困於傳統服務模式的問題，已經成為餐飲行業的發展阻力，餐飲老闆對降本提效的優先級漸漸超過了規模化擴張。

  

與此同時，各種新型科技在不斷發展，在企業加碼、資本加持、政府鼓勵帶動之下，以機器人為主的無人餐廳、智慧餐廳等在全國接連湧現，餐飲機器人正在走向普及
化，對於 B 端和 C 端都不再是一件陌生的新鮮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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