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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化发展，社交机器人正加速渗透至多元文化市场。当前基于开发者文化本位的

设计范式，易引发文化适配性缺失问题，导致人机交互中的认知偏差与用户抵触。为突破技术跨文化推

广瓶颈，本研究从文化适配性理论视角切入，通过构建包含信任、语言与沟通方式、伦理观念的TLE三维

模型，系统解析文化差异性语境下社交机器人技术接受度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技术信任的跨文化迁

移需依托伦理价值观校准实现，语言交互的本地化需兼顾符号系统与文化语用规则双重维度。研究为人

工智能产品的文化嵌入提供了理论框架与优化路径，对推动人机协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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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sation of AI technology, social robots are accelerating their penetration into multi-
cultural markets. The current design paradigm based on the developer’s cultural orienta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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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e to the problem of lack of cultural adaptability, leading to cognitive bias and user resistance 
in human-robot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cross-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ppropriateness theory, and system-
atically analyses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robot technology acceptance in culturally different con-
texts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LE, which includes trust, language and commu-
nication styles, and ethical concep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ross-cultural transfer of technological 
trust needs to be calibrated with ethical values, and the localisation of language interaction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dual dimensions of symbolic systems and cultural pragmatic rules. The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optimisation path for the cultural embedding of AI 
products, and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robot collabo-
ration. 

 
Keywords 
Social Robots, Cultural Appropriateness, Technology Acceptanc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社交机器人正经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范式跃迁。Suchman 的技术人类

学揭示，智能技术的全球扩散本质上是技术脚本与文化认知框架的持续协商过程。当工业机器人凭借 ISO
标准化体系实现跨文化流通时，其工具属性遮蔽了深层的文化异质性；而社交机器人因涉入人类情感联

结与社会关系网络，不可避免地激活文化价值系统的审查机制。这种转变使得技术接受度研究面临根本

性挑战：如何解构文化维度对人机交互模式的形塑作用，进而建立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技术发展范式？ 
既有研究虽已触及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的技术适配价值，但多局限于静态的文化特质比较，未

能揭示文化认知与技术社会化进程的动态互构机制。技术接受模型(TAM)的个体主义取向，难以解释集

体主义文化中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纳的支配作用；而伦理讨论往往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忽视东

方哲学对技术伦理的本体论重构潜力。这种理论缺位导致当前社交机器人的文化适配策略，仍停留在表

层语言转换与界面本地化阶段，尚未触及价值系统的深层调适。 
本研究通过整合 Luhmann 的信任生成理论、Hall 的高低语境框架以及儒家伦理哲学，提出包含技术

信任(Trust)、语言适配(Language Adaptation)、伦理调适(Ethical Alignment)的 TLE 三维分析框架。特别聚

焦中国语境，探讨高语境文化对自然语言处理的范式挑战，以及“仁学”传统对技术伦理的理论补充价

值，为破解智能技术的文化嵌入困境提供新的认知路径。 

2. 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的文化维度理论嬗变 

机器人技术的全球化扩散本质上是一个技术社会化与文化认知框架动态互构的过程。技术物的角色

建构始终嵌套于特定文化语境中，其社会接受度既受技术性能制约，更与深层文化价值观形成复杂互动

[1]。这种互动呈现两个阶段的范式转换。 

2.1. 工具理性主导的技术驯化阶段 

在工业机器人发展阶段，技术社会化呈现显著的弱文化敏感性特征。工业机器人作为封闭技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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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标准化操作规范(如 ISO 8373)通过去文化编码实现全球通用性。例如日本 JIS B8433 标准中的人机协作

空间设计，虽隐晦体现集体主义文化中的“间人主义”理念，但其技术逻辑仍以效率最大化为核心目标。

Silverstone 与 Hirsch 的技术驯化理论进一步指出，此阶段用户对技术的认知处于客体化初期，机器人被

视作纯粹工具性客体，文化属性尚未通过社会互动显性化[2]。这种工具理性优先的共识，使得全球制造

业体系形成技术认知的同构化趋势，文化差异仅通过安全规程等制度载体间接表达。 

2.2. 价值理性分化的技术具身阶段 

随着社交机器人进入日常生活场域，技术社会化进程发生范式转换。机器人拟人化设计触发文化认

知的深层激活：高语境文化用户对类人形态的偏好，根植于东方哲学“万物有灵”传统，而低语境文化

对功能形态的倾向则映射西方工具理性传统。这种分化在伦理维度进一步凸显，个人主义文化强调技术

透明性，集体主义文化则优先考量社会和谐价值。文化显性期的核心特征在于技术路径的文化形塑——

西方沿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发展物理自主性，东方则基于儒家“仁学”关系本体论开发情感智能，形成泾

渭分明的技术创新轨迹。 
总结来看，机器人技术从初期发展到现阶段，经历了从工具化、功能单一，到自主化、智能化、多样

化的过程。随着机器人的应用也逐渐从公共领域扩展到私人生活空间，如家庭服务、医疗护理等领域，

进一步加深了机器人与人类的联系。机器人的接受度开始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通过跨文化研究了解

造成差异的原因，从而为设计师设计和优化社交机器人的功能和服务，满足不同文化用户的需求提供有

益参考。 

3. 社交机器人文化适配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社交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接受度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为了系统性分析这些因素并揭示其相互作

用机制，本研究借鉴 DeLone & McLean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将其核心维度与社交机器人跨文化接受的关

键因素相结合。该模型认为，一个信息系统的成功主要取决于系统质量(System Quality)、信息质量(Infor-
mation Quality)和服务质量(Service Quality)，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用户满意度，最终影响用户的技术使用

意愿和接受度[3]。 
在跨文化分析社交机器人的接受度时，信任(Trust)、语言与沟通方式(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yle)以及伦理观念(Ethical Perception)作为核心影响因素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相关研究和跨学科视

角的验证。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信任是用户接受社交机器人的关键因素，涉及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可

控性等方面的考量，直接影响用户对机器人的依赖度和长期使用意愿。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沟通方式决

定了用户体验的质量，文化中的表达方式、语言适应能力以及语言风格都会影响社交机器人的交互效果，

进而影响跨文化接受度。从伦理学角度来看，社交机器人的道德认知性直接影响其社会接受度，在不同

文化背景下，对机器人的道德标准、拟人化程度的接受度以及责任归属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 
相比之下，尽管经济成本、技术性能或政策法规等因素同样影响社交机器人在市场中的推广，但它

们并不能直接决定用户的接受程度。技术的先进性并不必然提升接受度，如果缺乏信任机制或伦理规范，

即便是高性能的社交机器人也可能遭遇用户抵制。同样，经济成本更多影响市场普及速度，而非用户的

核心态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构建 TLE 模型(信任 Trust、语言与沟通方式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yle、伦理观念 Ethical Perception)，用于分析社交机器人跨文化接受的关键影响因素。其中：1) 信任(T)
对应系统质量，决定用户是否愿意接受社交机器人，强调技术的透明性、责任性和可控性；2) 语言与沟

通方式(L)对应信息质量，影响用户体验，强调多语言支持、语境适配和个性化沟通；3) 伦理观念(E)对应

服务质量，决定社交机器人是否符合文化价值观，影响其道德可接受性和社会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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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信任：系统质量的核心维度 

信任是社交机器人跨文化接受度的基础。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对技术信任的构建技术方式不同。例

如，在高度发展的国家，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广泛的应用经验使消费者对新技术更有信心；而在技术接受

较多的文化(如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时，消费者往往需要看到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才能增进信任

[4]。IEEE《人工智能可读性与信任准则》(2022)，技术的透明性、道德性和责任性是构建信任的三大核

心要素。例如，机器人需要向用户解释其功能和数据处理方式，以增强透明度，并在错误发生时能够提

供修正反馈，以提高可靠性。 
此外，形成跨文化技术信任的“信任缺口”，即异文化对于社交机器人的信任程度存在显着差异[5]。

例如，在风险规避的文化中，消费者更倾向于质疑新兴技术的可靠性，从而影响其接受程度。因此提高

社交机器人的透明度、责任性和可信赖性是提升技术信任、促进其被异文化用户接受的关键。 

3.2. 语言与沟通方式：信息质量的核心维度 

跨文化语言认知是社交机器人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高语境文化(如东亚国家)，沟通往往更加敏锐、

关注暗示和礼仪，因此，社交机器人如果能够适应这种沟通风格，例如使用更多委婉的表达方式，将更

多可能被用户接受。而在低语境文化(如北美、欧洲)，直接、的沟通更受青睐，社交机器人需要提供快速、

明确的响应，符合用户的交流期待。 
另外，ISO 9241-210 国际人机交互标准(2022 年修订版)强调，在设计跨文化认知强的技术时，应充

分考虑语言和沟通风格的差异[6]。为了适应不同文化的交流偏好，社交机器人需要具备语境感知能力，

能够依据用户所在文化调整语言风格。例如，在高语境文化中，机器人应当更注重情境提示和间接表达，

而在低语境文化中，则需提供明确、直接的指令与反馈。此外，多语言支持、口音适应、语调调整等功能

均是提升跨文化信息质量的重要手段。 

3.3. 伦理观念：服务质量的核心维度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对社交机器人伦理问题的敏感程度不同。在强调个人隐私和自主权的文

化中(如欧美国家)，用户更关注社交机器人是否侵犯隐私，或是否具备道德风险控制能力。例如，欧盟《人

工智能法案》(2021)提出，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责任需适应不同文化的隐私保护需求，以提高用户的接受

意愿[7]。相反，在更加关注希望福祉和社会责任的文化中(如日本、韩国)，消费者更能提供社交机器人能

够为社会积极贡献，如老年护理、教育辅助等[8]。 

Triandis 的文化伦理观模型表明，在伦理观较为严格的文化环境中，社交机器人需要在数据保护、信

息透明度、隐私保障方面达到更高标准，而在伦理接受度较高的文化，机器人是否具备社会价值和道德

责任感可能是更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社交机器人在跨文化推广时，需要根据不同文化背景调整伦理

适配策略，以提高其社会认可度。 

4. 社交机器人在我国的应用与挑战 

4.1. 我国社交机器人的技术信任构建 

社交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已广泛渗透至医疗健康、养老护理、公共服务和智能制造等

领域。我国消费者在技术信任构建方面具有独特性，这与政府的政策支持、社会信用体系以及文化价值

观密切相关。《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和《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指南》(2021)等政策的实施，体

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也注重人工智能的安全性与社会接受度。 
根据 Luhmann 的信任理论，信任的建立依赖于系统的透明度、规范化和长期稳定性[9]。在我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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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机器人要获得用户信任，需要满足技术透明性、政府监管支持及社会信用体系的要求。例如，2023 年

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提出“可信 AI”认证体系，要求人工智能产品在安全性、透明度和

伦理合规性方面达到更高标准。 
此外，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对社交机器人信任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企业在推广社交机器人时，

需确保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以减少公众对数据泄露的担忧。2023 年，“开放大模型应用测试”的推进

进一步增强了用户对智能技术的信任，如百度的“文心一言”、华为的“盘古大模型”等产品，均体现出

我国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透明化与规范化方面的努力。 

4.2. 语言适应与社交机器人的本土化发展 

我国地域辽阔、语言多样，社交机器人的语言适应能力直接影响其在不同地区的推广与应用。根据

Hall 的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理论，我国属于高语境文化，人际沟通依赖语境、非语言线索和社会关系。

因此，社交机器人不仅要具备精准的语言识别能力，还需提升语境感知和情感交互能力。 
近年来，国内企业在自然语言处理(NLP)和多模态交互技术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例如，2023 年腾讯推

出的“混元大模型”在多语言处理和语境理解能力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使社交机器人能够更精准地把握

用户需求，从而优化交互体验。 
此外，社交机器人在我国的发展需特别关注老年群体。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我国正在加速推

进“智慧养老”模式。能够识别方言、进行情感交互的社交机器人在养老院和社区服务中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2023 年上海的“智慧养老计划”引入了一批能够支持粤语、四川话等方言交流的智能机器人，以

提升老年人的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 

4.3. 技术伦理的东方智慧与接受度 

社交机器人的伦理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讨论，而我国的伦理观念对该技术的接受度及发展方

向起着重要作用。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集体责任”和“社会福祉”，这一价值观深受儒家伦理

的影响。Confucian Ethics 认为，技术的发展应以“仁”为核心，服务于社会整体福祉，而非仅追求商业

利益[10]。 
2021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指南》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应遵循“安全可控、公平公正、促

进福祉”三大原则。与西方更侧重个人隐私保护的伦理框架相比，我国更强调技术对社会整体的正向贡

献。例如，在医疗领域，社交机器人已广泛应用于远程诊疗和健康监测，以优化医疗资源分配。 
2023 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而我国对该领域的监管更加严格。

同年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要求 AI 产品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防范技术

滥用。因此，社交机器人在我国的发展不仅需保障隐私安全，还需遵循国家政策导向，确保技术与社会

伦理价值观保持一致。 

4.4. 社交机器人的中国式应用前景 

综合以上因素，社交机器人在我国的应用前景广阔，但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社交机器人产业的

发展需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信任构建方面，企业应加强信息透明度，提高用户对技术的可理解性，同时政府可通过政

策支持和监管措施，如推广“可信 AI”认证，进一步提升公众的技术接受度。 
第二，在语言适应性方面，社交机器人应不断优化自然语言理解能力，并结合各地区的语言特色进

行定制化优化。例如，利用大模型技术开发能够适应不同语境需求的智能助手，以满足不同年龄层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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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群体的需求。 
最后，在伦理治理方面，社交机器人需在设计阶段融入伦理考量，确保技术公平性和安全性。在养

老、教育和医疗等关键领域，社交机器人应具备更强的道德决策能力，并严格遵循国家伦理规范，以推

动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 

5. 结语 

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任机制、沟通方式和伦理观念存在重大差异，社交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的

接受程度并不均衡。通过分析信任构建、语言认同和伦理认同等关键影响因素，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消费

者接受模式的存在，并为社交机器人技术的跨文化优化提供方向。就我国而言，在政府政策支持与社会

信用体系的推动下，社交机器人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应用前景无效，但仍需在技术透明性、伦

理和人机交互优化方面进一步探索。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高持续发展和跨文化研究的深入，社

交机器人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机共存与社会尊严的水平，为智能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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