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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开始打工人形机器人开始打工
市场迎新蓝海市场迎新蓝海？？

政府工作报告在介绍今年
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要积极
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数字产业集群。

提及“人工智能+”，近期热
度持续高涨的人形机器人可为
典范。

就产业端而言，近期“国内
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
（HK.9880）展示旗下人形机器
人Walker S最新视频，在视
频中Walker S于蔚来工厂参
与了门锁质检、车灯盖板检测、
安全带检测、贴车标等工作。
光大证券认为，人形机器人进
入工厂，在不断的摸索与配合
中，找到与现实环境相对应的
解决方案，有助于人形机器人
得到成熟定位，加快落地。

就市场端而言，A股人形机
器人指数，自2月6日起至月末
上涨超过40%；在海外，人形机
器人初创科技企业Figure AI

收到英伟达、微软、亚马
逊、英特尔、三星、LG、
OpenAI 等科技巨头
约 6.75 亿美元融资。
至此，“2024 是人形
机器人质变年”的言

论于市场中出现。
华鑫证券研报认为，人形

机器人作为AI应用层的重要
载体，已得到几乎全球所有科
技巨头的一致关注，资本支

持和技术准备并行，人
形 机 器 人 或 成 为
2024 年制造科技行
业最明确且重要的
主线之一。

拆解产业链
涉及多领域

就技术方面而
言，人形机器人的核
心功能包括感知能
力、认知能力、行动能
力，但是在过去几十
年的发展中，可以说
机器人的行动能力非
常强，但是感知能力
和认知能力进步较
慢。不过，随着生成
式AI的发展可让机
器人从设计、仿真到
编程等产业发展过程
中的诸多难题，都有了更优的解决之
道。如，以前的机器人是为特定任务而专
门制造的，根据不同任务修改机器人十分耗
时，有了LLM（大型语言模型）和视觉语言模型，
让人与机器人的交互更加直观，使得机器人能够
获得更强适应性和感知力。因此，机器人在这个时间
点爆发，生成式AI是最大的推手。

渤海证券研报显示，人形机器人技术攻关聚焦软件
和算法三大核心技术能力：运动控制能力、环境感知能力
和人机交互能力。三大能力中涉及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硬件包含运动控制系统重的动力、关节执行器以及环境
感知系统重的力矩、触觉、视觉传感器以及电子皮肤等。
目前市场均有较成熟且商业化的产品，且国产渗透不断
加强；算法层面，如何与硬件综合协同以提高人形机器人
的运动控制能力以及人机交互能力还有待突破和加强。
未来2至5年内将是人形机器人大脑发展的关键时期。

拆解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可以发现机器人主要是包
含感知、决策、执行（动力、传动等）三大部分。其产业链
上游包括力控传感器、视觉传感器、IMU、编码器；决策
层包括算力芯片、存储芯片、驱控模块；动力层包括无框
力矩电机、空心杯电机；传动层包括减速器、滚柱丝杠、轴
承、齿轮等；其他辅件包括线束、连接器、电池、散热模组、
轻量化结构件等。产业链中游涵盖机器人本体制造商以
及面向应用部署服务的系统集成商。下游则主要由不同
领域的企业客户和个人消费者组成，共同形成巨大的机
器人应用市场。

天风证券团队表示，人形机器人有望实现从0到1
突破，打开核心部件成长空间。2024年预计为人形机器
人发展元年，特斯拉有望复刻当年电动车战果，实现人形
机器人梦想，对应相关核心部件需求空间持续扩大。目
前人形机器人发展前景良好，核心部件减速器、电机、丝
杠等需求空间大。预计国产硬件相关产业链有望凭借人
形机器人产业机遇实现业绩突破。

政策利好频传
引领发展方向

2023年11月，工信部印发《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
导意见》（下称《意见》），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
展，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有力
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意见》提出，到2025年，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初步
建立，“大脑、小脑、肢体”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整
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实现批量生产，在特种、制
造、民生服务等场景得到示范应用。培育2至3家有全
球影响力的生态型企业和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
2至3个产业发展集聚区，孕育开拓一批新业务、新模式、
新业态。到2027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实现规模化发
展，相关产品深度融入实体经济，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新
引擎。

今年2月，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做
强未来高端装备，突破人形机
器人、量子计算机等产
品”。与此同时，北京等各
地开始成立人形机器人创
新中心。根据高盛预测，
203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
市场或将达到 1540 亿美
元。这意味着，人形机器人
领域，未来是一个拥有广阔
前景的蓝海市场。

渤海证券分析认为，中国的人
形机器人市场业处于商业化探索的
起步阶段，初步商业化落地方向是
尝试商业场景和家庭场景的产品迭
代和推广，但中国大多数企业认同制
造业能够率先真正实现人形机器人商业
化落地。

企业机构入场
催生投资机遇

优必选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周剑曾透露，优必选主要深
耕人形机器人的三大应用场景，
包括工业制造、商用服务和家庭
陪伴。其中，智能制造将成为人
形机器人首个大规模应用的领
域，人形机器人将重新定义AI时
代的工人，把人从重复性的劳动
中解脱出来。当前已经在跟多家
新能源汽车制造厂接触，2024年
会有更多工业制造客户的消息。

此外，新时达（002527）日前
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拥有多关节型机器
人和SCARA机器人两大品类，在3C、白电、汽

车零部件、食品饮料、金属加工、军民结合等行业得
到广泛应用。公司子公司晓奥为客户提供智能化

柔性生产线，其产品广泛运用于汽车白车身、汽车零部
件、工程机械、航空、家具、卫浴等行业及领域。

凯尔达（688255）表示，公司拥有在工业机器人中
成熟应用的运动控制等核心技术与人形机器人产业涉
及的部分关键配套技术有较强的关联性。人形机器人
将是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具身化的最佳载体，该市场发
展潜力大、应用前景广，是未来产业的新赛道。

机构方面，银河证券认为人形机器人是AGI具身
智能的理想载体，2024年有望成为量产元年。投资思
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特斯拉机器人供应链，二是中国
人形机器人本体企业，三是有望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
的其他零部件供应商。

广发基金陈韫中表示，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通用
人工智能的最大终端应用，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空
间。就增速角度看，如果参照全球电动汽车与智能手
机发展历程，预计2025~2035年人形机器人销量复合
年均增长率为40%左右，人形机器人领域较高的成长
增速有望为资本市场带来显著的投资机会。此外，“中
国制造”过去在新能源、半导体、汽车行业的成功，也有
望在人形机器人领域中实现。

新闻延伸

人形机器人已进厂打工
留给人类的时间还多吗？

2022年，特斯拉把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
原型机搬出来展示后，国内产业界很快有所
响应，甚至有厂商董事长上门寻求合作。

到去年底，特斯拉发布的擎天柱第二代
演示视频中，拥有触觉传感器和11个自由度
的灵巧手已能用双指将鸡蛋轻拿轻放，似乎
可完成更多“精细”任务，如装配、柔性物体操
作等。擎天柱最近一次露面则是在埃隆·马
斯克的社交媒体上，展示视频中的机器人正
从容地叠着衣服。

当科技爱好者惊叹擎天柱熟练操作家务
时，马斯克很快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免责
声明”。他提示，擎天柱目前尚不能自主执行
叠衣服操作。换句话说，在完成一些复杂动
作时，机器人背后可能正有一个远程操控的
人，就像被训练的游戏角色一样。Mobile
ALOHA项目团队就曾出面解释过，对抓取、
摆放物体等简单动作，Mobile ALOHA 机
器人可以在50次学习之后达到90％的成功
率，而对一些复杂任务，如装盘、打蛋，它依旧
需要人类干预。

“应该将 Mobile ALOHA 看作一辆制
造精良的跑车，而它仍需要人类驾驶才能
表现出自己的能力。”英伟达高级科学家
Jim Fan 发文评价。现阶段的机器人还
无 法 完 全 自 主 ，“ 学 习 ”过程也如孩童一
般，花式翻车才是常态，就像Mobile ALO-
HA项目负责人的吐槽，“机器人还没准备好
接管世界”。

“短期内人形机器人大规模产业化的条
件还不成熟，需要做好长期投入的全方位准
备。”北京钢铁侠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张锐直言，目前人类已掌握的人形机器
人技术与人体结构组成相比都很落后。随着
技术的发展，现在已用过的和即将使用的人
形机器人技术，都很可能会被淘汰。

在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比例上升的当
下，机器人帮助人解决关键问题的发展趋势
已然不可阻挡。有声音甚至预测，在未来某
个时刻，机器人与人类的比例可能超过1：1，
机器人的数量将超过人类。 据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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