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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树机器人G1
出拳、扭腰、720度空
中回旋，一连串动作
丝滑流畅；“天工”机
器人奔跑、爬楼，百级
台阶“一口气”不停
歇；优必选工业机器
人进厂“打工”，实训
初见成效，获得超
500台意向订单……

技术上取得突
破性进展，商业化又
向前一步，我国人形
机器人产业近年不
断“进化”，蓄势待发
已来到“井喷前夜”。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研究员赵晓
光研究了二十多年
机器人，她对近年来
机器人在“具身智
能”领域的进展感到
兴奋。她说：“相信
在政策强力支持下，
我国在人工智能、具
身智能领域的科学
研究和技术创新将
飞速发展。再过 10
年~15年，我们很多
人都能拥有人形机
器人‘助手’。”

人形机器人

智能“进化”

“‘具身’是指人工智能具备一个人的基
本能力，但是具身的‘身体’是可以改变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
长，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智能学院院长
朱松纯说，具身智能体可以应用于轮式人形
机器人或者双足人形机器人，甚至是机器狗
当中，但是在不同的“身体”里都存在一个价
值体系和决策系统，能够指导它完成相对应
的任务。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创新突破，具
身智能正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实验室走
向现实。

其中，人形机器人被视为具身智能的
关键载体之一。在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
机器人创新中心，其自主研发的“天工”人
形机器人可以连续攀爬134级阶梯、最高
跑步速度提升至12公里/小时。该创新
中心品牌公关负责人魏嘉星说，“天工”
已具备带有视觉感知的泛化移动能
力，能轻松应对沟壑、高度差等复杂
地形。

乔红介绍，她所在的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发了Q
系列人形机器人，构建了“通用人
形机器人大工厂”这一核心技术
底座，核心底座通过智能算法对
硬件系统不足的补偿、神经科学
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形成了核心
技术壁垒。

“在具身智能应用层面，脑机
接口技术可实现将智能算法与机
器人的感知、行动和环境交互能
力相结合，在医疗康养、工业安
全、教育体育、智慧生活等领域展
现广阔发展前景和巨大市场潜
力。”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副
校长明东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伟
认为，家庭服务有望成为具身智
能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重要场景，
需结合实际应用，研发面向家庭
服务场景的具身智能大模型，加
快家庭服务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发
与产业化，完善从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全
产业链构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具身智能将取得长足进步。应对
人口老龄化、科学研究、太空探索
等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也需要具身
智能技术的辅助。”贺晗说。

当前，有关部委和地方正积
极部署系列举措，推动人形机器
人、具身智能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推动“具身智能+”多场景示范应
用。例如，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
提出，2025年开展未来产业创新
任务“揭榜挂帅”，制定出台生物
制造、量子产业、具身智能、原子
级制造等领域创新发展政策。近
期北京、深圳、重庆等多地也围绕
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
发展出台具体政策。

“我国拥有较完整的机器人
供应链，电机、传感器、AI芯片的
国产化能力快速提升；同时，以
DeepSeek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
火爆全球，也体现了我国在人工
智能算法、算力、数据等层面的技
术实力。”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立
忠说，这些均为具身智能产业发
展和多场景示范应用提供了坚实
基础。

本报综合新华社、中国证券
报、经济参考报等

从实验到现实33
应用场景不断细化

相较于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
早已在汽车、光伏等多个行业广泛应
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
来产业研究中心人工智能研究室主任
钟新龙告诉记者，一路走来，我国机器
人产业“从小到大”，已成为全球最大机
器人生产国和消费国，是全球机器人
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我国机器
人产业链已形成较完整的体系，覆
盖上游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下游
集成应用的各环节。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
月底，全国共有45.17万家智能机器

人产业企业，注册资本共计64445.57
亿 元 ，企 业 数 量 较 2020 年 底 增 长

206.73%，较2023年底增长19.39%，呈稳
健上扬态势。

技术实力稳步增强。多元信息融合感
知、人机自然交互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系统等关键部件日益完

善；焊接、喷涂等工业机器人，手术、物流等
服务机器人，整机性能和安全水平
持续提升。全国政协委员、多模
态AI系统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
院院士乔红在“委员通道”表示，
我国机器人技术已经得到飞跃
式发展，和国际先进水平的距
离显著缩短。

全国政协委员、芜湖机
器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许礼进介
绍，目前，国产机器人可靠
性、安全性、易用性大幅提
升，中小负载机器人领域已
形成国际竞争力，且成本

3月4日，北京市宣布将于4月13日与
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赛同期举行全球首个人
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届时，人形机器人将
与运动员在起点同时鸣枪起跑。

“天工”机器人对这一比赛“跃跃欲试”。
最近，它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稳了，不仅可
以在室外环境连续上134级台阶，跑步配速
也从6公里/小时提升至最高12公里/小时。
从以前设定程序的“盲跑”，到实现基于视觉
感知的智能行走，AI大模型成为推动“天工”
等众多人形机器人能力进化的“关键密码”。

AI大模型让机器人有一个更聪明的“大
脑”。赵晓光解释：“如果没有大模型，机器人
只能靠固定的编程来执行指令，对任务的适
应能力和服务能力就会差很多。”

全国政协委员、天娱数科CEO贺晗介
绍，以VLA等为代表的具身智能大模型技术
开始与人形机器人本体融合、进化，使人形机
器人成为具身智能的关键载体。贺晗认为，
这一技术跨越是革命性的。

“未来世界最大的变量就是AI，也是人
形机器人发展最大的指引，人形机器人企业
要时刻跟踪AI动向，才能保持领先。”宇树科
技CEO王兴兴认为，2025年底之前，AI机
器人会达到“新量级”。

AI大模型带来的新突破，正推动人形机
器人加速发展。从政策面看，北京、广东、四
川等多地在2025年工作任务中，对人形机器
人或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作出重点部署。2
月底，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
布的《北京具身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行
动计划（2025—2027年）》提出，到2027年，围
绕具身大小脑模型、具身智能芯片、全身运动
控制等方面的突破将不少于100项关键技术，
产出的不少于10项国际领先的软硬件产品。

从行业投资方面看，多地成立产业投资
基金，围绕具身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开展投
资。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董事会主席蒋
颖认为，人形机器人行业展现出巨大发展潜
力。高盛报告预测，到2035年全球人形机
器人出货量将达140万台，市场规模约380
亿美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
兰指出，人形机器人正在成为新一代电子信息
技术的集大成者。她表示，在企业、政府、应用
方等各方合力作用下，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
处于“井喷前夜”，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
机、新能源汽车之后又一颠覆性产品。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人形机器人已进入
小规模商业应用阶段，但距离大规模普及尚
需时日，仍需围绕产业生态和产业链持续发
力。当前，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仍然集中于
比较单一的任务领域，比如生产线上的某个
步骤，距离实现通用能力和泛化应用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突破核心技术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赵
晓光表示，具身智能机器人是一个系统科学，
涉及人工智能、脑科学等基础理论，以及新材
料等交叉学科，如“电子皮肤”“人工肌肉”
等。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人体动力学、
类脑感知等方面的基础理论，以及新材料、新
工艺、新结构等交叉学科。

“未来机器人系统将迎来更大舞台。这
样的舞台不仅需要考虑机器人系统的批量
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机器人系统的可靠性、
稳定性、通用性、智能性、安全性。这不仅是
市场的需求，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
的共同梦想和挑战。”乔红说。

降低制造成本是实现广泛普及的前提。
“我期盼人形机器人能够进入千家万户，可能
的话我要买一个，但是价格要适当。”全国政
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笑着说。
全国政协委员、芜湖机器人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许礼进建议，通过开
展机器人产业链的“补链强链延链行动”，不
断降低整个链条的生产成本，助力机器人产
业高质量发展。

从机械到智能22
产业驶出“加速度”

从工业到人形11
资本、应用有密度

较国外品牌低 30%~
50%。
应用密度持续提升。中国已连

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
场，近三年中国新增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

一半以上，制造业机器人应用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
470台，10年间增长近19倍，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三。
机器人应用密度是否还会继续提升？赵晓光说，“设

备更新”和“人工智能+”行动是相辅相成的。“制造业更新设
备，并不是简单地换一个新设备，更重要的是换成更智能、更

先进的设备。”她表示，大模型和智能机器人技术进一步广泛应
用，能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资源消耗，“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未来我国机器人
的应用密度、具身智能设备的应用密度将会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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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煮饺子

具身智能“造风”
更多场景“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