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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辩论、搬运、写书法、叠衣服……走入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会现场，多款人形机器人
在展会上大展拳脚，展馆内人头攒动，展台前挤满了举着手机拍视频的观众。

记者注意到，今年参展的人形机器人产品，相比上届大会更有“人样”，已经能在工厂、超
市、家庭等多个场景大展拳脚——它们可以在工厂当“搬运工”、在24小时便利店进

行夜间取货、在文旅景区和游客互动，还能在家里陪孩子读书，甚至模仿人类
的动作、表情，代替人类测试汽车智能系统。

分析人士认为，机器人厂商研发进展值得密切
关注，随着包括技术方案、产品、厂商定点、订单、份

额在内的一系列事件的逐步确定，投资端
将密集催化，坚定看好人形机器人

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解码】

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还有几道坎

一方面，核心零部件功能的精度不足困
扰产业发展。小米机器人团队负责人坦言：

“目前人形机器人上肢精度大约在厘米级，与
0.01毫米的工业级精度差距还非常大。”精密
零部件缺乏、制造工艺有待提升也成为“跛
脚”部分。业界专家建议，建立核心零部件的
完整产业标准和发展计划，推动人形机器人
产业的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进一步降低
机器人各部件成本。

另外，培训场景不足令人形机器人还不
能满足各类复杂的生产生活场景。“人形机器
人还处在成长阶段，从实验室到工厂应用需要
的是成熟、稳定的产品。”北京具身智能机器人
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技术负责人车正平说，在实
际应用环境中，比如空气、温度、光线等都会对
人形机器人的判断和行为造成影响。

而在队伍建设上，机器人制造技术人才、
人工智能技术人才的缺乏也制约了人形机器
人批量化生产需求。“国内企业更多聚焦软件
设计，我们希望吸引更多人才到机器人制造
领域、人工智能领域，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快
速发展。”优必选科技首席品牌官谭旻说。

虽然商业化落地仍有障碍，但是我国丰
富的产业生态和消费场景、完整的制造业供
应链体系以及技术研究领域的创新提速等优
势，给人形机器人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各类
利好让业界对产业未来充满信心，“我相信中
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发展耐力和研发定
力，在与世界各国的比拼中不会落在下风。”
谭旻说，未来人形机器人产业将会“百花齐
放”。

【相关】

大力推进“机器人+”应用行动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
也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
要领域。而大力推进“机器人+”应用行动，因
业、因地制宜推动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是机
器人产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

2023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七部门
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目标到
2025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2020年实现翻
番，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行业应用深度和
广度显著提升，机器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世界机器人大会
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
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近三年新增装机量占全
球一半以上，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名
工人470台，10年间增长近19倍；服务机器人
在家庭服务、医疗康养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
用；特种机器人在空海探索、应急救援等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机器人产业营收年均增长约
15%。

“中国机器人产业起步较晚，还存在正向
设计能力薄弱、产业基础不牢、产业链创新链
融合不足等问题。”辛国斌指出，下一步将大
力开展机器人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积极完善“机器人+”应用体系，推动我国机器
人产业发展。

本版稿图均据新华社电

【分析】

应用场景广阔

8月21日，2024世界机器
人大会在北京召开，169家国内
外机器人企业亮相600多件创

新产品，其中27款人形机器人
更成为大会关注焦点。在展会现

场，记者看到有不少公司为观众呈现了人
形机器人在实际场景的“动手”能力。

“天工”机器人展示了应对多种复杂
地面的通过能力和奔跑能力。据介绍，这
种能力背后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大模型作为“脑力”加持。北京具身智能
机器人创新中心基于状态记忆的预测型
强化模仿学习方法，将动力学方法的核心
机理、人类运动数据和强化学习方法有机
融合，结合了动力学方法平稳性高以及强
化学习泛化性强的优点，从而实现了机器
人拟人的行走奔跑能力，并能够应对常见
的复杂环境，完成任务。

仿生机器人品牌EX机器人本次带来
了今年量产的人形机器人小柒，其可以进
行智能交互问答，已经在国际大型展会、
电子产品销售、景区咨询、商业展厅等领
域应用。还有多模态环境感知机器人，通
过整合视觉感知模型、语言感知模型、传
感器感知模型，帮助机器人对物理世界进
行多维感知。此外，还有可以用于儿童教
育的跃迁机器人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教
学和儿童陪伴场景。

人工智能龙头企业科大讯飞也积极
投身人形机器人相关领域，其目标是打造
机器人的“大脑”，推动机器人行业“脑力”
升级。此次大会上，科大讯飞公布了大模
型+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最新进展：整
体运动性能提升2倍，复杂任务拆解成功
率超过95%，交互能力、运动性能进一步
提升。同时，讯飞机器人超脑平台已赋能
420家机器人企业，深度链接1.5万机器人
开发者，与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达成广泛
合作。

华龙证券机械设备行业分析师景丹
阳认为，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和应用场景拓
展，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创新产品和服务出
现，行业正逐步向产业化、商业化、规模化
发展。

政策持续支持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的重要领域，机器人已逐渐成为全市
场关注的焦点。工信部于2023年10月印

发的《人
形机器人创新发展
指导意见》也为行业发展指明
了方向。

《意见》提出，到2025年人形机器
人创新体系将初步建立，到2027年综
合实力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政策
的引导下，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正在
快速完善。

在本届大会上，多家人形机器人企
业展示了最新的实力，也充分展现了行
业的蓬勃生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辛国斌在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式上表示，下一步将大力开展机器人基
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完善

“机器人+”应用体系，推动我国机器人
产业发展。

在浙商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邱世
梁看来，2024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
商用元年，随着技术不断突破、产业链
逐步完善、政策持续支持，人形机器人
产业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
能源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业。

机遇挑战并存

目前，人形机器人在商用进展上仍
处于初始化阶段。据了解，人形机器人
商用化前列的公司，购买的群体也大多
是科研院校，年出货量仅为数百台。

在本届大会上所展出的大量商用
机器人都并不是人形，例如京东的智能
配送车、库卡的重载机器人等，这些产
品只需要解决特定场景的特定需求，就
能实现上岗工作。

虽然行业发展仍处初级阶段，但不
少市场人士看好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前
景。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会
长李亚平在日前召开的“中国人形机器
人产业发展白皮书交流会”上表示，当
前，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演进，已成为
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业的新赛
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未来3—5年，
将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重要时期。

“人形机器人贯通人工智能、高端
制造、新材料等高精尖产业链，是新质
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高科技产业体系
的重要构成。”开源证券副总裁、研究所
所长孙金钜认为，“人形机器人作为新
质生产力时代最具有颠覆性和前沿性
的产业之一，正展现出其无限的潜力与
挑战。”

这款机器人能向观众“眨眼”。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的人形机器人。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展示了最新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