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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进家门”可能至少还需3到5年

虽然被看作是最前沿技术之一，但受访人士
普遍认为，目前人形机器人正处于走出实验室迈
向产业化的阶段，大规模落地首先将聚集于工业
场景，至于“进家门”或许没那么快。

比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版人
形机器人Walker S已经化身汽车检测工程师，
在汽车流水线上执行分拣、质检等任务。

据优必选工作人员介绍，这种机器人可以
搬运15千克的箱子，内置的多模态大模型“大
脑”可实时记录数据，让其更好地“理解”周围环
境，令检测的准确度达到毫米级。据悉，Walk-
er S今年已入驻蔚来、极氪等多家车企智慧工
厂“打工”。

过去一年，宇树科技先后发布售价65万元
的人形通用机器人H1，售价9.9万元的人形机器
人G1量产版。宇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H1目前
订单已经排到明年10月以后。

人形机器人率先进入工业场景、科研机构，
实际上是当前技术水平与用户需求相匹配的结
果。不过，人们更加关心的是，何时才能实现人
形机器人“入户”的“愿景”？

“粗略预计3至5年。”王磊坦言。“首先是成
本问题，目前人形机器人价格昂贵，多数在数十
万到百万元之间，普通家庭难以承受；其次是技
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人形机器人需要在各种复
杂的环境中准确执行任务，不能出现故障或错
误；第三，机器人的‘大脑’，也就是智能化方面仍
有待提高。”

记者注意到，目前人形机器人依然存在“尴
尬时刻”。以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展出的人形机
器人为例，基本都需要用绳索悬挂在钢架上，因
为机器人下肢难以站稳；一些机器人时常停下来

“缓一缓”，续航和输出功率不足导致它们略显
“卡顿”；还有机器人则被关闭了交互系统，嘈杂
环境会令它们因指令识别混乱而宕机……

可想而知，要让人形机器人走进家庭，仍需
技术的综合性突破，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足够的投
入与耐心。

有业内人士认为，全行业仍在寻找一个可触
发广泛需求的家庭场景，去激活庞大的市场潜
力。“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养老领域的机器人应用
或将成为下一个风口。”王磊说。

成长之路越走越宽

纵使存在诸多难关需要攻克，机器人作为一
项融合了人工智能和机械工程的新兴技术，被视
作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

2023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形机
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人形机
器人创新体系初步建立、整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到2027年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能力显著
提升、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新引擎等发展目标。
地方层面，北京、上海等地也都发布了产业支持
政策。

据国际机器人协会预测，2021 年至 2030
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将高
达71%。中国电子学会数据显示，到2030年，我
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约8700亿元。

当前，国内传感器、精密减速器等人形机器
人核心零部件生产技术，以及AI大模型技术正
加速迭代更新。

据了解，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在部分领域达到
较为领先水平。例如，全球首款通用人形机器人
开源公版机“青龙”，全身拥有多达43个可以依
靠自身动力源主动控制的运动“关节”，“关节”模
组一共搭载了10种31个关节，也意味着机器人
能做出更接近人类的动作。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在8月13日举
行的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中的精密减速器等关键核
心零部件已形成丰富的产品谱系，技术水平和产
业化能力大幅提升。

机器人行业“脑力”也在突飞猛进。记者向
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了解到，该公司一款基于大模
型的“机器人大脑”，可以实现多种语言识别和多
人多模态场景的交互。

“这组模块融合视觉、声音等多种模态，可以
从嘈杂环境中剥离出来是哪几个人在和机器人
对话，并给予回应。”上述工作人员介绍。

事实上，除了“长得像人”的机器人之外，我
国各类机器人产业都在走向成熟。比如国内企
业也纷纷抢占灵巧手、机械臂、四足机器狗等机
器人赛道，并在消防应急、卫生医疗等多领域展
现出一定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以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狗为例，经过8年的技
术迭代，灵活跳跃、负重爬楼梯等任务均可完成。

业界普遍认为，以大模型为代表的AI技术
融合机器人的硬件技术，将产生更多“连带效
应”，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机器人的
成长之路将越走越宽。

机器“人”走入家庭，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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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锅炒菜、跑步翻越、收叠衣
物、弹琴泡茶……在北京刚刚落
幕的 2024 年世界机器人大会
上，各种人形机器人同现场观众
展开互动，许多人不禁发出一句
“感觉来到下一个世纪”的感叹。

人形机器人——这种有着
“身体”的人工智能（AI）是不少科
幻电影中的主角，距离走进家庭，
进入日常生活还有多远呢？

应用场景日益扩大

如果说机器人产业是人们普遍
认知中的“未来产业”，那么人形机器
人更是新技术、新材料、高端制造等
多项技术的“集合体”。

打个比方：“身体”，机器人本体
的硬件模块，包括四肢和相关功能组
件；“小脑”，运动控制系统，向上承接
大脑给出的任务指令，向下控制本体
整机的运动；“大脑”，也就是AI大模
型，负责推理、规划、决策、环境感知
和交流。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会就有近
30款人形机器人整机亮相，创历届
之最，在现实世界中也解锁了更多应
用场景。

比如在家居生活中，乐聚机器人
的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可适应多种室
内环境，包括模拟未来的家庭场景，

“解放双手”有了更多可能性。
在商业零售场景中，北京银河通

用机器人有限公司一款GALBOT
G1通用人形机器人可以在听到语音
指令后，从货架上拣选商品，并精准
递交到顾客手上。

目前，国内已有厂商将人形机器
人产品投入线下场景，部分实现小规
模量产。“计划今年将GALBOT G1
投入到无人药店、商超等商业化场景
中，帮助人类‘干活’成为现实。”银河
通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表情与动作高度类人的清宝机
器人，目前主要应用于文旅场景和工
业场景。上海清宝引擎机器人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磊告诉记者，该公司今
年已签下数千万元的人形机器人订
单，并已实现微盈利，预计今年底销
售额可达5000万元。

人形机器人赛道不断有新的玩
家入局。仅在2023年，就有星尘智
能、星动纪元、智元机器人等约20家
人形机器人企业成立；也有老牌玩家
优必选冲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成
功，通过资本化手段将人形机器人产
业推上快车道……

据企查查数据，若把视角扩大至
整个机器人产业，我国现存机器人相
关企业从2014年的1.33万家增长到
2023年的17.85万家，增长13倍。

8 月 21 日 在
2024世界机器人大
会现场拍摄的人形
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