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假期前，北京平

谷金海湖碧波岛度假区，智

能机器人上岛“入职”。巡

航、导览，与游客互动间，文

旅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碧波岛度假区负责人表示，

智能机器人让旅游变得更

有“智趣”，也帮助景区精细

化管理，增添了文旅产业的

“智”动力。

从参赛马拉松，到更

智能地在工厂“忙活”，这个

春天，机器人火热“出圈”，

整个产业踏上风口。

新产品、新应用密集

推出——

3月11日，智元机器人

发布双足智能交互人形机器

人灵犀X2，集齐运动、交互、

作业等功能；仅隔一天，3月

12日，优必选与北京人形机

器人创新中心联合发布全

尺寸科研教育人形机器人，

计划于二季度开始交付。

从 一 个 个 专 业 展 会

上，能够更直观感受到创新

的“浓度”。以近日于深圳

举行的机器人全产业链接

会为例，工业机器人实现从

“机械臂”到“智慧脑”的升

级，协作机器人演示智能操

作方案，从“灵巧手”到“电

子皮肤”，参会企业亮出“绝

活”，不断刷屏。

一季度，我国工业机

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达到

14.9 万套和 260.4 万套，同

比分别增长26%和20%。

产业持续升级、加速

进阶——

“几乎每周都在看项

目、找项目，才能了解到最

新动向。”一位创投机构负

责人感叹，当前机器人的创

新“不以年计，而以天计”。

以刚跑完马拉松的机

器人“旋风小子”为例，它的

上一代产品于 2024 年 5 月

会走，6月能跑，7月完成双

腿跳和单腿跳，10 月开启

跳舞技能⋯⋯“成长”速度

超乎想象。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也

在大踏步向前。

在中国一拖总装线涂

装间内，拖拉机底盘喷漆作

业正在进行：只见机械臂灵

动转向，漆膜厚度误差被控

制在毫米级。技术人员告

诉记者，融入智能技术和

3D 模型后，机械臂可以自

动生成喷涂路径，并根据现

场温湿度调整参数。“工业

机器人已经能够感知生产

环境的变化，实现智能工艺

的自适应。”

移动操作机器人在航

天航空、半导体等制造环节

的应用超千台；防爆工业机

器人在轨道交通装备等制

造环节实现规模应用；手术

机器人辅助完成复杂远程

手术⋯⋯一个个标志性突

破的背后，是产业向新提质

的写照。

业界发力，政策举措给

力。我国设立600亿元规模

的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加快

布局投资项目；工业和信息

化部推动“机器人+”供需对

接和推广应用，提升产业链

韧性；央地共建具身智能机

器人、人形机器人等创新中

心，推动产业集聚⋯⋯

重庆提出围绕“存算

一体”芯片等推动核心技术

攻关，北京宣布将在2年内

释放超万台机器人应用机

会，全国多地积极行动，由

研发侧到应用端的布局走

深走实。

赛迪研究院发布报告

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

工业机器人渗透率将大幅

提升，服务机器人不断进

化，人形机器人由资源拉动

转为市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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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是新兴产业，更是支撑

数字化升级的关键产业。面对科技

的竞速，尤要掌握主动、把握先机。

走进位于北京首钢园的人形机

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只见工程师们

身着穿戴设备，通过遥操作方式，控

制机器人准确完成浇水、插花、叠衣

服等动作。中心负责人张钦锋告诉

记者，高质量的数据集是机器人理

解世界的入口。当前的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加快实训的“密度”，快速积

累数据，推动演进升级。

以“数”赋能，为机器人打造“智

慧大脑”——

今年以来，多地宣布加强具身智

能训练中心建设，瞄准数据缺乏难

题，一个个“机器人技校”“数据工厂”

加快落地。与此同时，产业界也在探

索新技术，拓展数据获取新方式。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有限公司尝

试通过合成数据驱动技术，用物理仿

真器生产的数据训练机器人。企业创

始人王鹤说，目前已累积了数千万级的

场景数据以及数十亿级的动作数据。

晶泰科技首席执行官马健说，

企业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可将

数据收集能力提高 40 倍，已部署超

300台机器人实验工站，积累了大量

标准化、高质量的实验数据。

此外，数字“底座”也在进一步夯

实。国家数据局明确，将系统推进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推动区域、

行业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业

和信息化部提出，将加强通用大模

型和行业大模型的研发布局，加快

建设工业领域高质量的数据集。

瞄向未来，强化基础研究、前瞻

布局——

在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

生态社区，无问芯穹通过自研技术，

实现多种大模型算法在多种芯片上

的协同运行；稀宇科技不断突破多

模态大模型技术，加速 AI 智能体的

开发⋯⋯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的模式，推动着来自底层技术、应用

研发、场景设计等环节的入驻企业

通力合作，一批前沿技术加快涌现。

在北京亦庄，国家地方共建具

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通用具

身智能平台“慧思开物”，实现单个

软件系统在机械臂、轮式机器人等

多构型本体上的兼容。将技术成果

面向行业开源开放，博采众人之长，

加快关键共性技术的合力攻坚。

迈向高质量发展，机器人产业

仍有不少难题待解。比如，基础理

论研究和基础技术攻关存在短板弱

项；人形机器人硬件成本较高，制约

规模化应用等。

从 AI 模型底座到高算力芯片，

从类脑智能到下一代通信，业界、学

界正加大跨学科跨领域融合创新，

积极整合产业资源，协力探索攻关。

年初，我国牵头制定世界首个

养老机器人国际标准发布；不久前，

首批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

标准获批立项⋯⋯立标准、树规范，

不断推动着产业稳健向前。

“在这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长

跑’中，既要加强科技供给，也要在战

略规划、人才培养等方面下大功夫，

特别是要优化产业布局、强化规范建

设。”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

创新中心总经理熊友军说，把步子走

得更稳更坚实，才能让机器人向前的

每“一小步”，都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

“一大步”，实现从“跑完半马”到“奔”

向未来的跨越。 据新华社

提智向新
奔向未来

在2025年深圳（龙华）米兰双城时尚周现场，乐聚机器人“夸父”与绣娘互动。（本报资料图片）

机器人踏着“猫步”在T台走秀、进入工厂协助造车，
教育、医疗、城市管理等领域都有了机器人的帮助⋯⋯今
天，机器人已得到广泛应用，走进你我的生活。

伴随着技术日新月异，机器人产业加快提“智”向
新。特别是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培育具身智能、
发展智能机器人等作出一系列部署。政策端、市场端同
频共振，新赛道日渐开阔，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有机构预测，“十五五”时期，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将
增长至4000亿元左右。未来已来、机遇无限。 机器人火热的背后，有整个产

业链的厚积薄发。

记者调研发现，从材料、零部件

到电子系统、总装集成，国内机器人

制造体系的日臻完备，有力支撑了

产业的求新求变。

走进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机械

臂从操作箱内取出一个个原料，加

工、检测、清洗、涂油，制成谐波减速

器中的柔轮。

谐波减速器被称为机器人的

“关节”，对技术、工艺的要求极高，

曾长期被国外垄断。这家“小巨人”

企业持续攻克材料选型、柔性轴承

等技术难题，将传动误差控制在 10

弧秒以内。绿的谐波总经理张雨文

说，企业正瞄准具身智能新趋势，研

发一体化机器人关节，为构建更复

杂的机器人系统提供支撑。

从国产突破到国产替代，今天，

国产谐波减速器在国内市场份额已

经超过40%。

不只是减速器。近年来，我国

持续加大对机器人全产业的强链补

链：摸清薄弱环节，围绕加强核心技

术攻关等作出系统部署；面向行业

前沿领域、重点环节启动“揭榜挂

帅”，张榜求贤；从科技企业孵化器，

到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等推广

应用支持政策，打通产学研用，集产

业合力攻产业短板。

一个个点上的突破有力增强了

链上的韧性，伴随着关键环节国产

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钢铁侠”有了

更坚实的支撑。

看 产 业 ，链 上 创 新“ 多 点 开

花”——

浙江灵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5指量产版灵巧手，实现对环境和操

作对象的精准测量与精细感知；雷赛

智能的高性能伺服电机，提升了机器

人运动控制能力；宁德时代的高能量

密度电池可为机器人提供更强劲动

力⋯⋯从机械臂、传感器到电池、本

体制造，几乎机器人的每个部位，都

有国产供应商在发挥重要作用。

看市场，应用扩围加速迭代——

“我们正与国产品牌共成长。”

在采访中，多位企业负责人表达了

这样的观点。

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

万名工人470台，庞大的制造业体量

为产业应用提供丰富场景。特别是

近年来，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优势

产业壮大，产业链话语权提升，带动

一批国产机器人“上岗”应用，市场

的历练加速推动国内供应商成长。

这是深圳南山“机器人谷”的一

幕：帕西尼的触觉传感器可直接供应

给一街之隔的优必选，跨维智能的仿

真数据能实时输入智平方的训练系

统。从激光雷达、机械臂，到灵巧手，

供应链就在家门口，“上午研发、下午

测试、晚上迭代”的协同效应初显。

“我国已形成覆盖上下游各领域

的机器人全产业链布局，自主化率、产

品竞争力、重点行业渗透率得到进一

步提升。”国投招商先进制造产业研究

院资深研究员宋洪军说，虽然当前仍

面临运动控制算法、高精度传感器等

瓶颈，一些环节“卡脖子”尚未根本解

决，但政策与市场的协同效应推动产

业链向深布局。“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从

‘零件组装’到‘智慧共生’的质变。”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机器人“出圈”前景广阔

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产业链合力夯实根基

——当前机器人产业观察

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智，把准方向攀高求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