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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

商业化加速落地商业化加速落地        规模化应用可期规模化应用可期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迪

从进厂搬运、分拣货物及
装配设备，到居家叠衣服、泡咖
啡、削黄瓜，再到秀“才艺”、与
人互动、登长城……人形机器
人凭借其聪明的“大脑”、敏锐
的“视觉”及灵巧的“双手”已经
从科幻奔向现实，越来越多地
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

人形机器人是具备人类外
形特征和行动能力的智能机器
人，以双腿行走的方式，通过手
臂和身体的协调实现相应功
能，具备语义理解、人机交互、
自主决策等能力。

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人
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
相关风险挑战如何应对？近
日，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相关
企业与机构，一探究竟。

技术迭代加速产品落地

随着研发技术迭代升级，
人形机器人量产不断加大，其
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工厂、
家庭，商业化落地提速、规模化
应用可期。

谈及当下人形机器人产业
应用情况，国家地方共建人形
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江
磊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来
自于特种、制造、新能源等典型
场景的应用需求日渐上升，迫
切需要推动人形机器人的示范
应用，提升其相关能力。“国家
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围绕 4 大板块，聚焦破解 16 项
共性技术难题，希望通过图纸
和代码等资料的开源共创，助
力产业发展。目前我们已经发
布国内首款全尺寸通用人形机
器人公版机‘青龙’，支持多模
态机动、感知、交互及操控功
能 ，并 上 线 了 OpenLoong 开
源 社 区 ，加 速 产 业 孵 化 。”江
磊说。

借助相关技术创新，上海
开普勒探索机器人有限公司着
力打造应用于智能制造、仓储
物流、特种行业等领域的高智
商蓝领机器人。该公司首席执
行官胡德波介绍：“我们希望能
把人类从无聊、重复及危险的
劳动中替换出来，解放生产力。
公司拥有多项自研自制工艺，
现在正对最新的 5.0 代产品进
行组装测试，预计今年下半年
进行小批量产出，随后再通过
场景测试进入实际部署。”

上海智元新创技术有限公
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系列也已
率先进行商用开发，正在进行
场景应用测试。公司联合创始
人闫维新说：“目前我们的运控
算法已进入新的一代，具备较
强的泛化能力，能以较低的成

本实现一定的场景适应性。另
外，我们正在研发的机器人任
务垂类模型，结合大语言模型，
实现任务下达后的自主感知、
导航和轨迹规划，并完成任务
的执行，服务未来场景。”

此外，北京银河通用机器
人有限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盖
博特（Galbot）的具身大模型机
器人。据悉，该款机器人拥有
全球领先的泛化物体抓取技
术，掌握类似开柜子、开抽屉、
晾衣服等技能，未来将应用于
家庭环境中，提供康养、家务等
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形机
器人商业化落地过程中，其售
价普遍较高。相关资料显示，
目前国产人形机器人售价普遍
在 60 万元以上。然而，中国城
市报记者了解到，不久前杭州
宇树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旗下
新 款 人 形 机 器 人“Unitree 
G1”，其中基础款售价仅为 9.9
万元，大大降低了购买门槛，有
助于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入日常
生活。

资本竞逐助力产业优化

关键技术的突破跃迁不仅
加快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进
程，也点燃了资本市场的热情，
小米、美团、比亚迪等知名企业
竞相“押注”这一赛道。

作为国内最早专注于“科
技创新+产业赋能”的专研型创
投机构，云启资本自去年初将

目光投向人形机器人产业起，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多次出
手，将其应用版图扩展到工业、
农业、家庭等多个领域。云启
资本执行董事韩义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人形机器人是大模
型时代‘软硬结合’领域能产生
良好效果的方向，我们正在全
面关注。”

对于投资人形机器人企业
的参考因素，韩义说：“首先团
队的技术能力是最重要的，因
为人形机器人企业做的产品需
要综合性技术，例如软件、AI
算法、自动化及控制技术等都
需要懂。其次，需要考虑业务
的延展性。当前人形机器人这
一领域十分泛化，场景太多，企
业需要懂得如何把现有成熟的
技术组合成可供用户使用的一
种产品或者服务。然后，企业
还需要有丰富的工程能力，也
就是经验，争取能在最短的时
间内取得良好的产品效果。”

对于投资的注意事项，韩
义提到：“新技术从出现到最终
落地都会经历漫长的过程，尤
其在最早概念期，市场会产生
很多‘泡沫’，所以大家不管是
投资还是创业，都要更加明确
自己的目标。在人形机器人这
个领域，大部分细分创业都需
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来反复试
错，大家不要急功近利。”同时
他称，人形机器人赛道很宽，破
局点要看哪一家公司能够先产
生可持续规模收入。因为与

“To B”（面向企业）的商业模

式相比，“To C”（面向客户）的
场景更容易成就更大的公司。
对此韩义建议，企业在做科技
类创业时，因为没有既定的商
业模式可以去效仿，也会遇到
不确定的风险，所以要时刻保
持耐心和初心。

谈及人形机器人企业的投
资，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
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徐琦有
着自己的看法。他对中国城市
报记者表示，首先要关注创始
人及其团队的背景，其次要看
是否有较清晰的产品规划，比
如在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或
大脑、小脑及本体方面有没有
技术突破。最后是场景，比如
未来规划里是否有明确可以落
地、规模化的场景。“我们也专
门设置了人形机器人工作专
班，围绕机器人产业全要素进
行全方面生态服务，包括组织
活动、开源生态构建、标准制
定、人才服务、场景对接、投融
资对接等。”徐琦说。

多重挑战引发行业思考

当前，人形机器人为人类
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造成了
挑战。产业热度背后，如何有
效规避风险？行业专家们给出
了自己的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人工智
能金融学院院长、教授邵怡蕾
表示，机器人进入人类世界所
引发的法律和伦理层面的讨论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

法律定义和身份问题方面，机
器人是否应该被赋予法律人格
以及机器人在法律上是“物”还
是“人”？在责任归属方面，当
机器人对人类生活生产造成伤
害时，如何进行责任认定？在
隐私和数据保护方面，如何完
善机器人收集和处理数据的法
律法规，保障人类的个人隐私
权和数据安全？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
询机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数
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说，
人形机器人产业在高速发展的
同时，伦理挑战也逐步浮现。

“人形机器人的底层能力驱动
是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大
模型，外部是人形的物理形态。
AIGC 在赋能人形机器人发展
的同时，带来的侵犯隐私问题
成为不容忽视的伦理风险。再
者，虽然人形机器人可以满足
与人类的互动需求，其拟人的
形态也更易于被人类接受，但
也提高了造成人类沉迷的风
险。”对此，她建议构建更完善
的机制来应对这些挑战。尤为
重要的是科技发展应当坚持以
人为本，包括坚持人类主体地
位、保障人类基本权利等。

除了学术考量，业界专家
也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把脉”支招。
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

秘书长钟俊浩说：“我认为，在
人形机器人技术高速发展的基
础上，要找到产业发展与风险
把控的平衡点。当前技术的发
展已超想象，因而我们要在合
理合规的情况下更好地推进技
术发展。”

对于如何防范人形机器人
带来的风险，京东集团副总裁、
法律合规与知识产权部负责人
胡焕刚表示，首先，应把人形机
器人放在人类伦理规则和社会
规范的框架中；其次，搭建权责
利统一的规范体系；最后，可以
考虑设计强制的数据加密标
准，推行机器人编码与购买登
记、使用者教育培训以及机器
人伦理检测机制等。“我相信通
过多管齐下，人形机器人未来
一定可以健康快速发展”。胡
焕刚说。

腾讯公司法务副总裁李佳
在回应人工智能的法治保障时
提到“价值对齐”的概念，即如
何让大模型的能力与行为跟
人 类 的 价 值 进 行 有 效 衔 接 。
她说：“‘对齐’的落地非常复
杂，需要产业领域和理论领域
共同合作。尤其是机器训练
过程中的规则制定离不开法
律，如何从实体和程序角度保
证规则制定的公平性、公正性
及透明度，是法律界需要考虑
的问题。”

““北京礼物北京礼物””戏曲主题店亮相北京吉祥大戏院戏曲主题店亮相北京吉祥大戏院
7月10日，观众在北京吉祥大戏院内的“北京礼物”戏曲主题店参观、购物。吉祥大戏院

于7月9日迎来重张三周年庆，并正式开张“北京礼物”戏曲主题店。从戏曲主题珠宝、戏报风

格折扇再到戏装，涵盖京城多家戏曲院团和表演场所衍生品的主题店，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消

费者的需求。 中新社发 杜建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