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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觉醒”时代 四川能否弯道超车？

2024年，人形机器人火出圈。特斯
拉“擎天柱”已进厂打工，宇树G1售价9.9
万元起，乐聚“夸父”在街头当起文明交
通劝导“志愿者”……人形机器人时代真
的要来了吗？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
为下一代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提供强
大内核，被装上关节、骨骼……拥有认
知、理解、执行能力的机器人开始“觉
醒”，释放无限想象空间。

虽然现实中人形机器人还处于“步
履蹒跚”的探索阶段，和电影里的未来世
界有一定差距。但不可否认，作为未来
产业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人形机器人的
全球竞速已经开启，国内各地企业也纷
纷角逐这一崭新赛道。

机器人的未来为何一定是人形？人
形机器人何时才能真正走入我们的生
活？5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寻
新记”报道组走进四川绵阳机器人产业
园、成都机器人相关公司，探寻人形机器
人的发展密码，以及四川面临的瓶颈与
挑战。

从实验室到街头
会说方言的人形机器人扯人眼球

“这是红灯不是红包，抢了不得发
财，不要抢。”5月10日，在四川绵阳街头，
几台拥有川式幽默的人形机器人在路口
当起了文明交通劝导“志愿者”，它们紧
盯红绿灯，“手”上还做着对应的动作，提
示行人安全文明通过斑马线。诙谐的语
言、规范的动作，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
这是绵阳乐聚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的“夸父3.0”版人形机器人。

5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来到位于绵阳科技城新区的机器人产
业园，乐聚机器人的生产线就在其中一

栋大楼里。在生产场地内，“夸父”的各
种零部件被归类摆放，几台已完成的机
器人整齐悬挂，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台“夸
父”进行测试，走路、挥手、说话，每一个
动作都流畅自如。工作人员介绍，“夸
父”目前最大行走速度可达每小时5000
米，跳跃高度可达20厘米。

从生产线走向街头，“夸父”这关键
的一步，背后是长达数年的研发准备和
技术积累。

“我们从成立公司开始就在研究人
形机器人产品，完成一次次关键技术的
迭代更新后，目前基本上实现国产化。”
绵阳乐聚机器人总经理曹雨告诉记者，

“夸父”作为一个通用的开放平台，主要
面向家庭服务、导览参观等应用场景，同
时开展更多应用的拓展和探索。基于

“夸父3.0”较好的测试情况，新一代产品
也即将在绵阳进行量产。

补足产业链
四川机器人科创新高地崛起

全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正落地开花，
相关的配套厂商也在蓬勃发展，但目前
市面上能生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并落
地的企业仅占少数，实现量产的更屈指
可数。据公开资料，已推出人形机器人
产品的企业中，深圳有“人形机器人第一
股”优必选，杭州有已融资数十亿元的宇
树科技，会说方言的“夸父”则是四川本
地人形机器人发展的一个缩影。

与以往工业机器人执行固定程序
不同，人形机器人由“大脑”、“小脑”和

“肢体”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成品的落
地需要上百个零部件的“软硬”组合。
相比沿海成熟的产业配套，处于西部内
陆的绵阳乐聚又是如何进一步实现量
产的？

“人形机器人公司多数处于初创期，
它们最需要技术性的集成，将研发产品
转化落地。乐聚是机器人产业园的入驻
企业之一，目前园区已有38家相关企业，
产业配套逐渐成熟，企业缺什么，我们会
针对性地帮助补足什么。”绵阳科技城新
区经济运行局局长覃莉称，除乐聚外，新
区还引进了工业机器人头部企业敬科、
四足仿生机器人企业五八机器人等，已
初步形成以机器人核心关键技术为基础
的全产业链生态集群。

事实上，创新产业发展缺的不是企
业入局，而是市场需求。

覃莉表示，虽然起步较晚，但绵阳科
技城新区以开放姿态，面向更多人形机
器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以及创新场景，
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
力。加上基金的投入和实训基地的打
造，探索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径。

从起步到突破
产业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

工信部印发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发
展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国人形
机器人创新体系初步建立，一批关键技
术取得突破，确保核心部组件安全有效
供给，整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实
现批量生产。到2027年，构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人形机器人被纳入国家战略布局
范围，成为下一代人工智能的核心，在四
川，人工智能也成为今年的1号创新工
程。3月初，“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研发
与应用示范”等首批7个省人工智能重大
科技专项正式启动。

将视线转向成都，中西部地区第一
个专注人形机器人新型研发机构将在成
都科创生态岛落地，四川省人工智能研

究院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于近期成立，
不仅如此，众多企业也在进军人形机器
人新赛道。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西部泰力是一家
新三板上市公司，公司董事会秘书赵芳
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基于智
能化起重机成熟的技术积累，公司希望
把算法植入到不同行业，将通过创新平
台做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延伸。据了解，
长虹集团目前也正与五八机器人合作打
造人形机器人，长虹Ai实验室孙量博士
称，该机器人将于近期走进工厂。“人形
机器人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外骨骼机器
人更强调人机交互。”布法罗机器人科技
研究院院长范帅表示，成都造外骨骼机
器人已成功应用于康复领域。

透视绵阳、成都等地创新路径，可以
一窥四川人形机器人发展图景。5月23
日，在成都高新区举行的一场人形机器
人调研会上，多名专家学者头脑风暴，直
指该产业目前面临的诸多挑战：很多企
业融资数十亿元，但销售额只有千万级，
多久可以改观？机器人的灵巧手还不够
灵巧，技术如何突破？供应链还缺什么，
怎么补强……

根据四川省人工智能研究院提供的
数据，广东拥有的人工智能企业最多，占
比24.5%，四川还有一定差距，且落后于
安徽、湖北、河南等地。2024年，全川在
机器人行业内融资仅两笔。“四川应大力
发展和完善产业链，在机器人领域我们
是追赶者，也可以说发展空间巨大。”四
川省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陈章说。

从探索到量产
机器人的未来为何必须是人形？

回到一个核心问题，工业机器人相
对成熟，轮式机器人和四足机器狗也不
再新鲜，那么机器人的未来为何必须是
人形？这曾是许多专家学者争论的焦
点。马斯克的说法是：“如果我们想让机
器人适应环境并能做人类所做之事，它
就得拥有与人类大致相同的尺寸、形状
和能力”。

因此，这就决定了人形机器人是一
个门槛较高的赛道，其产品作为交叉学
科的融合产物，需要企业拥有较强的综
合能力。国外企业波士顿动力，从鸵鸟
两足机器人的测试开始，已有几十年的
技术积累，特斯拉机器人在工业场景的
运用也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发展的转
折。

“一般来说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
发展路径，首先是要在核心关键技术上
实现突破，机器人更智能、更稳定后，再
做小批量生产尝试，针对应用场景做开
发和完善，再考虑大规模生产，这个时
候成本自然会有所降低。”曹雨说，目前
国内一些头部企业已经完成了技术突
破，到了小批量量产阶段，让人形机器
人更好地融入到实际运用场景中去，未
来一定会很快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

四川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会长、电
子科技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彭
倍表示，人形机器人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通过先进的 AI 扩展人类的能力，让
智能机器人创造无限的新质生产力。未
来3年，国内人形机器人企业将可能增加
至500-1000家，三大核心零部件依旧为
主赛道，最先赚钱的可能是零部件厂商，
运动能力、作业能力、自主能力和交互能
力将成为竞争的核心指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王
祥龙 见习记者崔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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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以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启动“寻新记”——寻找新质生
产力调研行系列报道，多路记者抵
达广州、合肥、北京、海南陵水等
地，走进企业、工厂、实验室一线，
探访未来产业发展形势，对话行业
专家，展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城市密码，一幅幅壮阔的科技
兴城画卷徐徐展开。

当下，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先
进装备、生物制造、清洁能源、先进
材料等新赛道开启全国竞速，未来
已来，我们该如何向“新”而行？

新阶段、新看点、新目标。近
日，四川宣布将实施前沿科技攻坚
突破行动，部署6个重大科技专
项。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寻新记”系列报道第二阶段正
式启动，我们将深度聚焦未来信
息、未来空间、未来制造、未来健
康、未来能源、未来材料等重点领
域，展现未来产业不断涌现的科创
成果，呈现出各行各业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澎湃动力。

机器人“夸父”在绵阳街头当起文明交通劝导“志愿者”。绵阳科技城新区供图

四川省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现场。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