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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24日刊发文章《应用端积极布局 人形机器
人产业受关注》。文章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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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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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动手能力，脑力也在升级

8月21日至25日，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27款人
形机器人同台炫技，数量创历届之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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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设立“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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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设
立“时间表”。《意见》提出：到2025年，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初步
建立，“大脑、小脑、肢体”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确保核心部
组件安全有效供给；到2027年，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能力显著
提升，形成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生态，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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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科技革命中，中国企业
正在积极布局，力争在全球竞争中占据先机。

人形机器人正展现出无限潜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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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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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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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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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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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研发创新平台正在发力。2023年底，北京具身智能机
器人创新中心成立，并于今年4月发布自主研发的通用人形机
器人母平台“天工”；今年5月，我国首个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
人创新中心在上海浦东揭牌，其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青龙”
不久后亮相，能使用工具在小米里挑芝麻；“人形机器人关键技
术研发与应用示范”等首批7个省人工智能科技重大专项已于
今年3月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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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百花齐放”。

“手持遥控器轻推左手摇杆，机器人即刻迈开双腿向
前行走，右手遥感控制灵活转身，像人一样轻巧移动起
来，还能实现握手、下蹲、落座等动作。”在2024世界机器
人大会上，记者尝试控制一台人形机器人，无需学会复杂
的操作指令，也能轻易上手。

“这台今年推出的量产G1型机器人，价格为9.9万元
人民币起，目前已被很多实验室和企业所采购，它可以结
合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开发学习，不断精进技能。”杭州宇
树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黄嘉玮告诉记者。

踢足球、写毛笔字、弹奏古琴、诗词对答……各式各
样的机器人技能让人眼花缭乱。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召开
的第十个年头，与会业内人士都有一个共识：人工智能技
术突飞猛进，正助力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变身“智慧体”，
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从应用看，传统人形机器人的“花拳绣腿”已经变为
具体的应用加速落地，一些先进产品开始进厂“打工作
业”，实现“人机协同”。

在此次世界机器人大会博览会上，优必选公司展示
的机器人格外引人关注。今年以来，该公司人形机器人
已经进入东风柳汽、吉利汽车、一汽红旗等多家车企“打
工”实训，在制造业的典型场景下，向规模化应用突破。

“人工智能大模型极大加速了人形机器人发展进
程。”优必选科技人形事业部运控算法负责人葛利刚说，
目前实际训练情况来看，人形机器人在汽车工厂的效率
约为人的20%，预计未来1至2年内，通过不断调优，这个
数字有望提升接近100%。但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
工作，意味着综合效率将超过人。

在他看来，未来3至5年，人形机器人和人类协同工
作的场景将越来越多，可以把劳动者从危险繁重恶劣的
作业环境中解放出来。

不仅如此，人形机器人和人的情感交互将越来越紧

密。在博览会上，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工”能够与观众对
话交流，通过语音接收并响应指令，将指定物体抓取并置
于指定位置。这背后是具身智能平台训练的视觉语言大
模型，确保了对不同场景任务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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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具身智能”，可简单理解为“具有身体的
智能体”，它将更好实现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交互。未
来生活场景中，无论出去吃饭还是购物，人形机器人都将
扮演更多角色融入人的生活，既有亲和力，又能为人类提
供帮助和服务。

从“卷运动能力”到“卷实际价值”，各大厂商相互竞
逐的背后，来自技术的有力支撑。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
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乔红表示，人形机器人多模态大
模型通过融合语音、图像文本、传感信号等多模态信息，
为人形机器人的感认知和决策规划，提供了更强的理解、
生成和关联能力，以及提升在复杂场景任务中的泛化能
力。

除了技术和应用快速迭代，产业支撑也是人形机器
人加快成长的最好例证。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永久
会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全力构建从算法突破、模
型研发到场景创造、产业转化的创新体系。“我们将加
快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领
航示范新城，到 2026 年底将形成万台级具身智能机器
人量产规模能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孔
磊说。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作大会主旨报告时
表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融合创新正在驱动机器人技
术和产品发生蜕变，产业链加速重塑。当前中国正在深
入实施“机器人+”应用行动，推动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
机器人应用深度和广度迈向更高水平。“人机共融的智能
时代已经加速到来。”他说。

创新产品频出 落地应用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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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助力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变身“智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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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攻关、降低成本……

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还有几道坎

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

“时间表”

■新华社记者

近期，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研究
起草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引发广泛关注。

网号、网证是什么？将对公众和
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新华
社记者梳理当前公众关心的热点问
题，采访了有关权威专家。

网号、网证是什么？

根据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网号
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不含明文身份
信息的网络身份符号；网证是承载网
号及自然人非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
份认证凭证。

通俗地说，网号是用户在网络空
间中的身份编码，同时隐去了个人身
份信息；网证是一种简化版的数字证
书，在网络社交、即时通讯等法定实名
制领域以及其他需要验证身份的场
景，作为一种可选择的身份认证方式。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研究员于锐介
绍：“用户不是‘持证’才能‘上网’，而
是在需要证明身份的场景中多了一种
更加安全、方便的选择，不需要反复向
各个平台提供明文的个人身份信息。
同时，原有的身份认证方式仍可继续
使用，没有网号、网证也可正常上网。”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
务相比现有认证方式有哪些优
势？

根据有关规定，目前，用户使用网
络服务遵循“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原
则，需向不同的互联网平台以明文方
式重复提供个人真实身份信息。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李新友表
示，对于传统的身份认证方式，互联网
平台从前端采集到后台存储链条较
长、环节较多，并且网络传输环境较为
复杂，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有难度，泄露
事件时有发生。

推行网号、网证，旨在减少互联网
平台收集姓名、身份证件号码、人脸等
个人身份信息，实现公民身份信息的

“可用但不可见”。
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

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
者可使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
务，对涉诈等异常账号进行动态身份
认证，最大限度减少“实名不实人”的
情况，提高网络黑灰产违法犯罪的成
本。

于锐表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
共服务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国家人口
基础信息库对用户身份进行远程比对核验，人口信息是国家
本已掌握的信息。用户在申领、使用网号、网证的过程中，公
共服务按照“最小必要”原则，仅采集与用户身份认证密切相
关的信息，如通过NFC功能识读证件来验证证件真伪，通过
人脸识别来验证用户本人操作，通过手机号来确认本人意愿
和应急联络，通过手机参数来确认运行环境的安全性，除此之
外，不采集其他个人信息。

在用户注销网号、网证时，相关个人信息将全部删除。而
且，对上述个人信息，国家投入强大的技术力量保证信息安全。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能给用户带来哪些
便利？

李新友表示，与其他身份认证服务相比，国家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具有很大的便利性，使用智能手机即可证明身份，
方便人民群众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办理事项。

比如，网上购买门票时，通常需要输入姓名、身份证件号
码等信息，比较繁琐，如果依托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经点击跳转即可完成认证。此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
务还可跨应用、跨平台使用，有效减少记忆各种网站和互联网
平台账户、口令的负担。

在一些需要出示身份证进入场馆的场景中，参观者可以
使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快速通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携带实体身份证件的负担，也避免了一些个人身份信息泄露
等安全风险。

如何保障个人基于自愿原则使用网号、网证？

征求意见稿规定，持有有效法定身份证件的自然人，可自
愿向公共服务平台申领网号、网证；鼓励有关主管部门、重点
行业按照自愿原则推广应用网号、网证；鼓励互联网平台按照
自愿原则接入公共服务。

于锐表示，特别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上位法规定，国家
推进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设，支持个人、企业自愿使用。
对存在涉诈异常的卡、号，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
者等“可以”而不是“应当”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对
用户身份重新进行核验。这充分体现了用户自愿使用网号、
网证的原则。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作为下位
的部门规章，不可能在该问题上突破上位法规定。

于锐介绍，用户接受或者退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服务，完
全基于用户自愿。从App操作层面，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
自愿下载、申领，并不会强制或强迫用户使用。从推广应用层
面，互联网企业、接入单位也是自愿使用，可将公共服务作为
可选项而非唯一项，保留现有其他方式。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将对数字经济产生
怎样的影响？

数据要素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和核心，激活数据要素、
实现数据要素流动的前提是明确数据权属，其基础便是个人
身份的确认。李新友表示，基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个人可实现对数据的有效确权和授权，进而形成并固化自身
数据资产，以此促进数据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增值，助力数字经
济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信任是基石。李新友认为，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公共服务为网络交易、在线服务等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身
份验证手段，减少了因身份冒用带来的经济损失，通过提高网络
诚信水平改善营商环境。同时，由国家提供身份认证服务，为企
业降本增效，促使其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提高产品服务质量、提升
用户体验感中，推动互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李新友表示，将构建可信数字身份体系作为发展数字经
济的重要措施，这是当前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欧盟的eID、
新加坡的SingPass、印度的Aadhaar已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可
信数字身份体系，其经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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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形成安全
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构建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产业生态，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到2025年 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初步建立，“大脑、小脑、肢
体”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确保核心部组件
安全有效供给

到2027年

上图：8月21日在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拍摄的仿生人形机器人。
下图：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组人形机器人在展览入口处进行集中展示（7月4日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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