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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哲

人形机器人如何适应人类社会

发展需求、助力人类文明进步，是一

场更为壮观也更具挑战性的“人机

共跑”马拉松

在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上，

我国是后来者，但具有后来居上的

优势和潜力

不久前，全球首次“人机共跑”半程

马拉松在京完赛。20支人形机器人参赛

队和人类选手同场竞技，引发国内外高

度关注。

这是我国人形机器人的一次极限测

试。约 21 公里的路程上，人形机器人精

密关节会运动约 25 万次，能充分展现出

能耗效率、散热能力、运动算法等方面的

优缺点。尽管不少人形机器人产品的运

动表现并不完美，但这些“跑出来”的问

题，都会成为技术进一步完善的起点。

从更大层面看，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与

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人形机器人

如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需求、助力人类文

明进步，是一场更为壮观也更具挑战性的

“人机共跑”马拉松。

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的

“领航者2号”人形机器人，能够自如地和

人对话、帮人搬东西；不少企业的人形机

器人竞相走出实验室，进工厂“实习”，参

与生产流程……从苗头看势头，人形机器

人有望催生又一次颠覆性创新，并引发生

产力的全面跃升。在人形机器人这个新

赛道上，我国是后来者，但具有后来居上

的优势和潜力。

优势源于完整的产业体系。人形机

器人从头到脚有上百个零部件，我国完

整的产业体系可以确保研发试验环环相

扣。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专利储备突

破19万项，约占全球2/3。全球人形机器

人百强榜单中，我国企业占比超1/3。科

研院所、科创企业、制造业龙头，既在核

心技术攻关上团结协作，又在技术路线

上百花齐放，形成了良好的产业环境和

创新生态。

优势源于庞大的人才队伍。我国有

世界级规模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队伍，每

年工科毕业生数量超过全世界工科毕业

生总数的1/3。在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过程

中，各领域工程师各展所能，既能攻克“卡

脖子”技术，也能改进工艺、降低成本。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汇聚的必是推动人形机器人新技术

新应用产业化发展的合力。

优势还源于超大规模市场，创造了

复杂的应用场景和多样的落地需求。《人

形机器人产业研究报告》预计，2025年中

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约 53 亿元，同比

实现翻倍增长。无论是在流水线上承担

搬运、分拣装配等工作，还是在博物馆、

展览馆化身智能讲解员；无论是在家庭室

内承担家务，还是在深山老林里排查电网

故障……可以预见，随着技术进步与成本

降低，人形机器人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

放，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也要看到，人体构造精密而复杂，打

造一款成熟的人形机器人绝非易事。特

别是，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仍存在一

些薄弱环节，主要集中在上游的核心零部

件和软件系统开发方面。提升人形机器

人的综合性能和系统稳定性，还需要从软

件开发、工艺设计、材料零件等方面进一

步强化自主创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

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作为

新技术新领域，政策支持很重要。”推动具

身智能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

关键在于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

合。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都出台了

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加强产业政策引导，推动产学研、上下游、

各环节协同发展，深入实施“机器人+”推

广应用，将不断提高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

创新和产品供给能力。

早在80多年前，科幻小说家艾萨克·

阿西莫夫就提出了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服从人类的命令、保护自己的“机器人三

原则”，探讨机器人带来的伦理困境。随

着技术的创新发展，科幻情节不断照入现

实，我们对人形机器人的认识也不断深

化。打造更为智能的人形机器人产品，扩

展人机共生的伦理空间，在这场“人机共

跑”的马拉松里，我们一定能跑出更好成

绩，跑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5 月 14

日 第05版）

跑好“人机共跑”的马拉松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

生产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

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

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

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

向健康有序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客观看待我国人

工智能发展形势，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正

视差距、找准方向、继续努力，牢牢掌握人

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

我们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近

年来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

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

跃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多个领域取得突

破，特别是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

理、语音识别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代表性成果包括：在大模型方面，自

主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通过技术创新和

低成本策略，打破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垄断；在芯片与硬件方面，世界首款

类脑互补视觉芯片“天眸芯”，在低带宽

和低功耗条件下，实现了高速、高精度、

高动态范围的视觉信息采集，能够高效

应对各种极端场景；在机器人技术方面，

宇树科技推出的 Unitree G1 人形机器人

大受欢迎，应用场景广泛；等等。同时，

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千行百业的应用日

益广泛，推动了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

慧医疗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同时需要认识到，虽然当前我国已

成为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国家之

一，但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关键核心

技术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人工智能

是在基础理论、基础硬件、核心软件等的

基础上发展的。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有

着长期的积累。特别是二战后，美国的

微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一直保持着显

著技术优势与创新活力。美国在数学、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方面，以

及高端芯片、核心软件等人工智能基础

软硬件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与之相比，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究底子还不

够深厚，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

还相对落后，如用于深度神经网络训练

的图形处理器差距还比较明显。从数学

基础理论到计算机基础理论、微电子技

术基础理论，再到基础硬件平台、核心软

件，都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我们要正视

差距、加倍努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在基础理论、基础硬件、核心软件

上寻求突破。

还要认识到，人工智能是应用驱动

的技术，我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诸多优

势。一是数据资源丰富。我国拥有14亿

多人口，能够在互联网、移动应用等多领

域产生海量数据，为人工智能大模型训

练提供丰富素材，推动大模型学习、迭代

和优化。二是应用场景广阔。我国医

疗、电商、物流、金融等众多行业发展迅

速，对人工智能的需求迫切，为人工智能

落地提供了广阔空间。比如，人工智能

在医疗领域可以辅助医生进行疾病诊

断、药物研发，在金融领域可用于风险评

估、投资决策等，这将推动相关技术不断

升级。三是产业体系完备。制造业是人

工智能技术产品落地应用的重要领域。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

的生产制造体系，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制造业改造提升，培育新质生产力，有巨

大的空间。四是市场空间巨大。我国人

工智能产品已涵盖硬件设备、软件开发、

数据分析等多个方面。随着 5G、物联网

等技术的普及，应用场景将进一步扩大，

激发更大市场潜力，从而为人工智能产

业化应用提供丰富的商机。

充分运用这些优势，突出应用导向，

补齐基础软硬件方面的短板，有助于将

其转化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优势。我们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

发展和赋能应用。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

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凝聚全社

会的共识，更需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

相结合，在统筹规划、资源整合、数据共

享等方面形成强大合力。我国人工智能

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正是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要进一步发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持续加强基础研究，集中力量攻克高

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全面推进

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构建自主可控、协同

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

营造良好发展生态。人工智能的发

展是一个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离不开技

术、产品、场景等所构成的生态体系的支

撑。为此，要构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

公众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同时，推动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构建企

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以人工

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养人工

智能人才，能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筑牢基础。我国拥有庞大的理工科人才

队伍，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需要从

量的优势逐步发展为质和量双优势。要

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

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完善人

工智能科研保障、职业支持和人才评价

机制，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搭建平台、创

造条件。

（作者为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5 月 13

日 第09版）

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