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钢铁侠”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展示特斯拉第二代人形机器人Optimus
（擎天柱）叠衣服的视频引发广泛热
议。视频中，这款机器人灵活出色的表
现更是让不少人恍惚：那些我们曾经只
有在科幻作品中才能看到的人形机器
人，已经从科幻走进实现了吗？

“人形机器人目前正处于功能突破
阶段，整体产业也处于突破爆发的前
夕。”赛智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邓道正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自然语言处
理、人工智能、机械学等技术的不断发
展，人形机器人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环境
感知能力、决策能力、学习能力和运动
控制能力，广阔的应用场景正助推其跨
越科幻作品的界限，开启迈入现实世界
的征程。

乘上AI大模型的东风

对于人形机器人，公众看到的是科
幻，而制造业看到的则是劳动力供给的
替代品。在日前闭幕的 CES 2024 上，
形态各异的人形机器人就大放异彩，让
不少观众流连忘返。

“这些都得益于人工智能及大模型
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语音、图像、自然语
言处理等方面极大提升人形机器人的
感知能力，使其可以更好地识别和理解
人类的语言、表情和动作，更好地与人
类进行交互并进行自我学习和优化。”
邓道正表示，随着应用场景的进一步丰
富，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必然会步入
快车道。

目前，已经发布并广受关注的人形
机器人主要包括特斯拉的 Optimus、波
士顿动力的 Atlas、优必选的 Walker、傅
利叶的GR-1等、智元机远征A1等，数
量并不多。作为衡量国家科技创新和
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人形机器
人已经成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
业的新赛道，大批企业纷纷抢滩人形机
器人新赛道。

源码资本执行董事陈润泽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2024年肯定会有更多企
业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包括传统机器
人企业的业务延伸、科技巨头和制造业

巨头的跨界，以及新兴初创企业的入
局。“人形机器人企业在产品形态、技术
方案、场景选择、生态模式等方面，将呈
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感知控制技术待加强

人形机器人从科幻走进现实，规模
化应用是关键。但在产业界看来，人形
机器人在批量生产前，还需先过应用验
证关。

邓道正表示，人形机器人在视听
觉、自然语言识别和智能决策等方面已
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仅有这些还不
够。“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落地应用的技
术难点，目前主要体现在感知及控制能
力较差、运动规划及控制技术不成熟、
机械设计与材料技术需突破等方面。
相关技术虽已有初步基础，但还需要在
算法、传感器、材料、机械设计等方面进
行持续的创新和改进。”

陈润泽也认为，最新的人形机器人
原型机所展现出的硬件性能，已经非常
接近实用状态。在双足步态算法方面，
强化学习已经带来了不错的效果，但真
正实现非常强的全地形移动能力，可能
还需要两到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最难
的点其实在于操作能力，要让机器人具
备高度泛化的灵巧手操作能力，还有待
学术上取得更多突破，这个时间周期可
能会更长。”

不过陈润泽强调，虽然软硬件等
技术方面还有待突破，但这并不妨碍
人形机器人在一些特定场景率先落地
应用。

成本将是产业化痛点

2023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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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并实现批量生产，在特种、制造、
民生服务等场景得到示范应用。

“有了政策的东风，人形机器人在
国内落地应用的进程肯定会提速。”邓
道正表示，随着在特定场景落地应用的
铺开，未来5到10年人形机器人必将逐
步走进家庭，形成更大的应用市场。

也难怪马斯克早在2021年就放言，
“未来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人形机器
人，这个市场将会是百亿美元级别的。”

不过目前看来，马斯克豪言的实现
尚需时日。毕竟，强如波士顿动力的
Atlas 能自主规划路径，可实现后空翻、
跑酷等高难度动作，但代价是需要配置
大量功率很大的液压驱动器，整体成本
高达 200 万美元。“人形机器人大规模
落地应用，目前除了一些正在逐步被突
破的技术难点之外，成本将是最大的痛
点。”邓道正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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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新品频出的国内智能手
机市场展现出勃勃生机。

1月22日，中国信通院发布数据显
示，2023 年 1—12 月，国内市场手机总
体 出 货 量 累 计 2.89 亿 部 ，同 比 增 长
6.5%，其中，5G 手机出货量 2.40 亿部，
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82.8%；国产品牌

手机出货量累计 2.31 亿部，同比增长
1.1%，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79.9%；1 月
25日，IDC发布的最新手机季度跟踪报
告显示，我国智能手机市场在 2023 年
第四季度的出货量约 7363 万台，同比
增长1.2%。

“在连续十个季度同比下降后，我

国智能手机市场终于首次实现反弹。”
文渊智库研究员王超表示，这是一个积
极的信号，表明智能手机消费市场正在
逐步恢复活力。

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除苹果稳居
销量第一外，国产品牌的竞争呈现白热
化。2023年vivo出货量4450万台，市占
率16.9%，拿下2023年国产品牌销量第
一；OPPO和荣耀表现势均力敌，市场份
额分别为16.2%、15.7%；小米则以13%的
市场份额维持在全年市场第五的位置。

“从数据来看，华为在 2023 年的表
现尤为出色，其在国内市场的全年份额
从2022年的8%跃升至12%，出货量同比
增长48%，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王
超认为，华为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归
功于Mate 60系列手机的热销，不论是
麒麟芯片还是卫星通信功能，都是华为
创新实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此外，AI已经成为智能手机产业发
展不可忽视的关键词。为了实现品牌
的长足发展，各手机厂商在AI技术和大
模型上也不断进行创新，以刺激消费者
的换机欲望。

2023年11月1日，vivo发布了其自
研 AI 大模型和大模型矩阵，包括 1750
亿、1300亿、700亿、70亿、10亿五款不同
参数规模的大模型，vivo同时开源了70
亿蓝心大模型7B，成为首个开源自研大
模型的手机厂商；华为、小米也均有布
局，华为鸿蒙HarmonyOS4通过盘古大
模型的加持，其智慧助手小艺将具备AI
大模型的能力。

进入2024年，OPPO和荣耀也相继
推出了搭载 AI 大模型的产品，OPPO-
Find X7 是全球首个端侧应用 70 亿参
数大语言模型的手机，且通过了端云协
同的全新部署；荣耀则要做平台级AI，
用大模型重构底层操作系统，Magic 6
系列产品将成为首批搭载荣耀大模型
的产品。

王超表示，随着AI和大模型的快速
发展，智能手机产业必然会迎来更加广
阔的发展空间。他说：“各大智能手机厂
商应该在不断提升产品的性能、拍照、续
航等传统技术创新的同时，更需要紧跟
技术趋势，积极布局AI领域，以满足消费
者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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