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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球知名的機器人專家，來京參加世
界機器人大會的席寧，在8月18日下午主持了
「人形機器人前沿技術與產業發展」 的高峰對
話，並在活動間隙接受了大公報專訪，向記者
分享他對於香港發展機器人產業條件及優勢的
看法。

香港可成為世界市場連接點
席寧指出，香港特區政府近年十分關注本

地科創產業的發展，不僅多次在特區政府施政
報告中提出要大力支持發展科創產業，而且於
2022年底還進一步公布了《香港創新科技發
展藍圖》，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
據科學等產業的發展，為未來五年至十年的香
港創科發展制訂發展路徑和戰略規劃，以成就
「十四五」 規劃綱要下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
設。

而對於香港機器人產業發展的優勢，席寧
表示，香港擁有豐富的高校資源，即包括港大
在內的多所研究機器人的一流高校。而對於人
工智能的研究，香港的起步也比較早，例如在
圖像識別領域，已經出現了世界級的領先團
隊，相關基礎研究扎實。另一方面，在產業應
用上，目前香港在康復、醫療和工業機器人領
域也都已取得較前沿的研究成果和應用。可以
說，香港發展AI具備高校資源、產業應用等多
重優勢，條件優渥。

機器人作為科技創新的璀璨明珠，是衡量
一個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標誌之一。當

前，全球主要工業國家都將機器人作為全球技
術創新的競爭高地，紛紛採取多種措施加快戰
略布局、豐富技術儲備、完善產業建設。

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席寧強調，服務國
家所需既是香港的優勢，也是香港的機遇。在
人工智能發展方面，香港可以擔當內地與世界
AI行業合作的橋樑。他進一步提出，未來可以
在香港成立機器人檢測中心，為想要打入國際
市場的內地機器人產品，提供針對AI國際標準
的檢驗和認證。此外，也可以為有意進入內地
市場的國際機器人，進行針對國家標準的檢驗
和認證，發揮香港在連接內地與全球方面的獨
特優勢，成為世界機器人市場的連接點。

接軌內地產業鏈拓展應用場景
此外，席寧也表示，內地有更加完備的AI

行業產業鏈，能夠提供更廣闊的應用場景、市
場， 「香港要積極融入大灣區和國家發展大
局，和內地的產業鏈接軌。」

8月18日，大公報在頭版報道中提到，正
在北京舉行的世界機器人大會博覽會現場，不
見港企參展蹤影。對此，席寧表示，機器人產
業的關鍵共性技術，需要聚合各方共同開展重
點攻關。除了自己 「埋頭幹活」 ，港企也要積
極 「走出去」 ，多多展示最新科創成果，除了
能讓香港的人工智能發展成果聚集全球更多的
目光，也能夠順勢推動香港與世界AI產業界的
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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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香
港未來機器人

的發展時，席寧對大公報舉例
提到，香港勞動力短缺，但有
龐大的建築需求，而且樓間距
密、各種設備聚集，施工現場
小，開發特殊的機器人設備則
能加快施工過程，降低對人力
的需求。未來的機器人將更多
突破直觀，能夠進一步在微觀
尺度範圍工作，如同 「螺螄殼
裏做道場」 。

目前，機器人已大規模進
入工廠參與生產，在汽車裝
配、焊接和噴塗等大型工業製
作流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隨着
納米技術和生物醫學發展，產
生了很多新材料，但新材
料的尺度非常小，因此還
需要使用機器人在肉眼看
不見的微觀環境中工作。

對此，席寧舉例解釋
道，在開發新藥研究蛋白
質、分子和細胞尺度的實
驗中，所需要操作的材料
可謂 「看不見也摸不
到」 ，人操作起來很困

難，但是微納米機器人在極為
微觀的環境中進行探測和工
作，就可以拓展人類眼睛的功
能，機器人的應用也從傳統領
域拓展到新領域。席寧此前曾
表示，今後將會誕生一類新的
「類生物機器人」 ，將生物的

傳感技能與微型機器人結合起
來，增強人體特定機能。

「最開始機器人發展起
來，是希望它能替代人，做人
類不願意做或是重複的工作，
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機器人
還能做人類做不了的工作。」席
寧表示，未來機器人將能夠在
微觀尺度範圍工作，幫助解決
更多此前人們做不了的工作。

作為曾經
的 IEEE （ 電

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機器人
及自動化學會主席，席寧有多
年的海外留學和工作經歷。除
了聚焦尖端技術研發，席寧也
積極參與學術成果的產業化，
創辦深圳市智能機器人研究
院，除了為深圳市產業轉型和
高新技術發展貢獻力量，也通
過自主研發，打破了國外公司
「挾技術自重」 的封鎖。 「不
少工程中需要高壓輸氣管道，
管道接口內部需要打磨平整，
否則焊料積壓容易造成核心部
件事故。以前法國一家公司能
做這種打磨機器人，但不賣給
中國，企業需要交昂貴的服務
費，人家才帶着機器人來提供
服務。而現在，我們開發的打
磨機器人解決了這個問題。」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透露。

席寧認為，國產傳統機器
人亟待突破的關鍵，在於變速
器、控制器、傳感器三大核心
部件。同時，還有另外3個新的
產業瓶頸：一是機器人編程耗

時且複雜，阻礙了機器人的推
廣；二是新機器人與現有工廠
坐標匹配協同是非常複雜的過
程，亟須自主掌握快速簡潔的
方法，才能讓未來機器人像普
通電器那樣 「一打開包裝就能
投入工作」 ；三是傳統機器人
多使用位置傳感器，未來還需
要加入視覺傳感器等。 「國外
這三個方面也在研究，所以中
國跟他們是在同一個起跑線
上。我們在闖傳統 『老三關』
的時候，要同步闖『新三關』 。
這樣，中國才有可能在下一個
機器人廣泛應用的時代中，走
到別人前面。」 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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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寧簡歷
•男，1959年生

•博士，研究員，IEEE（電氣與電子工程師
協會）Fellow，著名機器人專家

•1982年1月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今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

•1993年12月獲得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華
盛頓大學系統科學與數學博士學位

•1997年-2015年擔任密歇根州立大學
（MSU）電氣與計算機工程系教授

•現任香港大學工業及製造系統系擔任機器
人與自動化講座教授、新興技術研究所所長

•曾擔任IEEE納米技術委員會主席、IEEE機
器人與自動化學會管理委員會成員及IEEE機
械人與自動化研究學會主席

研究方向：

•機器人、製造自動化、微／納米製造、納
米感測器和設備、智慧控制和系統

•在微納米技術方面，創新開展了機器人技
術與納米操控相結合的研究思想，實現了基
於原子力顯微鏡的即時視覺和觸覺回饋納米
操作，獲得2007年度SPIE納米工程獎

•他積極參與學術成果的產業化，創辦深圳
市智能機器人研究院，為深圳市產業轉型和
高新技術發展貢獻力量

資料來源：中商產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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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在2023世界機器人大會現場，觀眾們欣賞畫像機器人作畫。 新華社

▲在2023世界機器人大會現場，與會
者操作手術機器人。 新華社

彎道超車

▲參與香港科技展覽的展商展
示智能機器人。 中新社

▲香港醫療科技聯合實驗室工作人員在演示
醫療技術機器人。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