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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機器人iPhone時刻還看AI
乘着AI發展的東風，

商業化應用場景愈發豐
富，那些曾經出現在科幻

電影中的機器人正逐漸從熒幕走進現
實。但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認為，
現在人形機器人行業最大的難題在
於，機器人AI的發展是落後於通用AI
的，行業想要步入 「iPhone時刻」
（指一個革命性的轉變時刻）至少還
需要3至4年時間。在AI未有更大突破
前，機器人企業應學會 「克制」。

「iPhone的出現，並不是說有一
個特別技術突破了，更多是一個綜合
性的技術突破。比如說原本已經有觸
摸屏了，有很好的CPU，或者還有一
些圖形界面。然後，喬布斯把終極產
品的構想提出來了，將這些技術整合
在一起。」王興興認為，在機器人AI

這個領域，2025年底之前，全球至少
會有一家公司或實驗室能把通用型的
機器人AI模型做出來。 「但這也不是
『iPhone時刻』，因為 『iPhone時
刻』標誌着這個行業的出貨量暴
增。」

王興興表示，階段機器人行業仍
存有一個最大卡點就是AI不太夠─
AI模型、AI的訓練數據集、AI場景的
落地部署，都遠遠不夠。 「硬件對機
器人行業不是一個最大的限制，最大
的問題還是目前機器人AI的能力還沒
有足夠突破。」因此，他呼籲現在的
機器人公司，在AI未做好之前要 「克
制」，不要用傳統自動化的技術去解
決問題，最後又把自己變成了傳統自
動化公司。

大公報記者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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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通過視頻發現，這款身高
127厘米、體重約35千克的G1與之前
版本相比，行走過程中， 「雙腿」 在
保持彎曲度的同時，步伐銜接更為順
暢，胯部也有相應的扭動。有業內人
士分析，G1的出色表現意味着在算法
學習和硬件穩定性、靈活度上都有了
新的突破。尤其解決了人形機器人行
業最大的歷史性問題─雙足步態，
通俗解釋就是 「無限接近人的肢體動
作」 。

海外網友質疑 英偉達專家力挺
而當此視頻遭遇海外網友質疑為

CG特效時，英偉達高級科學家Jim
Fan第一時間轉發視頻出面力挺，並從
逆向工程的角度指出：宇樹的機器人
之所以有這樣的能力，一是因為強大
的硬件和設計，二是有人體動作捕捉
的數據集支撐，三是經歷了大規模訓
練。

「宇樹科技入局人形機器人賽
道，基本上是遵循順勢而為的邏輯。如
果做得太早或太晚，其實都是不好
的。」 王興興表示，在過去的一到兩年
內，中國很多人形機器人公司之所以可
以跑出來，是因為用了大量開源的四足
機器人技術，包括控制算法、硬件等。
但是，人形機器人想要繼續發展，單純
靠大語言模型還遠遠不夠。

這幾年，宇樹機器狗是各大盛會
露面的常客，而最近出圈的升級版
B2-W，能爬山穿水，可從2.8米的高
度一躍下，負重40公斤最大續航里程
50公里，在-20℃到55℃工況下工
作，在業界中遙遙領先。王興興去年
受訪時說： 「全球很多知名的學術機
構都用機器狗開發了很多開源算法，
可以將四足機器人的算法移植到人形
機器人上。雖然機器人是動物站起來
的這個說法不太美觀，但實際上從進
化角度來看是比較合理的。」

觸覺系統研發難題：太易壞
王興興坦言，目前人形機器人的

觸覺技術仍然非常落後。許多機械臂
基本沒有觸覺功能。他說： 「觸覺傳
感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全球都在朝
這個方向努力，包括特斯拉在內的公
司已經在手指上安裝觸覺傳感器。」

對於在機器人上面增加足夠多的
觸覺感知，王興興解釋，這是一件
「進退兩難」 的技術挑戰：硬件的觸
覺系統不好做，最大問題是 「太容易
壞了」 。首先，它們需要非常小且高
度敏感，並且需要大量排列，確保與
物體頻繁接觸時不會損壞。然而，若
在 「皮膚」 上部署了數百甚至數千個
觸覺傳感器，磕碰時損壞的概率非常
高，靈敏度和易損性之間存在矛盾。

裝配AI大腦 肩負更複雜任務
「觸覺技術的主要瓶頸在於可靠

性。我們公司或我個人一直在尋找一
種簡潔且可靠的方案來實現優良的觸
覺感知，而不是過於複雜的數據處
理，這樣才能實現量產。如果全身有
1000個觸點，保證量產的質量將是一
項非常艱巨的任務。」 王興興說。

讓機器人真的能幹活或者更像
人，需要從軟件AI大腦這一塊，抑或
在機械力度這一塊發力？對此，王興
興認為，AI軟件仍是關鍵。 「在當前
自動化工廠中，機械臂已被廣泛應
用。如果AI尚未突破，就會依賴傳統
自動化技術，但這並非最終目標。大
家的期望是通過AI實現傳統機器人無
法完成的更複雜任務，這樣才更有價
值。」

責任編輯：牛禾青 美術編輯：賴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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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AI+機器人震撼瞬間

結合實際應用 具身智能潛力無限
「中國不僅注重技術

本身的創新，還強調將技
術創新與實際應用相結

合。例如，拼多多通過將人工智能和大
數據技術應用於農業，助力農產品產銷
直連。」 清華大學新聞學院、人工智能
學院雙聘教授沈陽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時指出，中國在根技術、技術創新和應
用創新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和特
色，而這些不僅是中國自身探索和創新
的成果，也是中國融入世界發展進程的
必然結果。

沈陽表示，中國科技創新的一個
重要特點是通過微創新的積累實現重大
突破。例如，大疆從早期的飛行控制系
統逐步擴展到無人機的多個核心部件，
最終實現全球領先。抖音在全球範圍內
的成功不僅改變了人們的內容消費習
慣，還推動了全球短視頻行業的發展。
《黑神話：悟空》不僅展示了中國在高
端遊戲開發領域的技術實力，還推動了
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用AI賦能感知和認知能力
「AI大模型的未來演進方向將從單

純的大語言模型逐步走向對物理世界的

理解，最終實現具身智能。」 沈陽指
出，具身智能強調機器人與物理世界交
互，具備感知、規劃、決策和行動能
力，這一過程需要AI大模型不斷升級。
DeepSeek的AI大模型技術能夠為宇樹
科技的機器人提供更強大的感知和認知
能力，使其更好地理解物理世界。例
如，DeepSeek的V3模型在多模態感知
和推理方面表現出色，能夠幫助機器人
更好地適應複雜環境。

人形機器人作為具身智能的重要
載體，其最終目標是融入人類社會。沈
陽認為，人形機器人需要根據不同的人
際關係模式調整交流方式。目前，這一
領域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未來在人
機交流的自然性、適應性和情感交互方
面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此外，人形機器
人在家庭和工作環境中需要作為 「社會
成員」 聽從人類調遣，這要求AI大模型
與人形機器人深度配合，理解人類的概
念、氛圍和情境。宇樹科技的人形機器
人H1在蛇年春晚的表演中展示了其靈
活性和智能性，未來結合DeepSeek技
術，機器人將能夠更好地適應家庭和工
業場景。

大公報記者郭瀚林、任芳頡

話你知

2024年3月19日
•英偉達發布了人形機器
人 通 用 基 礎 模 型
Project GR00T。大模
型GR00T驅動的機器人
將 能 夠 理 解 自 然 語

言，並通過觀察人
類行為來模仿動

作。

英偉達新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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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柔
順的行走，和仿
人 奔 跑 」 。 近

日，宇樹科技發布一段旗下人形機
器人Unitree G1的演示片段，視頻
中的G1在大街上遛彎散步，動作流
暢，上下坡如履平地，在鋪滿碎石
的鐵軌上健步如飛。視頻在X平台
一經發布，立即引來了英偉達高級
科學家Jim Fan背書，力挺： 「別
急着說這是CG特效，現在很多學
術實驗室都已經有G1的真機了。」
相比強烈的是，去年12月，特斯拉
發布的人形機器人 「擎天柱」 未使
用視覺系統在複雜地形中行走的視
頻，遠不如G1遊刃有餘。

宇樹人形機器人的絲滑動作，
令各界憧憬，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
興欲在這場捲上加捲的人形機器人
較量中 「彎道超車」 。他在去年受
訪時強調，觸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事情， 「要尋找一種簡潔且可靠的
方案來實現優良的觸覺感知，而不
是過於複雜的數據處理。」

2023年12月29日
•優必選正式在香港交易
所主板掛牌上市。在上
市儀式現場，優必選全
新一代工業版人形機器

人Walker S手持鑼
錘走向舞台中央，

和創始人周劍
一起敲響銅

鑼。

主持敲鑼上市

Walker S

OpenAI技驚四座

Figure 01

2024年3月14日
•從公開視頻可見，人形
機器人Figure 01具備
超卓技能。Figure 01
利用OpenAI大型語言
模型，可以和人類進行
正常的完整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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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智能
（Embodied
AI）是指一種
基於物理身體

進行感知和行動的智能系
統，其通過智能體與環境的
交互獲取信息、理解問題、
做出決策並實現行動，從而
產生智能行為和適應性。

具身智能相比傳統人工
智能，是從數據到行為的躍
遷。它不僅依賴數據驅動，
還依賴行動與感知的閉環，
通過與真實環境的互動，不
斷修正自身模型和策略。它
包含人工智能領域幾乎所有
的技術，包括機器視覺、自
然語言理解、認知和推理、
機器人學、博弈倫理、機器
學習等，橫跨多個學科方
向，是AI的集大成者。

具身智能賦予人形機器
人與物理世界互動的能力，
使其具備感知、決策和行動
能力。相較於工業機器人，
具身智能機器人具備適應變
化的能力，就算生產線上出
現錯誤，具身智能機器人不
會 「閉着眼睛」 幹，釀成大
錯。

中國計算機學會、新華社

創新
變革

突破
瓶頸

大公報記者 王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