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3日至20日，大公報記者隨 「同心築夢．共謀發展」 粵港澳媒
體灣區行採訪團走訪珠海、深圳和惠州，深入探察大灣區機器人與AI產
業的發展賽道。

在樂聚機器人研發中心，1.66米高的人形機器人 「夸父」 踏着小碎
步來回奔跑，拿水樽，跟人握手，還 「能言善辯」 ；在優必選科技公司
展廳，機器人Walker S在執行搬運任務，面對障礙或物品位置變化，能
迅速自我校正路徑，精準完成操作；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
區，一枚小巧的六維力傳感器被植入機器人 「神經系統」 ，讓機器人擁
有像人一樣的力覺觸感。這些場景充分展現出大灣區機器人產業鏈完
備，在動作控制、商業落地及產業鏈協同方面巨大潛力，中國在機器人
領域正逐漸從 「跟跑者」 變為 「領跑者」 。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在樂聚（深圳）機器人技術有限公
司展廳， 「夸父」 機器人動作靈敏、反
應迅速，十分吸睛。公司副總裁柯真東
介紹，自今年1月起，公司已交付超過
100台人形機器人，訂單已排到6月，
生產成本也較以往下降近一半，國產化
率高達90%以上。

柯真東指出，在機器人本體設計與
運動控制領域，中國已不再是單純的
「跟跑者」 ，甚至在部分技術上已開始
「領跑」 ， 「從工程落地到場景數據積
累，這些推動機器人大腦發展的關鍵條
件上，我們現在的優勢已明顯超過美
國。」 他強調，大灣區產業鏈完備、生
態高效，極大加快了機器人產品的研發
和迭代速度。 「在廣東，我們常說 『上
午有想法，下午就能出樣機』 。從材料
採購到模型製作，只需一整天。」

AI大模型 讓機器人「能說會道」
合力分揀物料、搬運重物、精密裝

配、 「工友」 間互相充電……在內地
「人形機器人第一股」 優必選科技公司
展廳，一款人形機器人正向記者揮手致
意。 「這款機器人能以每小時6公里的
速度穩定奔跑，能輕鬆上下坡。它還有
一雙靈巧手，能處理柔性物料。」 優必
選科技CBO譚旻表示： 「這款機器人可
以直接接入市面上的汽車充電樁充電，
說明它不僅做好了商用準備，連配套的
量產系統也能無縫銜接。」

「目前機器人工作效率相當於人類
的40%左右，我們預計年底可提升至
60%-80%。」 譚旻介紹，公司已接獲
超過500台人形機器人的訂單意向，預
計全年出貨量突破1000台，單台成本
已控制在50萬元以內，其中一半用於工
業應用。

此外，優必選自主研發的 「具身智
能大模型」 賦予機器人視覺識別、圖像
分析與語義理解能力。現場的一名工作
人員說出 「我想吃蘋果」 ，機器人即可
識別水果位置並拿起水果遞給工作人
員。記者隨機手繪了一隻貓，機器人亦
能 「看見」 並 「說出」 所畫內容。這背
後，是優必選持續高研發投入與專利積
累的支撐。譚旻透露，公司過去三年研
發投入佔比高達4至5成，全球專利已累

計超2600項，其中 「人形機器人有效
專利」 位居全球第一。他相信，在10至
20年內，人形機器人市場會從零增長到
過千萬、過億，甚至過十億台的規模。

深港創科合作 助AI新技術出海
站在觀景台上鳥瞰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這個 「跨境創科特區」 已吸
引超過200個高端項目和逾440間科技
企業落戶，成為匯聚全球人才的熱點區
域。華力創科學創始人兼CEO魚晨便是
在這股創科引力下，從英國回流深圳創
業。他們團隊研發的微型六維力傳感
器，體積已縮至個位數毫米，廣泛應用
於人形機器人、手術機器人等具身智能
裝置。

「對具身智能機器人來說，高性能
的手部力覺感知系統不可或缺，這對機
器人實現雙手精細操作、落地應用至關
重要。」 魚晨指出，人形機器人對傳感
器的要求遠高於一般設備，除了要在多
變環境中提供準確感知，還要求傳感器
輕巧、低成本、易量產，並能與整體系
統深度融合。借助深港合作平台，華力
創科學今年已入駐香港科學園深圳分
園，並透過這個平台設立香港子公司，
積極拓展海外市場。

粵港澳媒體灣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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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深圳坪山往東不到10
公里，便可到達大亞灣科技
創新園。一座科研大樓前掛

着醒目的香港理工大學標誌，這裏是香港
理工大學與惠州市合作設立的技術創新研
究院所在地。 「研究院從構想到正式啟
用，僅用了5個月，幾乎是以 『搶跑』 速
度完成。」 研究院執行院長陳棟棟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這項跨境教育科研合作的
效率 「前所未有」 。他透露，研究院目前
正加緊籌建第五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
研究中心，預計不久後將落地，聚焦
「AI＋產業」 融合，服務本地經濟與產業
升級。

推動新技術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
記者實地走訪時看到，研究院內設展

示區陳列着一系列科研成果，如具備高度
柔性的儲能器件、耐高溫的高性能陶瓷材
料、用於影像增強的特種玻璃產品等。陳
棟棟介紹，這些研究正對接當地石化、新
能源與智能製造等支柱產業，推動新技術

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實現科技成果的產
業化落地。

「研究院目前設有四個研究中心，分
別專注新材料與新能源、綠色化學與可持
續催化、綠色與智能製造、空間計算與影
像等方向，覆蓋區域產業轉型中亟需的關
鍵領域。」 陳棟棟表示，研究院核心研發
力量大多來自港理大本部，包括多位講席
教授及其博士研究生。 「各個中心的主
任、副主任職位亦由理大資深教授親自擔
綱，他們不僅帶來科研項目，更幫助惠州
本地培育科研人才團隊，提升原始創新能
力。」 他說，研究院的目標不只是項目合
作，而是系統性地構建一個以香港科研為
支撐、本地轉化為路徑的大灣區協同創新
平台。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在珠海低空
空中交通指揮中
心大廳，有兩塊

大屏幕格外吸睛。其中，左屏
顯示香港維港一帶實時空域圖
像，右屏呈現珠海無人機航線
動態圖。這套系統由來自香港
的科企、珠海上和科技投資有
限公司開發運營，亦是港企北
上參與大灣區低空經濟建設的
一個縮影。

「香港有很多離島，珠海也一樣，這種
空間結構的相似性，是我們選擇落戶珠海的
原因之一。」 上和科技董事長康俊珺介紹
說，低空經濟要發展，首先要解決的就是
「空域安全」 問題。公司開發的風力監測系
統，就是為城市建立 「底層安全能力」 。

「如果未來每個城市都能部署
這套系統，就好比給城市裝上
了一對低空雷達的眼睛，既能
提升政府監管能力，也為無人
機的規模化應用提供保障。」

目前，上和科技已與美
團、順豐及杭州信亦等平台合
作，在應急配送、城市巡邏等
多場景中測試系統調度能力。
康俊珺指出，不同城市對系統
的功能需求各異， 「澳門有島

嶼巡邏需求，香港高樓密
集、天氣複雜，要應

對颱風、強風等極端天氣，我們的系統必須
具備高度的穩定性和靈活性。」

康俊珺提到，香港雖在空域管理上擁有
世界級標準，但受限於制度設計與空間使用
規劃，無人機的實際應用仍較為局限。珠海
空域開放度較高，有多座離島，為技術試驗
和融合提供了優越條件。 「我們在珠海的部
署，其實是為未來整個大灣區的協同運行打
基礎。」

目前，上和科技正透過香港低空經濟
「監管沙盒」 計劃，與民航及政府相關部門
持續溝通，期望將系統逐步引入香港， 「把
香港打造成為國際低空經濟示範城市。」 康
俊珺認為，內地在低空管理方面起步比歐美
更早，技術路徑亦更為成熟。她相信，只要
珠海、澳門、香港三地先行先試、成功跑
通，便有望推動整個大灣區建立統一標準與
應用網絡。 「只要三地成功了，其他城市自
然會跟進。」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理大惠州共建研究院 從構想到啟用僅5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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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
先試

在深圳雲天勵飛
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展
廳，一塊塊微型芯片

擺放整齊，從指甲蓋大小的邊緣AI
芯片，到覆蓋半面展牆的推理一體
機，再到佔據整間屋子的算力機
房，AI技術的硬件底座一覽無遺。
「過去一年，我們的整體營收增長
超過六成，主要得益於AI芯片和智
能硬件兩大板塊的高速增長。」 雲
天勵飛董事、高級副總裁、CFO兼
董秘鄧浩然向記者表示，公司目前
已實現從算法到芯片再到數據應用
的全鏈條自研能力。

其中，該公司自主研發的推理
芯片已進入規模化應用階段，廣泛

部署於互聯網平台和大型電信運營
商的數據中心。鄧浩然表示， 「我
們的目標是將推理能力變成像水、
電一樣的基礎設施，嵌入到所有AI
實際場景當中。」

以香港為平台 構建全球網絡
與雲端服務器相比，邊緣AI芯

片近年來備受關注。鄧浩然指出，
邊緣部署能大幅減少數據傳輸延
遲，同時兼顧數據隱私保護。 「有
些企業需要部署大模型，但因安全
或隱私要求，不能將數據傳至雲
端，這時就需要在本地搭建具備高
推理能力的邊緣服務器。」

目前，雲天勵飛正圍繞不同算
力需求推出多款推理芯片
產品，以適配智能眼鏡、
耳機、數據中心等多種使
用場景。鄧浩然透露，公
司正計劃以香港為平台，
將自研的大模型及AI產品
推向海外，配合私有雲等
本地化部署需求，構建更
具彈性的全球網絡。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創科
動能

AI芯片助攻 芯企營收增逾六成

城市裝「低空雷達眼」
保空域安全

▲珠海低空空中交通指揮中心的大廳，顯示兩塊實時空域
圖像的大屏幕格外吸引眼球。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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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有想法，下午出樣機」

▲香港理工大學大亞灣技術創新研究院執
行院長陳棟棟（藍襯衣者）介紹研究院的
最新發展進展。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在雲天勵飛展廳內，一塊塊微型芯片整齊
地陳列。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優必選一款機器人在記者面前進行對話
和圖像分析。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 「夸父」機器人和記者握手。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灣區產業鏈完備
機器人發展潛力巨大機器人發展潛力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