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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卡曼德產品覆蓋50國家和地區 海外業務每年倍增11月28日，在雄安新區中關村科技園，梅卡曼德機器人科

技有限公司（簡稱「梅卡曼德」）展廳裏的多模態大模型

前，隨着語音指令下達，機器人秒回後開始運行，從操作台

上無規律放置的物體模型之中，自動識別出水果種類並進行

抓取，放置到指定顏色的盒子裏。「這是我們自研的

Mech-GPT多模態大模型，讓機器人能夠理解語音下達的指

令，並綜合視覺和圖紙信息，進行推理和決策，應對複雜多

變的場景。」梅卡曼德創始人兼CEO邵天蘭邊和機器人互動

邊介紹。當天，梅卡曼德位於雄安新區的總部啟用。

作為全球「AI+機器人」領域規模最大的獨角獸企業和中國

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之一，梅卡曼德的業務覆蓋

中德日美韓等50個國家和地區。「對於我們這一代中國創業

者而言，注定要面向世界開展業務，『出海』沒有過早一

說。」邵天蘭認為，自己趕上了好時候，如今的中國是世界

製造中心，具備世界一流的技術基礎。「過去，阿里、百度

要對標亞馬遜、谷歌這些巨頭來進行追趕，而在當代的智能

機器人領域，我們有底氣說我們才是巨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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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眾多對人類而言可能構成
危險、要求高度精密操作或顯

得重複乏味的任務，正日益被機器
人所承擔，尤其在製造業領域，工
業機器人的廣泛應用已成為常態。
邵天蘭創立的梅卡曼德公司，正是
這一趨勢下的佼佼者，該公司專注
於「AI+3D視覺」技術的智能機器
人研發，其創新產品已在汽車、家
電、物流、醫藥等多個領域落地，
引領着智能製造與智能服務的新紀
元。
「致力於推動智能機器人無所不
在的存在」梅卡曼德官網上的這句話，是邵天蘭的夢想。在全球的
智慧工廠裏，梅卡曼德部署了近1.5萬台自主研發生產的智能機器人
設備，廣泛應用在汽車、物流、重工、3C、新能源等領域。
今年3月，梅卡曼德日本分公司在東京開業，邵天蘭為了致辭而
特意惡補了日語。除了詞典，他用AI為自己糾正日語發音和語調，
「當時唸了大概100多遍，最終把這篇稿子唸得極為熟練，後來大
家私底下反饋表示我日語說得特別好。」

童年結緣機器人 大學投身製造競賽
出生於1989年的邵天蘭幽默且健談，童年時正逢機器人題材的科
幻作品在國內盛行。從電影《終結者》《剪刀手愛德華》，到《機
器貓》《鐵臂阿童木》等動畫，都引起了他濃厚的興趣。「那時候
我就覺得，機器人真是太炫酷了，既可以代替我們勞作，引領人類
走向星際時代，還能給我們提供情緒價值，成為可靠的朋友甚至伴
侶。」
邵天蘭的機器人製造之旅始於清華求學。大一那年，他投身機器

人競賽，「那時真是忙到廢寢忘食，從設計草圖，到去二手電子市
場選購零件，再到編程和組裝的過程，才拼出有生以來第一台簡易
機器人。」邵天蘭說，製造機器人的過程對他而言有一種天然的吸
引力，讓他體驗到創造的無限喜悅。2012年從清華大學軟件學院畢
業後，他捨棄熱門的移動互聯網行業，赴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深造
機器人技術。在德期間，他不僅精通了機械與控制等核心知識，還
在德國知名協作機器人Franka公司歷練三年半，親歷了高端協作機
器人從設計到誕生的全過程。

產品首亮相海外 獲合作意向近百份
2016年前後，AI與機器人的結合引發了機器人產業的新一輪熱
潮，學成歸來的邵天蘭決定乘着潮流回國創業，成立梅卡曼德公
司。隨着人力成本上漲，國內製造業開始陷入『招工難』的窘境。
並且日、德、美等國在智能工業機器人領域早已起步，試圖壓低人
工成本以促成工業回流。」邵天蘭確信，這場工業機器人的技術之
爭會深刻地影響全球產業格局，而中國沒有退路。

AI+3D機器人率先規模化落地
「公司成立大概半年，我們就飛到德國參加漢諾威工業展，當時

為了節省運輸費用，只能先把展品機器人拆開，到德國後再重新組
裝。」邵天蘭回憶，為了布置只有十幾平米簡陋的展台，他作為
CEO要親自帶隊去宜家商場採購板材和螺絲。「我們的產品首次在
海外亮相非常成功，光是採購和合作意向就收到將近一百份，幾乎
應付不過來。」重返德國參展的成果，給了他和團隊帶來莫大的信
心。參展歸來一個月後，梅卡曼德就獲得了華創資本領投的數千萬

元Pre-A輪融資，並在國內數個工業項目中實現了技術落地。
「創業初期，AI和3D視覺在機器人領域的應用極其少見，客戶對

此幾乎不了解。我們率先做出了能規模化落地的產品，打造了技術領
先、產品領先、業務領先的正向循環。」憑借在機器人3D視覺領域
的探索成果，梅卡曼德獲得投資機構的多輪支持。2021年起，公司進
入全球化時期，產品出口逐漸佔據了業務半壁江山。2023年的日本國
際機器人展會上，梅卡曼德已是規模最大的中國參展企業，近30個
在汽車、物流搬運、新能源等領域的最新智能機器人應用在400平米
的寬闊展台上進行展示，吸引了眾多觀展商駐足參觀。
「中、美、日、德是世界最主要工業國，拓展工業機器人業務有

必要掌握好這四國語言。」邵天蘭介紹，目前，梅卡曼德在海外已
有四家子公司，分別位於慕尼黑、芝加哥、東京和首爾，業務覆蓋
50多個國家和地區，公司的海外業務保持着每年翻倍速度的增長，
今年海外業務佔比預計將達40%，並貢獻六成以上的毛利潤。

及時服務海外客戶 複購率達90%以上
邵天蘭很喜歡的一部電影是《環太平洋》，講述了人類為對抗怪

獸入侵，各國聯合製造出了巨型機器人進行戰鬥。他覺得這恰恰和
機器人行業很相似——各國雖有競爭，但大家的主流是互相合作，
齊頭並進。他談到，在國外尋求和開展合作，特別是向客戶提供及
時、優質的服務是一項非常有挑戰性的任務，梅卡曼德採取了多種
措施來克服各種困難，如今公司的海外客戶複購比例已達到90%以
上。「我們在南美還沒有分公司，有個已經下單十幾次的巴西客戶
為進一步加深合作，特地坐二十幾個小時的飛機來學習。」
直到現在，邵天蘭仍會跑去現場接觸客戶，擔任着「公司一號市

場調查員」。「30年前，如果有人玩電腦，人們會好奇地圍觀，因
為電腦當時是一件稀罕物，而現在電腦已經走進了千家萬戶。同樣
的歷史，也許很快就會發生在智能機器人身上。」
在他看來，隨着AI技術的進步，智能機器人開始進入普及階段，
它們不僅是工具，還負載了人類的情結、需求和願景。未來還將與
人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繫，成為擁有語言、推理、思考乃至創造能力
的智慧夥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國
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7日發布了「2024年度
中國媒體十大流行語」，新質生產力、人工智
能、立德樹人、巴黎奧運會、全球南方、中國
遊、以舊換新、低空經濟、未來產業、新職業等
熱詞入選，反映出過去一年國家的政經脈動、社
會發展變化以及人文圖景。

多個熱詞與科技產業變革有關
據介紹，「2024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流行語」是
基於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語料庫，利用語言信息處
理技術，結合人工後期處理提取、篩選而獲得。
語料來源於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1月底內地
15家主流報紙（包括政府機關報、地方都市報和
發行量較大的晚報），央視、央廣及地方12個電
視台和7個電台的轉寫語料，以及2個網絡門戶網

站的全部文本，語料規模達10餘億字次。

「中國遊」火爆 展現開放姿態
媒體十大流行語中，多個熱詞與科技產業變革

有關，包括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低空經濟、
未來產業、新職業等。因應全球科技競爭和國內
高質量發展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成為加速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的新引擎；日新月異的「人
工智能」將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關鍵驅動力；
「低空經濟」是具備新質生產力特徵的重要產業
之一，孕育着巨大的創新活力和市場潛力；而包
括未來信息、未來材料、未來能源、未來空間和
未來健康等領域的「未來產業」，將引領新一輪
經濟增長點；隨着新經濟、新業態湧現，無人機
飛手、AI訓練師等一批「新職業」正引領就業新
風向，折射出經濟社會新發展背景下社會人才需

求新變化。
過去一年，中國經濟持續回穩向好，消費品

「以舊換新」迎來熱潮，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與此同時，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特別是實
施 144 小時過境免簽政策以來，「中國遊」
（China Travel）持續火爆，顯示了東方大國的吸
引力和開放姿態。另外，教育、體育等各項事業
蓬勃發展，全國教育大會在京召開，要求圍繞
「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建設教育強國；中國體
育健兒在「巴黎奧運」創造了境外參賽的最好成
績，鑄就中國榮耀。此外，在國際舞台上，中國
積極踐行大國責任，特別是2024年是「大金磚合
作」開局之年，全球南方聲勢卓然壯大，中國始
終是全球南方重要成員，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並為全球經濟實現復甦和共同發展注入動
力。

「新質生產力」等入選2024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流行語

走進現代化工廠，

流水線上機械臂的精

準操作已成為常態，它們如同靈

巧的工匠，將各種配件巧妙組

合，焊接成一件件精美的產品。

在邵天蘭看來，中國工業機器人

的產銷量在過去十年內翻了近20

倍，顯示出中國製造業正全面擁

抱機器人時代。

創業之初，邵天蘭走訪了很多

工廠後發現，工業機器人的價格

普遍昂貴，幾乎是汽車、芯片製

造等大型企業的專屬，中小型企

業很難承擔。為了降低落地成

本，梅卡曼德選擇將機器人做成

通用型產品或基礎設施平台，推

動實現工業自動化「普惠」。

「製造業、物流業人力成本上升

已成趨勢，大批使用工業機器人

技術，不僅不會減少工作崗位，

還會因整體成本降低而將更多工

作機會留在國內。」

「好玩兒，有挑戰性，而且特

別有意義。」當被問及為何選擇

做機器人時，邵天蘭毫不猶豫地

回答。他認為，要讓機器人成為

人類真正的幫手，就必須賦予其

「大腦」與「眼睛」，AI 與 3D

傳感器的結合，正是這一願景的

基石。

梅卡曼德團隊開發的深度學習平

台軟件使用了「虛擬訓練法」，通

過軟件讓機器人在虛擬環境中不斷

進行練習，讓工業機器人更快、更

準、更靈活地行動起來。而高性能

3D相機的研發，則讓機器人擁有

了前所未有的「火眼金睛」，能夠

精準識別複雜環境，拓展出更廣泛

的應用場景。

服務型機器人的火爆已初現端

倪，它們在商場、餐廳、酒店等

場所提供諮詢、送餐、客房服務

等，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

便利。展望未來，邵天蘭滿懷信

心地預測，智能機器人將從工業

場景逐步滲透到商業乃至家庭領

域，像電腦、手機一樣成為人們

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成為人類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來，

機器人將擁有更加豐富的感官能

力，如「耳朵」來聆聽聲音，

「觸覺」和「嗅覺」來感知世

界，與AI技術深度融合，形成強

大的信息處理與自我修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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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業
正全面擁抱機器人時代

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發布

特稿

●梅卡曼德的員工正對智能機器人進行測試。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梅卡曼德研發的工業機
器人在日本展會上展示。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中國遊」持續火爆。圖為12月5日，來自英國的
遊客在北京天壇公園合影留念。 新華社

◀位於北京市海淀區的梅
卡曼德機器人公司研發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 攝

●邵天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