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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3月3日，總部位於深圳的優必選宣

布，已在極氪5G智慧工廠開展全球首例多台、多場景、多任務的人形機器人協

同實際訓練（以下簡稱：實訓），探索建立面向多任務工業場景的通用人形機器

人群體作業解決方案，推動人形機器人從單機自主向群體智能進化。業界專家

指出，這一突破不僅為人形機器人在智能製造中的規模化應用提供了參考範

式，也將推進新型工業化從「半柔性製造」向「全柔性智造」的範式躍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3日從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獲悉，2025年，中
國將發射神舟二十號、神舟二十一號載人飛
船，目前航天員乘組已經選定，正在開展相
關訓練。
據悉，2025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將扎
實推進空間站應用與發展和載人月球探測
兩大任務。目前，中國空間站在軌運行穩
定、效益發揮良好，載人月球探測工程登
月階段任務各項研製建設工作按計劃穩步
推進。
空間站建成以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先後
組織完成4次載人飛行、3次貨運補給、4次
飛船返回任務，5個航天員乘組、15人次在
軌長期駐留，累計進行了11次航天員出艙和

多次應用載荷出艙，開展多次艙外維修任
務，刷新航天員單次出艙活動時長的世界紀
錄，完成包括2名港澳載荷專家的第四批預
備航天員選拔、低成本貨物運輸系統擇優並
啟動研製、《中國空間站科學研究與應用進
展報告》（2024年）發布等工作。

正在開展相關訓練
2025 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規劃了 2次

載人飛行任務和 1次貨運飛船補給任務，
執行 2次載人飛行任務的航天員乘組已經
選定，正在開展相關訓練。目前，中國空
間站已在軌實施180餘項空間科學研究與應
用項目，涉及空間生命科學與人體研究、
微重力物理和空間新技術等領域，取得了

多項開創性成果。 與此同時，瞄準2030年
前實現中國人首次登陸月球的目標，載人
月球探測工程登月階段任務各項研製建設
工作按計劃穩步推進。目前，長征十號運
載火箭、夢舟載人飛船、攬月月面着陸
器、望宇登月服、探索載人月球車等主要
飛行產品處於初樣研製階段，取得了階段
性進展，文昌發射場登月任務相關測試發
射設施設備正在有序開展研製建設，測控
通信、着陸場等地面系統已完成總體方
案，將陸續開展各項目建設。後續，船、
器、箭、服等主要飛行產品將重點開展初
樣各項大型試驗。為有效提高研製工作質
量與效益，登月任務將持續推動工程數字
化研製轉型。

3月3日，深圳市科技創新局正式印發《深圳
市具身智能機器人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行動計

劃（2025-2027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明確提
出了未來三年在機器人關鍵核心零部件、AI芯片、人工智能
與機器人融合技術、多模態感知技術、高精度運動控制技
術、靈巧操作技術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同時，新增培育
估值過百億的企業 10 家以上，營收超十億的企業 20 家以
上，實現十億級應用場景落地50個以上，關聯產業規模達到
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具身智能機器人產業集
群相關企業超過1,200家。

《行動計劃》指出，深圳將加大機器人AI芯片的研發力
度，致力於研究集神經網絡處理器指令集架構、存算一體計
算架構、異構多核架構、低功耗模式及算法工具鏈於一體的
新型AI芯片架構。這一舉措旨在突破機器人AI芯片的核心
技術瓶頸，提升芯片的性能與效率，為具身智能機器人的發
展提供強有力的硬件支撐。

滾動開放不少於50個應用場景
《行動計劃》還涵蓋了具身智能機器人產業發展的多個關

鍵領域。深圳將重點支持具身智能機器人核心零部件、仿生
靈巧手、基座及垂直領域大模型、本體控制等關鍵核心技術
攻關，以揭榜掛帥、項目經理人制、業主制等方式分階段、
分批次組織實施科技重大專項。

為實現這一目標，深圳將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高標準推
進重點實驗室建設、高能級打造創新服務平台、高水平布局
檢驗檢測平台與中小試基地、構建跨本體多樣性開源數據
集、強化具身智能模型訓力支撐等。此外，深圳還將加快開
放應用場景，聚焦政務服務、工業製造、教育、醫療健康、
交通、氣象、經濟運行、公共安全、生態環保等重點領域，
滾動開放不少於50個應用場景，為具身智能機器人提供廣闊
的市場空間和應用場景。

深圳市科技創新局相關負責人表示，通過實施《行動計
劃》，深圳將搶抓全球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技術融合發展的戰
略機遇，加速構建具身智能機器人產業創新生態，推動具身
智能機器人產業高質量跨越式發展，加快建設國際國內領先
的具身智能機器人產業集聚區，加快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響
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記者 3日從中國公安部獲
悉，近期中緬泰有關部門開展了
一系列聯合打擊跨國電詐犯罪行
動，成功遣返緬甸妙瓦底地區中
國籍涉詐犯罪嫌疑人620餘名。
據了解，2月28日，中國和緬

甸、泰國有關部門在泰國曼谷召
開聯合打擊跨國電信網絡詐騙犯
罪部級協調會議，就進一步聯合
打擊跨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問題
深入交換意見並取得一系列共
識。
會議指出，當前跨國電信網絡
詐騙犯罪形勢嚴峻，極大危害區
域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嚴重侵

害各國公民合法權益。中緬泰有
關部門要進一步深化國際執法合
作，加大打擊力度，積極有效應
對此類犯罪高發態勢，最大限度
壓縮犯罪團夥生存空間，共同鏟
除毒瘤，堅決保護各國公民人身
財產安全。 會議強調，此次會
議是中緬泰共同打擊跨國電信網
絡詐騙犯罪執法合作重要階段性
成果。三方要深入落實聯合打擊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共識，建立
常態化協調機制，加強信息共
享，持續開展遣返工作並完善流
程，不斷提升打擊質效，同時加
強與其他國家執法合作，共同維
護地區和平安寧。

神舟二十、二十一號選定航天員乘組 620餘名妙瓦底中國籍涉詐嫌疑人被遣返

據了解，目前優必選人形機器人所採用的伺
服驅動器的零部件，已經實現了90%的進

口替代，涉及的供應鏈廠商超過100家，其中近
一半廠商都分布在大灣區。軟件算法、高速通
信、保護機制等已經完全實現了自主知識產權。

「超級大腦」「智能小腦」高效拆解複
雜任務

隨着工業4.0時代的到來，智能製造對生產效
率和靈活性的要求日益提高。傳統的自動化設備
往往難以適應複雜多變的產線任務，而人形機器
人則以其獨特的類人形態和高度靈活性，成為智
能製造領域的新寵。然而，面對產線級任務的多
變性和複雜性，單台人形機器人的能力顯得捉襟
見肘。因此，優必選科技決定將群體智能技術引
入人形機器人領域，以實現多機協同作業，應對
複雜工業場景的挑戰。
在極氪5G智慧工廠的實訓中，優必選首次展
示了其創新的人形機器人群腦網絡軟件架構和人
形智能網聯中樞。這一架構通過雲端協同的推理
型節點和技能型節點靈活鏈接，形成了群體維度
下的超級大腦和智能小腦，重新定義了人形機器
人的大小腦功能。其中，超級大腦基於多模態具
身推理大模型，突破了智能混合決策技術，實現
了複雜產線級任務的高維決策；而智能小腦則基
於Transformer模型，研發了跨場域融合感知技
術和多機協同控制技術，支持多機並行分布式學
習，加速了技能生成與遷移。

在複雜產線級任務的高維決策需求驅
動下，優必選針對性研發了全球首

個人形機器人多模態推理大模
型，作為超級大腦的核心

引擎，推動群腦網絡
架構實現持續

自我進

化，進而迸發群體智能。該推理大模型
基於DeepSeek-R1深度推理技術，借助
其強大的數據處理和智能決策能力，讓
人形機器人具備類似人類常識的推理
能力，支持多台人形機器人之間複雜
任務的高效拆解、調度與協同。

實現「群建群享」 確保搬運
穩定性

在實訓過程中，數十台優必選工業人形
機器人Walker S1在極氪5G智慧工廠的總
裝車間、SPS儀錶區、質檢區及車門裝配區
等多個複雜場景中，成功實現了協同分揀、
協同搬運和精密裝配等多任務協同作業。
在協同分揀環節，人形機器人群體通過跨場域

純視覺感知技術和智能混合決策技術，實現了動
態目標的跨場域連續感知與跟蹤，並構建了全局
地圖，實現了「群建群享」。在協同搬運場景
中，人形機器人通過多機協同控制技術，構建了
聯合規劃控制系統，確保了搬運大尺寸及大負載
工件的穩定性。而在精密裝配場景中，Walker S1
則展現了其在柔軟物體靈巧操作方面的卓越能
力，通過高精度感知與自適應控制技術，實現了
無損傷、無偏移的裝配任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優必選獲悉，目前，優必選已
與東風柳汽、吉利汽車、一汽—大眾青島分公司、
奧迪一汽、比亞迪、北汽新能源、富士康、順豐等
多家行業領軍企業達成合作，自主研發的工業人形
機器人Walker S系列已成功進入全球最多車廠，並
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單機自主智能實訓。隨着實訓2.0
階段的開啟，優必選將通過多機協同實訓的數據積
累與模型訓練，加速產品與技術的迭代升級。
業界專家指出，展望未來，在複雜場景下，群

體智能通過分布式個體的動態交互與協同，湧現
出超越單一能力的全局智慧，能夠幫助人

形機器人高效決策與自適應優化，
突破跨場景跨任務的大規

模商業化應用。

高效拆解複雜任務
「超級大腦」「智能小腦」

確保搬運穩定性
實現「群建群享」

深圳機器人產業發展行動計劃
擬3年新育超10家估值過百億企業

特稿

●●Walker SWalker S11創新應用了跨場域純視創新應用了跨場域純視
覺感知技術與智能混合決策技術進覺感知技術與智能混合決策技術進
行協同分揀行協同分揀。。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優必選工業人形機器人Walker S1協同搬運大負載大尺寸料箱。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優必選工業人形機器人「群體智能」在極氪5G智慧工廠開
展協同實訓。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協同實訓
推動人形機器人
從單機自主向群體智
能進化。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與東風等領軍企業合作
自主研發機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