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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計算機科學之父」圖靈在

論文《計算機器與智能》中，就已預言機器未

來可能會像人一樣可與環境交互感知，能夠自主規

劃、決策、行動，並具備執行能力。這就是「具

身智能」的雛形。此後幾十年間，直到具有

深度學習、自我迭代功能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快速發展，具身智能才迎來了革新性的改變。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具身智能」首次被寫入政府工

作報告，標誌着中國從數字技術賦能向「智能+實體」

深度融合的重大轉向，作為一項前沿技術，具身智能

正式進入國家政策支持的視野，成為科技發展的重

要方向。當前，國內具身智能機器人產業正處於

從實驗室走向商業化落地的關鍵階段，政策支持、技術

進步與市場需求共同推動產業發展。中國具身智能產業

發展前景如何？距離「走」進千萬家還有多遠？行業企

業人士與產業學者向香港文匯報分享了他們的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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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跨學科、跨領
域的綜合性產業，

具身智能發展離不開產業鏈
各環節的深度協同。「具身
智能的發展本質上是需求驅動
的，產業鏈上下游需要圍繞真實應用場
景協同發力，這才是推動技術進步、產業升
級和經濟發展的關鍵驅動力。」劉少山認
為，研發企業需與供應商、集成商、應用方
緊密配合，推動技術與場景的雙向反饋，加
速產品迭代與落地。政府和行業協會可通過
投資示範場景、制定標準體系、搭建協同平
台等方式，催化上下游合作，推動形成穩定
高效的產業生態，從而加速整個產業的發展
與成熟。

部分領域實現與國外並跑
劉少山分析指出，國內在具身智能產業鏈
的上游零部件和下游場景應用已取得顯著進
展。上游依託智能汽車等產業鏈，中國在傳
感器、執行器、計算平台等零部件領域發展
迅速，形成了完整的製造生態；下游在服
務、物流、康養等領域創造了多樣化的機器
人形態，場景落地走在全球前列。中游的軟
件技術與系統集成方面，隨着像DeepSeek
等國產基礎模型的湧現，中國在部分領域已
實現了與國外並跑的潛力。
如小鵬汽車推出的「Iron艾倫」人形機器
人直接移植了其自動駕駛技術棧。該機器人
已在小鵬廣州工廠進行P7+車型生產實訓，
驗證了工業場景的適用性。以速騰聚創為代
表的核心零部件供應商正積極向具身智能產
業鏈延伸，推出第二代靈巧手等專用部件，
並開發機器人整機作為零部件驗證平台。

機器人創新速度「以天計」
「具身智能是對所有傳統行業的規模式顛
覆，會重塑整個製造業、服務業和生活的方
方面面，每個細分市場的規模都很可觀，而
且行業不會是一家獨秀，而是百花齊放。」
逐際動力創始人張巍這樣分析行業。
逐際動力等具身智能工具企業則採取場景
深耕策略，聚焦特定領域打造差異化優勢。
逐際動力創始人張巍表示，公司的定位是具
身智能工具鏈公司，提供機器人本體和 AI
軟件工具鏈，包括數據收集、處理、訓練和
部署等，服務想在各行各業落地的具身智能
具體應用的創新者，做具身智能行業的「英
偉達」。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今年一季度，中國

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產量達到14.9萬套
和260.4萬套，同比分別增長26%和20%。

「幾乎每周都在看項目、找項目，才能了解
到最新動向。」一位創投機構負責人感嘆，
當前機器人的創新「不以年計，而以天
計」。

深圳產業生態鏈深度融合
在率先起步布局具身智能產業的城市，生
態鏈的融合已經顯現。以深圳為例，南山粵
海街道宛如一個「10元打車生態圈」，匯聚
了騰訊、阿里等眾多處於科技前沿的互聯網
公司，與生態鏈上的各方夥伴可以很好地開
展深度融合與協同開發工作。
「深圳在機器人硬件供應鏈上優勢明顯，
有的硬件上午下單，當天下午就能做好送
到，這極大提升了硬件產品的迭代速度。」
深圳市眾擎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聯創及市
場營銷負責人姚淇元表示，在機器人本體製
造過程中，眾多零部件都依託於供應鏈的高
效協作。從最初的設計，到加工環節，再到
最後的裝配，憑借深圳周邊供應鏈的顯著優
勢，整個流程效率大幅提升。「這能讓我們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得以搶佔先機，現在每
天約能組裝4台左右的人形機器人。」

深圳擁逾2600相關企業
據深圳市科技創新局局長張林介紹，深圳
作為國內智能機器人的核心聚集地，憑借深
厚的產業基礎和創新實力，已擁有機器人產
業集群相關企業2,600餘家，其中人形機器
人、商用服務機器人、手術機器人、移動機
器人、外骨骼機器人整機以及核心零部件等
代表性企業34家。既擁有逐際動力、樂聚
機器人、帕西尼感知、眾擎科技等具身智能
機器人整機企業，也擁有兆威機電、大寰機
器人、威遠精密等具身智能機器人核心零部
件企業。

具身智能等同於人形機器人嗎？

從廣義概念上說，具身智能並非單指人形機器人。浙江大學智能系統與控
制研究所機器人實驗室主任熊蓉在「2025具身智能機器人發展大會」上所
言，之所以發展人形機器人，其核心價值在於適配人類環境、工具及交互方
式，從而拓展更廣闊的市場應用空間。作為人工智能從感知智能向行為智能
躍遷的重要載體，具身智能強調實體機器人通過「感知－推理－交互」閉環
實現自主作業能力。工業用的機械臂、自動駕駛汽車、無人機等，只要通過
AI驅動，能像人一樣感知、學習、與環境動態交互，都是具身智能的表現形
式。

具身智能核心部分如何劃分？

按照業界普遍接受的分類，現階段的具身智能核心分為三部分：具身大
腦，上半身和下半身。機器人的認知思考屬於具身大腦（算法/模型+芯
片）；精細操作和任務模塊屬於上半身（傳感器+執行器）；運動和移動屬
於下半身（機械結構+驅動）。這種三分法突破了傳統「硬件/軟件」的二元
劃分，更符合具身智能的發展需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3月上旬，智元機器人發布雙足

智能交互人形機器人「靈犀X2」，集齊運動、

交互、作業等功能；僅隔一天，優必選與北京人形機器

人創新中心聯合發布全尺寸科研教育人形機器人，計劃於二季

度開始交付。

從一個個專業展會上，業內與大眾能夠感受到中國具身智能產業的競

爭「熱度」。以近日於深圳舉行的機器人全產業鏈接會為例，工業機器人

實現從「機械臂」到「智慧腦」的升級，協作機器人演示智能操作方案，

從「靈巧手」到「電子皮膚」，參會企業亮出「絕活」，不斷刷屏。

在深圳市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中心主任劉少山看來，當前

中國具身智能產業已形成多元主體競合發展的格局，入局企業基於自身資

源稟賦選擇差異化發展路徑。主機廠、科技巨頭、初創企業及傳統供應

商通過技術複用、場景深耕或生態構建等方式搶佔市場先機。 這一

產業正從技術驗證階段加速邁向商業化落地階段，呈現出清晰

的梯隊和鮮明的路徑差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倪夢璟

深圳、上海連線報道

今年，智元機器人發布了首個通用具身基座
模型——智元啟元大模型（GO-1），以及全

智能靈動機器人「靈犀X2」。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
智元機器人具身業務部總裁姚卯青說，隨着國內AI能力不
斷發展，具身智能公司正不斷追求數據飛輪效應，即通過
大規模硬件產生大規模數據，大規模數據助力訓練出「頂
級AI」，AI則反過來推動硬件推廣，形成一個正向循環。

具三核心功能 適合多場景應用
機器人真的能夠和人類一樣靈活嗎？AI 的不斷發展推

進了「靈動版機器人」的誕生。目前，智元將機器人與
大模型融合，借助大模型語言技術，打造出了具備複雜
交互能力的「靈動機器人——靈犀 X2」，這款新一代雙
足人形機器人全身共 28 個自由度，具備運動智能、交互
智能、作業智能三個核心功能，適合科研教育、娛樂陪
伴、康養陪護、營銷展演等場景應用，根據智元公開的
視頻，「靈犀 X2」已經順利實現了智能對話，跑步跳
舞，甚至騎自行車，而這背後，是機器人技術與大模型
底座的充分結合。

在姚卯青看來，AI 發展可以將具身智能推上一個新台
階，以智元發布的智元啟元大模型（GO-1）為例，其借助
百萬真機數據獲得精細的動作執行能力，實現了可以利用
人類視頻學習，完成小樣本快速泛化，降低了具身智能門
檻，並成功部署到智元多款機器人本體，讓具身智能持續
「進化」。「簡單來說，GO-1大模型借助人類和多種機器
人數據，讓機器人獲得了革命性的學習能力，可泛化應用
到各類的環境和物品中，快速適應新任務、學習新技能。
同時，它還支持部署到不同的機器人本體，高效地完成落
地，並在實際的使用中持續不斷地快速進化。未來，借助
大模型，可以讓機器人實現了從『機械執行』到『認知湧
現』的質變，這也是我們不斷發展的方向。」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上海市人工智能行業協
會智能機器人專委會負責人朱遷喬也認為，在具身智能產
業的發展進程中，AI驅動機器人的能力已成為必然趨勢。
「若缺乏AI技術，現代機器人便無法稱之為智能機器人，
也難以達到當前的發展水平。我們賦予機器人認知物理世
界的能力，使其具備自主運動、規劃、感知以及語言理解
等能力，這標誌着具身智能發展已步入新時代。」

具身智能作為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
型產業，其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完善的配
套支持體系。從耐心資本供給到人才培
育，從政策引導到基礎設施共建，配套
環節的突破往往決定着產業發展的高度
與速度。今年3月，深圳公布一系列行動
計劃，涵蓋了人工智能先鋒城市建設、
AI終端產業培育、具身智能機器人等多
個領域，通過系統性布局與創新性實
踐，為全國提供了可借鑒的發展範式。
優必選CBO譚旻認為，當前大部分
國內資本都沒做好長遠投資的準備，具
身智能是幾十年的長期賽道，需要耐心
資本長期價值的投入，本身國內企業與
歐美企業的市值就有差距，如果資金規
模和等候時長上也有差距，就會迫使企
業去做出不恰當的選擇。
劉少山亦認為，與傳統科技項目不
同，具身智能研發周期長、投入大、不
確定性高，市場化資本往往缺乏足夠耐
心，只有在行業爆發式增長時才會積極
投入。因此，當前更需要政府引導的耐
心資本，支持基礎研發和中長期項目，
為產業打下根基。吸引更多耐心資本，
需要通過政策引導、設立專項基金、推
動場景示範等方式，降低前期不確定

性，增強資本信心。
以深圳為例，通過「政府引導+市場
主導」的模式，構建了多層次資本支持
體系。如深圳統籌天使母基金、深創
投、各區基金等國企基金，重點布局具
身智能早期項目，允許長達10年的回
報周期。這種長周期陪伴式的投資理
念，有效緩解了企業的短期盈利壓力，
使其能夠專注於核心技術突破。

高端人才儲備迫切
3月29日，深圳率先發放首批「訓力
券」，即算力購買補貼，總額近2億
元。首批獲得「訓力券」額度的元戎啟
行副總裁唐瑤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訓力券」的發放，能夠有效降低企業
算力使用成本，使其能夠將有限資源集
中於核心技術創新。
另外，譚旻表示，具身智能產業缺乏

人才，無論數量還是質量，「機器人相
關企業發展迅速，但業界沒有充分的時
間去培養人才，所以產生了對尖端人才
的爭奪，這對行業發展有很大制約。」
人形機器人是軟件+硬件+合成的「三
合一」技術，這三方面人才都缺，可能
需要三五年時間慢慢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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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模型推動機器人「進化」

從「機械執行」到「認知湧現」

業界倡政策引導耐心資本 為產業打下根基

具身智能是什麼Q&A

●逐際動力創始人張巍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眾擎機器人測試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第二十一屆中國第二十一屆中國（（深圳深圳））
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55
月月2222日在深圳開幕日在深圳開幕。。圖為圖為55
月月2323日日，，孩子們在文博會孩子們在文博會
上與機器人互動上與機器人互動。。 新華社新華社

●●劉少山劉少山 ●●姚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