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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指导意见提
出三方面场景：服务特种
领域需求，打造制造业典
型场景，加快民生及重点
行业推广。

专家表示，一些条件
恶劣、场景危险的作业，
比如民爆、救援等，就需
要人形机器人，可以降低
工作危险性。虽然制造
业是重要场景，但目前人
形机器人承担的仍是简
单任务，效率均不及一般
工人。

业界普遍认为，人形
机器人要进入更广泛的
真实应用，必须先进入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智元机器人的

数据采集中心就是这样
一所学校。约 4000平方
米的空间里，上百名数据
采集员头戴VR眼镜、手
持操作手柄，“手把手”教
机器人做家务——叠衣
服、收拾碗筷、倒茶、超市
收银……每个动作需要
机器人重复数百次。日
前，北京、上海的国家地
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
中心也建立起人形机器
人“技校”。

不少人担心“会被
人 形 机 器 人 抢 饭 碗 ”，
对 此 一 名 人 形 机 器 人
厂长告诉记者，前年招
了约 900 人，去年招了
450 多 人 ，今 年 只 招 了

300 出 头 ，还 存 在 不 少
岗位空缺，确实有些活
缺人干。

熊蓉表示，人形机器
人如果得到大规模应用，
意味着可以取代人类从
事危险、重复和乏味的工
作，有望解决未来社会劳
动力短缺的难题。

未来人形机器人会
给人类工作和生活带来
极大便利，也可能给原有
社会秩序带来挑战。

人们会担心机器人
不知何时会失控，人类的
权利在不知不觉中被侵
犯，还担忧机器人的行为
无法追溯和问责。

中国工程院院士、机
器人与工业自动化专家
王天然认为，这些问题的
解决方式直接决定了公
众对于机器人及其技术
的接受程度。如何对机
器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应
该成为机器人设计者、生
产者、应用者乃至社会管
理者都关注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刘哲
认为，尽管人形机器人要
具备与人相当的自主性
还很遥远，但其自主性会
给人类社会带来多重伦
理困境。因此，在进行伦
理治理时，不仅要在设计
机器人环节有伦理考量，
还要有一个具备社会共
识的伦理框架。

机器人
“摔倒、爬起”的背后

新华社北京 4月 21日电 一场“人机
共跑”马拉松后，有关“机器人跌倒又爬
起”的话题持续冲上热搜。尽管比赛中的
一些“翻车现场”和人们心中对完美机器
人的期望有落差，但更多的网友给予了积
极评价——“谁的成长路上不摔跤呢？”

学会走路，先要学会摔跤。正如人
们所说，人形机器人跌倒、爬起，迈出的
每一步，都是具身智能向前的阶梯。

一位业内工程师透露，机器人每摔
一次，后台就会收到上千组异常数据。
这些数据不仅记录了当时的状态，还包
含了如何在不同路面上分配关节扭矩、
调整步频等信息，帮助企业提升产品在
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性和适应力，而人形
机器人产业也在这样一次次的“极限测
试”中加速落地应用的进程。

不只是机器人，任何技术的进步都
不会一蹴而就，未来产业更是没有模式
可循、先例可借，有对多少种可能的探
索，就会经历多少次考验和试错。在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热潮下，如何看待、面对
技术向新、产业向前中的波浪和曲折，对
产业的培育和壮大至关重要。

把“跑”出来的问题，化作“跑”向前
的动力。

产业的发展要通过不断试错和调整
来找到正确的方向，问题是最好的标尺。

以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为例，起步
之初曾面临各种质疑，经历路线选择的
焦虑、技术的推倒重来和整个产业体系
的迭代。面对“低温趴窝”问题，加速对
电池续航里程的攻坚；针对充电难推广
难，提速基础设施建设和换电等新模式
发展……正是在化解问题中持续不懈攻
关，才有了今天结出的硕果。

“10 年时间、10 亿美金、10％成功
率”——医药界关于研发新药的“三个
10”定律背后，既道出了创新的艰辛，更
体现了敢于试错、勇于纠错的厚积薄发。

今天，无论是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
还是合成生物、量子通信，都面临着技术路
线的选择、应用场景的突破。未来产业的
竞速也要求我们在打破常规、大胆探索的
同时，把问题当课题，在破解难题中填补空
白、突破卡点，找到适合的发展路线。

跌倒、爬起，持续试错、持续探索，背
后是长期的投入与坚持。

未来产业的发展要靠时间的沉淀，
格外需要以“耐心”去孵化那些看似遥远
却充满可能的创新。

以宇树科技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吸
引全球目光，背后是一个个“白手起家”的
创业团队被投资者看中，并长期加持；“祥
云”AS700载人飞艇成功首飞，依托的是中
航工业多年积累的技术基础，和深耕新兴
产业的魄力……一个个案例印证，在产业
向新的长跑中，坚持的力量多么可贵。

今天，未来产业已经成为科技角力
的主战场，前瞻布局是我们不容错失的
战略之举。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时不我
待谋划前沿技术、抢占发展先机，更要沉
下心来，“量身定制”产业规划和扶持政
策，精心打磨每个环节，建立健全容错机
制，重视人才培养，以长期主义浇灌未来
产业之花。

每一次产业跃迁，都是在磕绊摔打
中的成长。在未来的某一天回望，我们
会更加珍惜和感念机器人在这场“马拉
松”上略显笨拙却坚定的奔跑——它让
我们看见对过往“耐心”的证明和对科学
规律的尊重，也让我们坚信，路走对了，
就不怕远。

1973年，早稻田大学推出
世界第一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WABOT－1，每走一步需要 45
秒；本世纪初，日本本田公司发
布人形机器人 ASIMO（阿西
莫），能上下楼梯；2013年，美国
波士顿动力公司发布的人形机
器人Atlas运动能力惊人……

尽管出现过几次技术迭
代，但人形机器人行业一度陷
入沉寂，直到近年开始加速。
这是为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
人研究所名誉所长王田苗表
示，长期以来机器人开发以编
程为基础，2022年AI大模型问
世，能模拟人类的大脑，具有
泛化迁移等能力，推动人形机
器人这一新物种的发展。

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主任、浙江大学教授熊蓉表示，
传统机器人研究范式依赖对人
类运动肌理的数学建模。如今，
人们可通过大规模数据采集和
神经网络训练让机器人掌握更
多隐性知识，举一反三。

人工智能赋能机器人，也
是产业界的共识。多名受访
专家提到 2022年业内一个标
志性事件：特斯拉正式发布人
形机器人 Optimus（擎天柱）。
马斯克展示它在汽车工厂搬
运箱子、抓取金属棒的视频，
并表示将规模化生产。

清华大学机器人控制实
验室主任赵明国观察到，特斯
拉将汽车工业的供应链优势
引入机器人领域，大幅降低硬

件成本。
人形机器人主要由“大

脑”“小脑”和“本体”三部分协
同支配。以让人形机器人接
一杯水为例——要拆解指令、
识别环境、规划路径，就要求

“大脑”具备多层级决策能力；
要完成走、拿、倒、递等具体动
作，则需“小脑”精准控制。

今年以来亮相的一些产
品，展现了机器人关键技术的
提升。春晚表演的宇树机器
人，被认为“小脑发达”，展示
出很高的运动控制水平。北
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
的“慧思开物”平台，则试图构
建兼容多本体多场景、具有强
大泛化能力的通用软件系统。

业界认为，当下限制人形
机器人发展最大的瓶颈仍是“大
脑”。星海图人工智能联合创始
人、清华大学交叉信息学院助理
教授许华哲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具身智能的基础大模型。他以
做饭为例，描述理想中的机器人

“大脑”能达到的水平。
近来，人形机器人端茶倒

水、在葡萄上穿针等视频在社
交媒体广泛传播，不少人由此
认为：很快可以买一台机器人
当保姆了。多名业界专家对
此态度谨慎。

在冷晓琨看来，未来进入
家庭的人形机器人，必须像家电
一样便宜、像博士一样聪明。他
说，机器人的成本降低只是时间
问题，但怎么把AI智能运用到
本体上，是研究的难点。

加速因何而起？

推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大力量是新一代人工智能

人形机器人会在哪些领域率先应用？

服务特种领域需求，打造制造业典型场景等

速进化
未来的律动

记 者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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