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

一个占地不足2.5平米的大玻璃窗咖啡亭前，用户选一款咖啡下单，机器人50秒出餐，豆子是现磨的，奶泡绵密。 一个对汽车底盘进行焊接的车间，4台机器人协同作业，精确点焊，通过信息交互，保证其中一台机器人工作时另一台机器人不会进入它的安全区间。 在8月21日开幕的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来自169家企业的600多件机器人及机器人产业链产品集中展出，覆盖工业、服务、医疗、农业、应急救援等多类应用领域。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以“共育新质生产力，共享智能新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主办。 在8月22日至8月24日三天中，3天主论坛和26场专题论坛聚焦前沿技术、产业动向和创新成果，同期举办的还有2024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4世界机器人大赛，共吸引十余个国家的7000余支队伍、13000余名选手参赛竞技。

我国机器人产业“从小到大” ，如今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表示，截至2024年7月，中国持有的机器人相关有效专利超过19万项，占全球比重约三分之二。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密集活跃，机器人易用性及配置效率显著提升，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智能时代。 ”辛国斌在大会上表示。 机器人如何融入生产生活，服务更多应用场景，也是本次大会值得关注的主题。

●本报记者 杨洁 见习记者 郑萃颖

中国领跑工业机器人应用

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机器人第一大消费市场和生产大国。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主席玛丽娜·比尔（Marina� Bill）在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分享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数量2014年在全球应用总量中占比26%，而到2022年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53%。

从应用密度看，计算各国每万名工作者中的机器人数量，2022年密度最高的国家是韩国，每1万名雇员中有1012个机器人，随后是新加坡、德国、日本、中国。 中国的应用密度高于瑞典、瑞士、美国。 “我认为，在2023年或者到今年，中国会继续增长，可能进入前三。 ”玛丽娜·比尔表示。

在2024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上展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于酿酒、造车、仓储物流等不同产业。

北京京城智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智通酿酒生产线，就通过机器人技术帮助白酒企业提高产出效率。 京城智通研发车间主管孙荣宇告诉记者，该生产线于2015年在泸州老窖十万吨级智能酿酒车间投入应用，逐年更新迭代，如今加入了AI应用。 比如在机器人上甑环节，需要利用机器人视觉定位，精准地填充酒糟。 “上甑过程中蒸汽同步开启，哪里冒气了就去哪里添料，把这个位置补上，还原传统工艺中的‘见气上甑’ 。 ”孙荣宇说。

智能酿酒生产线运用智能行车、二维拌和、智能上甑、量质摘酒、智能摊晾、智能发酵监控、数字孪生技术，将单体酿造设备进行智能化集成，提高白酒酿造的生产效率、产量和质量，提高酒体稳定性。 据介绍，该产线已经在泸州老窖、古井贡酒、洋河、西凤酒、水井坊等酒企应用。 “由于大部分酒厂临近优质水源地，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招工困难限制了酒企的产量和发展。 产线可以将酒厂的人工成本节约70%以上，尤其在降低劳动者重工作强度方面，最高可以达到95%以上的重劳力减少。 ”孙荣宇介绍。

京城机电旗下企业配天机器人这次带来了几台不同应用场景的设备。 其中6台做着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的亮黄色机械臂，是其开发的小型桌面六轴工业机器人，特点是动作高速敏捷，精度高，主要用于手机、家电、电脑等3C电子产品的生产组装。

北京配天机器人华北区销售经理刘华忠介绍，该公司目前已经有1万台这样的机器人在工厂里工作。 其中应用于3C产品生产的机器人有五六千台。 “一台机器人可以使用10年。 这些机器人可以替代重复性的枯燥工作，并且工作节奏和精度一致，可以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并缓解了部分工厂招工难的问题。 ”刘华忠说道。

而在另一侧，4个巨大的机械手臂正在演示焊接汽车底座的工作。 此次机器人博览会上展出的造车机器人展台尤其令人瞩目，至少三家企业带来了汽车工业产业链上的机器人产品。 刘华忠告诉记者，“相比3C领域国产小型机器人的成熟应用，目前整车厂的国产机器人应用比例还很低，正处于国产机器人逐渐替代进口的过程，未来几年竞争会非常激烈。 ”

在 备 受 关 注 的 特 斯 拉 展 台 ， 今 年 特 斯 拉 带 来 其 最 新 版 的 人 形 机 器 人 Optimus 放 在 玻 璃 橱 窗 中 展 示 。 Optimus � Gen � 2 机 器 人 于 2023 年 12 月 正 式 发 布 ， 相 比 上 一 代 机 器 人 ， 行 走 速 度 提 升 了 30 % ， 十 个 手 指 也 “进 化 ” 出 感 知 和 触 觉 ， 既 可 以 轻 握 鸡 蛋 也 可 以 搬 运 沉 重 的 箱 子 。 据 介 绍 ， 最 近 ， 该 机 器 人 在 特 斯 拉 工 厂 内 尝 试 做 一 些 工 作 ， 例 如 借 助 视 觉 神 经 网 络 和 FSD 芯 片 ， 模 仿 人 类 的 操 作 进 行 电 池 分 拣 训 练 ， 预 计 明 年 将

会 有 超 过 1000 台 Optimus 机 器 人 在 工 厂 帮 助 人 们 完 成 生 产 任 务 。

应用潜力巨大

除了工业领域的应用，机器人在消费者可以感知的领域也有大量应用场景有待挖掘。 比如这次机器人博览会上展出了制作现磨咖啡、摊煎饼的机器人，以及可以从事展览讲解和知识普及的机器人等。

京东物流展示的自动驾驶智能配送车，结合了多模态前融合One� Model和360度视角BEV视觉One� Model技术，帮助保障运营车辆的行驶安全。 智能配送车和京东快递小哥协同工作，为消费者提供“最后一公里”和“最后100米”的末端配送服务。

京东物流智能驾驶机器智能工程师王博谦告诉记者，目前京东物流在全国有600多台投入使用的智能配送车，在即时配、快递等业务中，帮助优化了物流站点分布，并节省了中间路段的枯燥运送工作。

仿生机器 人品牌 EX机器人 这次带来 了今年 量产的 人形机 器人小柒 ，可以进 行智能 交互问答 ，已经在 国际大 型展会 、电子产品 销售 、景 区咨询 、商业展 厅等领域 应用。 还 有多模 态环境感 知机器 人，通过 整合视 觉感知模 型 、语言 感知模 型 、传感 器感知模 型 ，帮助 机器人 对物理世 界进行 多维感 知 。 还有 可以用于 儿童教 育的跃 迁机器 人产品，主 要应用 于智能 教学和儿 童陪伴 场景 。

杭州宇树 科技Unitree在 博览会 上首次展 出了轮 足机器 狗产品 。 这款机器 狗用轮 子做四 个足端 ，可 以快速 滑行、掉 头 、爬坡 、越过障碍 物 。 宇树 科技Unitree销 售总监 詹建忠告 诉记者 ，这款机 器狗最高 可以爬 上 70公分 的单节 台阶 ，目前 的负重 能力在 5公斤以 内 。 “目前产 品处于 科研探 索阶段 ，为 后面的 行业落 地提供 探索和经 验 。 预计 这款机 器人可 以在一些 有障碍 物的特 殊场景发 挥价值 。 ” 詹建忠 表示 。

在脑机产品展示区，博睿康科技展示了用于帮助判断患者大脑状态、情绪以及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康复产品。 可穿戴的脑电帽将穿戴者的大脑信号传送到脑电图机，根据解码获得的脑电信号，可以判断使用者的大脑活动状态。 博睿康产品经理王晓龙介绍，该产品应用领域日渐广泛，从癫痫诊断，到现在应用于抑郁症、老年痴呆等病症，公司已经与一些医院合作，关注人们的精神心理健康。

大力推进“机器人+”应用行动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也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领域。 而大力推进“机器人 +” 应用行动，因业、因地制宜推动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是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

2023 年 1 月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等 十 七 部 门 印 发《“机 器 人 + ” 应 用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 ， 目 标 到 2025 年 ， 制 造 业 机 器 人 密 度 较 2020 年 实 现 翻 番 ， 服 务 机 器 人 、 特 种 机 器 人 行 业 应 用 深 度 和 广 度 显 著 提 升 ， 机 器 人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能 力 明 显 增 强 。

辛 国 斌 在 世 界 机 器 人 大 会 开 幕 式 上 表 示 ， 中 国 已 连 续 11 年 成 为 全 球 最 大 工 业 机 器 人 市 场 ， 近 三 年 新 增 装 机 量 占 全 球 一 半 以 上 ， 制 造 业 机 器 人 密 度 达 到 每 万 名 工 人 470 台 ， 10 年 间 增 长 近 19 倍 ； 服 务 机 器 人 在 家 庭 服 务 、 医 疗 康 养 等 领 域 实 现 规 模 化 应 用 ； 特 种 机 器 人 在 空 海 探 索 、 应 急 救 援 等 领 域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 机 器 人 产 业 营 收 年 均 增 长 约 15 % 。

“中 国 机 器 人 产 业 起 步 较 晚 ， 还 存 在 正 向 设 计 能 力 薄 弱 ， 产 业 基 础 不 牢 ， 产 业 链 创 新 链 融 合 不 足 等 问 题 。 ” 辛 国 斌 指 出 ， 下 一 步 将 大 力 开 展 机 器 人 基 础 研 究 ，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 积 极 完 善 “机 器 人 + ” 应 用 体 系 ， 推 动 我 国 机 器 人 产 业 发 展 。

作 为 世 界 机 器 人 大 会 举 办 地 ， 北 京 将 全 力 打 造 全 球 机 器 人 产 业 高 地 。 北 京 市 委 常 委 、 副 市 长 靳 伟 介 绍 ， 去 年 北 京 机 器 人 产 业 总 收 入 超 200 亿 元 ， 企 业 数 量 超 400 家 ， 未 来 将 不 断 加 大 应 用 场 景 的 开 放 力 度 ， 全 面 实 施 百 项 机 器 人 新 品 工 程 和 百 种 应 用 场 景 的 示 范 工 程 ， 率 先 探 索 医 疗 、 养 老 、 园 林 、 农 业 、 应 急 等 领 域 的“机 器 人 + ” 应 用 示 范 模 式 。

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机器人第一

大消费市场和生产大国。国际机器人联

合会主席玛丽娜·比尔（Marina� Bill）

在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分享的一组

数据显示，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数量

2014年在全球应用总量中占比26%，而

到2022年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53%。

从应用密度看，计算各国每万名工

作者中的机器人数量，2022年密度最高

的国家是韩国， 每1万名雇员中有1012

个机器人，随后是新加坡、德国、日本、

中国。中国的应用密度高于瑞典、瑞士、

美国。“我认为，在2023年或者到今年，

中国会继续增长，可能进入前三。 ” 玛

丽娜·比尔表示。

在2024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上展出

的工业机器人，应用于酿酒、造车、仓储

物流等不同产业。

北京京城智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的智通酿酒生产线，就通过机器

人技术帮助白酒企业提高产出效率。京

城智通研发车间主管孙荣宇告诉记者，

该生产线于2015年在泸州老窖十万吨

级智能酿酒车间投入应用，逐年更新迭

代，如今加入了AI应用。 比如在机器人

上甑环节， 需要利用机器人视觉定位，

精准地填充酒糟。“上甑过程中蒸汽同

步开启， 哪里冒气了就去哪里添料，把

这个位置补上，还原传统工艺中的‘见

气上甑’ 。 ”孙荣宇说。

智能酿酒生产线运用智能行车、二

维拌和、智能上甑、量质摘酒、智能摊

晾、智能发酵监控、数字孪生技术，将单

体酿造设备进行智能化集成，提高白酒

酿造的生产效率、产量和质量，提高酒

体稳定性。 据介绍，该产线已经在泸州

老窖、古井贡酒、洋河、西凤酒、水井坊

等酒企应用。“由于大部分酒厂临近优

质水源地，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招工困

难限制了酒企的产量和发展。产线可以

将酒厂的人工成本节约70%以上，尤其

在降低劳动者重工作强度方面，最高可

以达到95%以上的重劳力减少。 ” 孙荣

宇介绍。

京城机电旗下企业配天机器人这

次带来了几台不同应用场景的设备。 其

中6台做着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的亮黄

色机械臂，是其开发的小型桌面六轴工

业机器人，特点是动作高速敏捷，精度

高，主要用于手机、家电、电脑等3C电子

产品的生产组装。

北京配天机器人华北区销售经理

刘华忠介绍， 该公司目前已经有1万台

这样的机器人在工厂里工作。其中应用

于3C产品生产的机器人有五六千台。

“一台机器人可以使用10年。 这些机器

人可以替代重复性的枯燥工作，并且工

作节奏和精度一致，可以满足企业的生

产需求，并缓解了部分工厂招工难的问

题。 ”刘华忠说道。

而在另一侧，4个巨大的机械手臂

正在演示焊接汽车底座的工作。此次机

器人博览会上展出的造车机器人展台

尤其令人瞩目，至少三家企业带来了汽

车工业产业链上的机器人产品。刘华忠

告诉记者，“相比3C领域国产小型机器

人的成熟应用，目前整车厂的国产机器

人应用比例还很低，正处于国产机器人

逐渐替代进口的过程，未来几年竞争会

非常激烈。 ”

在备受关注的特斯拉展台， 今年

特斯拉带来其最新版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放 在 玻 璃 橱 窗 中 展 示 。

Optimus� Gen� 2机器人于2023年12

月正式发布，相比上一代机器人，行走

速度提升了30%，十个手指也“进化”

出感知和触觉， 既可以轻握鸡蛋也可

以搬运沉重的箱子。 据介绍，最近，该

机器人在特斯拉工厂内尝试做一些工

作， 例如借助视觉神经网络和FSD芯

片， 模仿人类的操作进行电池分拣训

练，预计明年将会有超过1000台Op-

timus机器人在工厂帮助人们完成生

产任务。

中国领跑工业机器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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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脑力”“体力”升级

规模化应用前景受关注

●本报记者 杨洁

8月21日，在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由北京具身智

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工1.2� MAX” 首次公开亮相。在现

场数百位观众见证下， 身高173cm、 体重60kg的 “天工1.2�

MAX” 用双手抱起大会徽章，自主走上舞台中央，将会徽准确放

入启动台上。

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世界级大会现场展示长程任务能力。在

同期举办的展会上，跳舞、搬运、写书法、端咖啡、叠衣服……人形机

器人种种能力的展示也十分吸睛。不过，记者也发现，人形机器人产

业化应用的前夜可能要比各界想象得更长一些。例如，在展会上，相

当多的人形机器人 “表演” 时间有限， 时不时就需要吊在挂架上

“休息” 充电，或需要人工辅助给机器人的关节部位吹风扇散热。多

位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人形机器人在软硬件方面都还有问

题需要进一步突破。 如此来看， 人形机器人真正地大规模进工厂

“打工” ，仍尚需时日。

应用场景拓展

本届大会，人形机器人是一大亮点，有27家人形机器人整机厂

商参展，人形机器人也并非只是“花瓶” ，不少公司都呈现了人形机

器人在实际场景“动手干活” 的能力。

在展馆中，“天工” 机器人展示了应对多种复杂地面的通过能

力和奔跑能力。 北京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工程师韩刚告诉记

者：“面对一些沙地、 碎石地等会变化的地形， 或者叫非结构的地

形，我们的机器人不需要通过视觉的方式，而是能通过身体的体感，

比如脚的感觉，来‘闭着眼睛’ 走，如果受到磕碰，机器人也能下意

识地做出反应。 ”

这样的能力背后就有赖于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

“脑力” 加持。 “多模态大模型，不只是包括语言大模型，还包括视

觉、触觉等其他感觉的能力，能够训练机器人增强对外在世界的感

知和决策能力。 ” 韩刚介绍，北京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基于状

态记忆的预测型强化模仿学习方法， 将动力学方法的核心机理、人

类运动数据和强化学习方法有机融合，结合了动力学方法平稳性高

以及强化学习泛化性强的优点，从而实现了机器人拟人的行走奔跑

能力，并能够应对常见的复杂环境，完成任务。

就在本次大会前夕，8月19日， 曾把人形机器人产品价格打到

9.9万元的宇树科技， 进一步推出了拥有更强性能的人形机器人G1

量产版本。 宇树科技创始人兼CEO王兴兴说：“未来，人形机器人的

奔跑速度很有可能跑到10m/s以上，让超越博尔特成为可能。 目前

我们已在汽车工厂成功部署人形机器人进行搬运等工作，拓展其更

多应用场景。 ”

人工智能龙头企业科大讯飞也布局了人形机器人相关赛道，目

标是打造机器人的“大脑” ，推动机器人行业“脑力” 升级。 此次大

会，科大讯飞公布了大模型+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最新进展，整体

运动性能提升2倍，复杂任务拆解成功率超过95%，交互能力、运动

性能进一步提升。同时，讯飞机器人超脑平台已赋能420家机器人企

业，深度链接1.5万机器人开发者，与优必选、宇树科技、智元机器

人、银河通用等人形机器人企业达成广泛合作。

仍需突破功耗及成本等难题

不过，记者也发现，到了闭馆时分，秀了一天“花活” 的各个人

形机器人，也显露出“疲惫” ，它们要么吊在支架上、要么坐在椅子

上，总之很少能“好好站着” 。记者了解到，这种状态，其实是为了避

免机器人过于耗电，因为支撑几十公斤的“铁疙瘩” 保持双足站立

本身就是很耗电的一件事。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在很多细节问题

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猎豹移动董事长兼CEO、猎户星空董事长傅盛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表示，人形机器人或者双足机器人，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因此自己短时间内不太看好，“第一，稳定性问题，也就是容易摔倒

的问题。比如，如果人形机器人在产线上进行搬运工作，如果摔倒把

旁边的车砸了怎么办？或者旁边有个小孩，摔倒砸到怎么办？摔倒的

概率如果降得不足够低，人形机器人就根本没法用。第二，成本的问

题，为了满足机器人的双足行走，需要付出很多成本，比轮式机器人

可能贵不止一两倍。 第三，能耗的问题，当前，双足机器人站在那儿

就在消耗能量，所以真正能工作的时长是不够的。 ”

傅盛认为，人形机器人距离真正产业化应用还很远，甚至“五

年都看不到机会” ，“这是一个工业，需要一点点磨出来，这个‘磨’

的过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

韩刚认为：“在搬运、分拣等专业化的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目

前来看的确不如机械臂等专用机器人效率高，人形机器人未来会更

像一个管家的角色，因为它更通用，如果还能像人一样聪明，代替人

管理和使用很多设备工具，这其实是更有潜力的。 ”

即便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王兴兴也认

为，现阶段对机器人行业最大的限制仍然还是人工智能。 “AI还不

太够———AI模型、AI的训练数据集、AI的场景落地部署， 都远远不

够。 硬件层面，目前也是不够的，但不是一个最大的限制，这是工程

上的问题，时间是可以预估的，最大的问题仍然还是目前机器人AI

的能力还没有足够突破。 ” 王兴兴坦言。

从事谐波减速器业务的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绿的谐波也参与了

本次大会，公司展台工作人员表示，其谐波减速器产品可以应用在

机器人的关节旋转部位，“为了满足人形机器人的市场需求， 比如

轻量化、高扭矩、高集成度的要求，我们也带来一体化的关键模块产

品。 ” 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出货在工业机器人的领

域，但其认为：“随着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加快，所诞生出来的市场

需求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它的量级可能完全不是现在工业机器人能

够去相比的，也会进一步带动谐波减速器等关键零部件的规模制造

成本下降。 ”

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关村智友研究院院长王田苗

近日曾谈及人形机器人领域是否存在泡沫问题， 他表示，“泡沫

在颠覆式技术的发展中是需要的，因为它给人带来希望，给人带

来激情，给人带来各种资源的投入，从而会加速这方面的成果转

化、产品的应用。 ” 他认为，人形机器人创新企业穿越泡沫与调整

周期有两种路径，一是从具体商业需求出发，专注于某一细分领

域，通过“专精特新” 的发展路径，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寻求通用技术突破，整合上下游资源，实现更大的规模效益

和协同效应。

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器人+” 赋能千行百业

一个占地不足2.5平米的大玻璃

窗咖啡亭前，用户选一款咖啡下单，

机器人50秒出餐，豆子是现磨的，奶

泡绵密。 一个对汽车底盘进行焊接

的车间，4台机器人协同作业， 精确

点焊，通过信息交互，保证其中一台

机器人工作时另一台机器人不会进

入它的安全区间。 在8月21日开幕的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来自169家

企业的600多件机器人及机器人产

业链产品集中展出， 覆盖工业、服

务、医疗、农业、应急救援等多类应

用领域。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以“共育

新质生产力，共享智能新未来” 为主

题，由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机器人合

作组织主办。 在8月22日至8月24日

三天中，3天主论坛和26场专题论坛

聚焦前沿技术、 产业动向和创新成

果， 同期举办的还有2024世界机器

人博览会和2024世界机器人大赛，

共吸引十余个国家的7000余支队

伍、13000余名选手参赛竞技。

我国机器人产业“从小到大” ，

如今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产业的一支

重要力量。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表示，

截至2024年7月，中国持有的机器人

相关有效专利超过19万项，占全球比

重约三分之二。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演进， 全球机器人产业创

新密集活跃， 机器人易用性及配置

效率显著提升， 正以空前的广度和

深度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 推动人

类社会加速进入智能时代。 ” 辛国斌

在大会上表示。 机器人如何融入生

产生活，服务更多应用场景，也是本

次大会值得关注的主题。

●本报记者 杨洁 见习记者 郑萃颖

除了工业领域的应用，机器人在消

费者可以感知的领域也有大量应用场

景有待挖掘。 比如这次机器人博览会上

展出了制作现磨咖啡、 摊煎饼的机器

人，以及可以从事展览讲解和知识普及

的机器人等。

京东物流展示的自动驾驶智能配

送车，结合了多模态前融合One� Mod-

el和360度视角BEV视觉One� Model

技术， 帮助保障运营车辆的行驶安全。

智能配送车和京东快递小哥协同工作，

为消费者提供“最后一公里” 和“最后

100米”的末端配送服务。

京东物流智能驾驶机器智能工程

师王博谦告诉记者，目前京东物流在全

国有600多台投入使用的智能配送车，

在即时配、快递等业务中，帮助优化了

物流站点分布，并节省了中间路段的枯

燥运送工作。

仿生机器人品牌EX机器人这次带

来了今年量产的人形机器人小柒，可

以进行智能交互问答， 已经在国际大

型展会、电子产品销售、景区咨询、商

业展厅等领域应用。 还有多模态环境

感知机器人，通过整合视觉感知模型、

语言感知模型、传感器感知模型，帮助

机器人对物理世界进行多维感知。 还

有可以用于儿童教育的跃迁机器人产

品， 主要应用于智能教学和儿童陪伴

场景。

杭州宇树科技Unitree在博览会上

首次展出了轮足机器狗产品。 这款机

器狗用轮子做四个足端， 可以快速滑

行、掉头、爬坡、越过障碍物。 宇树科技

Unitree销售总监詹建忠告诉记者，这

款机器狗最高可以爬上70公分的单节

台阶， 目前的负重能力在5公斤以内。

“目前产品处于科研探索阶段，为后面

的行业落地提供探索和经验。 预计这

款机器人可以在一些有障碍物的特殊

场景发挥价值。 ” 詹建忠表示。

在脑机产品展示区，博睿康科技展

示了用于帮助判断患者大脑状态、情绪

以及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康复产品。可

穿戴的脑电帽将穿戴者的大脑信号传

送到脑电图机，根据解码获得的脑电信

号， 可以判断使用者的大脑活动状态。

博睿康产品经理王晓龙介绍，该产品应

用领域日渐广泛，从癫痫诊断，到现在

应用于抑郁症、老年痴呆等病症，公司

已经与一些医院合作，关注人们的精神

心理健康。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

明珠，也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的重要领域。 而大力推进“机器

人+” 应用行动，因业、因地制宜推动机

器人赋能千行百业，是机器人产业发展

的趋势和目标。

2023年1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十七部门印发《“机器人+” 应用行动

实施方案》，目标到2025年，制造业机

器人密度较2020年实现翻番，服务机

器人、 特种机器人行业应用深度和广

度显著提升， 机器人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辛国斌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

上表示， 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

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近三年新增装机

量占全球一半以上， 制造业机器人密

度达到每万名工人470台，10年间增

长近19倍； 服务机器人在家庭服务、

医疗康养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特

种机器人在空海探索、 应急救援等领

域发挥重要作用。 机器人产业营收年

均增长约15%。

“中国机器人产业起步较晚，还

存在正向设计能力薄弱， 产业基础不

牢，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不足等问题。 ”

辛国斌指出， 下一步将大力开展机器

人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

完善“机器人+” 应用体系，推动我国

机器人产业发展。

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地，北

京将全力打造全球机器人产业高地。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介绍，去年

北京机器人产业总收入超200亿元，

企业数量超400家， 未来将不断加大

应用场景的开放力度， 全面实施百项

机器人新品工程和百种应用场景的示

范工程，率先探索医疗、养老、园林、农

业、应急等领域的“机器人+” 应用示

范模式。

应用潜力巨大

大力推进“机器人+” 应用行动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杨洁 摄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博览会展示的机器人产品本报记者 杨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