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科幻到现实

人形机器人有望进入量产元年

本报记者 张兴旺

日前，深圳市众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形机器人众擎SE01在深圳街头行走的视频在网络刷屏。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了解到，2025年，优必选、乐聚等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已计划量产或者进入批量交付阶段。

机构认为，2025年，在行业龙头企业推动下，国内公司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业务，人形机器人有望进入量产元年，商业化落地可期。

众多企业积极布局新风口

1 月 20 日 ， 中 国 证 券 报 记 者 走 进 深 圳 市 众 擎 机 器 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只 见 公 司 门 前 摆 放 着两款机 器人模 型，研发 人员正 在调试。 众 擎 机 器 人 联 合 创 始 人 兼 市 场 营销负责人姚淇元表示，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众擎SE01解决了机器人的自然 步 态 难题，可以 走平、走 快、走稳 。

据介绍，众擎SE01身高170厘米，体重约为55公斤，整机共32个自由度，可实现上下蹲、俯卧撑、转圈走等动作。

众擎机器人公司员工接近50人，90%以上是研发人员，公司2023年10月创立以来，研发投入达到数千万元。 短短一年多，公司已经完成多轮融资，发布三款不同尺寸的机器人产品。 姚淇元说：“市场节奏很快，需求密集而多样。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投入资本，加快研发迭代产品和行业生态建设。 众擎多款机器人计划于2025年批量交付。 我们的目标是未来将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售价控制在2万美元-3万美元之间。 ”

阿里巴巴投资的人形机器人企业逐际动力也在近期取得了进展。 2024年12月底，逐际动力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测试视频曝光，展现了整机工程化升级，实现全身多关节协同大范围运动，完成一系列稳定、高动态的全身复杂动作。

中国信通院研报称，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成为继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后的新终端，形成新的万亿元级别市场。

人 形 机 器 人 的 广 阔 市 场 前 景 吸 引 众 多 企 业 布 局 。 在 国 内 市 场 ， 随 着 优 必 选 、 乐 聚 、 宇 树 科 技 、 傅 利 叶 、 智 元 机 器 人 、 众 擎 机 器 人 、 逐 际 动 力 等 企 业 入 局 ， 以 及 小 米 、 科 大讯飞 、广汽集 团 、小鹏汽 车等公 司加入 ，人形机 器人产品 层出不 穷 。 腾讯 、阿里 、百 度 、美团等 互联网 企业均 已投资人 形 机 器 人 项 目 ， 各 大 巨 头 都 不 想 错 过 下 一 个 万 亿 元 级 别 的 风 口 。

华为布局具身智能多年，围绕具身大模型积极布局相关根技术以及进行产业创新赋能，并已与超百家企业共同搭建了具身智能生态圈。 2024年11月，华为（深圳）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中心正式运营；华为与乐聚、大族机器人、拓斯达、中坚科技、中软国际、禾川人形机器人、兆威机电等16家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当前，汽车企业正在积极抢占人形机器人产业新赛道。 2024年12月，广汽集团推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GoMate。 这是一款全尺寸的轮足人形机器人，全身拥有38个自由度。 理想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想表示，公司未来也将做人形机器人。 长安汽车表示，公司计划2027年前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

进入量产交付阶段

人形机器人正在从科幻走进现实。 据了解，有些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已准备量产或者进入批量交付阶段。 民生证券研报称，特斯拉、英伟达、华为等海内外龙头企业正在加速入局，人形机器人产业合力正在形成，2025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

2025年1月初，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斯拉计划在2025年生产数千台Optimus人形机器人，并在工厂进行初步测试。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量将提高至2025年产量的10倍，目标是生产5万台至10万台人形机器人。

2025年1月17日，乐聚第100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交付北汽越野车。 乐聚表示，这标志着乐聚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已迈入批量交付的新阶段。 乐聚董事长冷晓琨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做出来，还要卖出去，实现商业化落地。 哪家企业能先量产，先进入各个工业场景，就可能在竞争中胜出。

1月中旬，据优必选透露，公司的工业人形机器人Walker� S系列已收到车厂超过500台的意向订单，目前正处于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 在比亚迪汽车工厂，优必选Walker� S1第一阶段实训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相关优化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预计在二季度具备规模化交付条件。

1月初，智元机器人表示，公司通用具身机器人累计下线1000台，其中，双足人形机器人达到731台。

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展，广汽集团计划2025年实现自研零部件批量生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并率先在广汽传祺、埃安等主机厂车间生产线和产业园区开展整机示范应用；2026年将实现人形机器人GoMate整机小批量生产，并逐步扩展至大规模量产。

国信证券认为，在行业龙头企业推动下，国内公司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业务，商业化落地可期。

仍处于产业化初期

国泰君安证券认为，国内外人形机器人企业纷纷推出各自产品，加快人形机器人产业化进程。 从供应链角度看，除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外，应重点关注电机、减速器、传感器等在内的人形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公司。

2025年1月初，激光雷达头部企业速腾聚创首次展示自研的人形机器人整机。 立足于整机，速腾聚创将聚焦于机器人的视觉、触觉、关节三类增量零部件领域，为机器人行业赋能。 此前，速腾聚创首席执行官邱纯潮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机器人核心组件，以激光雷达为代表的3D感知传感器有望迎来爆发性增长，机器人行业将成为公司重要增长引擎。

湘财证券研报称，人形机器人产业目前尚处于产业化初期，面临着生产成本高昂、应用场景有限等诸多制约因素。 不过，以特斯拉、优必选为代表的国内外人形机器人厂商已经崭露头角，逐步在人机交互、环境感知、运动控制这三大核心能力方面取得突破，使得人形机器人未来覆盖更多场景成为可能。

记者了解到，优必选已经与东风柳汽、吉利汽车、一汽-大众青岛分公司、奥迪一汽、比亚迪、北汽新能源、富士康等企业合作。 优必选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优必选工业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车厂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实训，在关节的稳定性、整机结构的可靠性、电池的续航、软件系统的稳定性、定位导航、运动控制等核心技术上有比较大的能力提升，解决了工业场景中人形机器人算法和软件系统稳定性等技术难题，从而让人形机器人能够快速适配分拣、车辆组装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

中国信通院研报称，目前人形机器人的价格仍在几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之间，需在工业装备领域重点发力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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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密集调研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公司

●本报记者 张兴旺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5年

1月以来，机构密集调研兆威机电、汉威

科技、震裕科技、祥鑫科技、均普智能、

软通动力等十余家人形机器人产业链

公司。

产业链公司积极布局

2025年1月以来，招商基金、中银基

金、民生证券、国金证券、高盛证券等74

家机构调研兆威机电。兆威机电表示，公

司长期看好机器人行业的未来发展前

景， 并将其确立为公司的重要业务发展

方向之一。目前，公司组建了相应的技术

与销售团队，人员覆盖结构、传动、电机、

电控等领域， 专注于机器人相关产品及

部件研发。

博时基金、淡水泉投资、高毅资产、

工银瑞信、广发基金等49家机构调研汉

威科技。在接受机构调研时，汉威科技表

示，公司高度重视具身智能领域的发展，

围绕具身智能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工

作，截至目前能够提供涵盖触觉、嗅觉、

红外视觉等一系列传感器解决方案。 下

一步， 公司还将继续加码前端感知技术

和AI技术创新，通过AI赋能与感知相结

合，打造真正柔性智能传感器，为具身智

能发展提供更加成熟、可靠的解决方案。

东方证券、中银基金、长江证券、平

安基金等12家机构调研震裕科技。 在接

受机构调研时，震裕科技表示，机器人产

业需要大量精密零部件， 在材料、 热处

理、制成工艺、专用设备开发、装配及精

度要求上和公司精密模具的制造具有很

多技术共源性。

1月14日至16日，天风证券、东北证

券、东方财富等机构调研祥鑫科技。在接

受机构调研时，祥鑫科技表示，人形机器

人是公司未来重要的战略布局方向之

一。公司能够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为客

户提供从模具到结构件的产品整体解决

方案。

中信证券、湘财基金、易方达基金

等6家机构近期调研均普智能。 均普智

能表示，2023年公司就成立了全资子公

司来独立发展机器人业务，重点发展人

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行业的软硬件产

品。 公司认为人形机器人产品的完善需

要长期、大量的投入。 公司一方面加大

在机器人本体设计制造领域的研发，推

动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中落地应用；

另一方面积极和行业优秀公司团队合

作，在机器人核心零部件领域深入探讨

产业化方向。

仍处于战略投入期

软通动力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

公司将人形机器人作为重要的战略方

向，聚焦人形机器人场景应用，持续投入

研发。 1月16日，公司子公司软通天擎机

器人公司发布了旗下首款交互与教育双

足机器人天鹤C1，定位科研教育和交互

服务场景。

震裕科技表示， 人形机器人行业还

处于从0到1的起步阶段，公司机器人组

件及精密零部件产品都处于投入期，近

期营收和利润规模均相对较小， 预计对

公司业绩贡献度很小。 公司虽然看好新

兴领域的中长期发展， 但行业发展和业

务拓展也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

兆威机电称， 未来公司将持续聚

焦于灵巧手产品及其关键部件领域，

强化在关键技术和平台产品方面的研

发投入，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此外，

公司将继续加强与科研机构、优秀企业

在算法、 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交流，联

动上下游资源； 联合生态圈合作伙伴，

积极拓展机器人在智能制造中的场景

应用。

金力永磁在机构调研时表示， 人形

机器人是未来高性能钕铁硼磁材重要需

求增长点之一，公司把握时代潮流，正积

极配合世界知名客户人形机器人用磁组

件的研发，并且陆续有小批量交付，但现

阶段对公司收入和盈利影响甚微。

“国补” 扩围

手机产业链迎利好

●本报记者 张兴旺

1月20日起，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等产品，可

享受到国家补贴。业内专家表示，“国补”扩围至手机等行业，具有正

向引导作用，将激发消费者的换机欲望，提振手机厂商产品销量，对

手机产业链公司带来利好。

机构认为，“国补” 政策落地，叠加AI、功能创新等因素推动，消

费者换机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品牌厂商、零部件公司有望受益。

降低购机成本

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印发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

环）购新补贴实施方案》明确，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

手表（手环）3类数码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可享

受购新补贴。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比例为减去生产、流通

环节及移动运营商所有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件最高不

超过500元。

1月20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实探深圳华强北苹果、华为、小米、

vivo、OPPO、荣耀等手机厂商体验店，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当日，

消费者购买手机等产品可以享受“国补” 。

荣耀表示，公司旗下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按产品销售

价格的15%给予补贴。 以荣耀Magic7系列部分版本手机为例，消费

者最多可以享受700元的补贴优惠，其中包括500元的“国补” 和最

高200元的荣耀年货节补贴。

OPPO表示，1月20日起， 购买6000元以下OPPO及一加手机、

平板、智能手表全系列产品，可享受15%补贴，最高优惠500元；此

外，OPPO� Find� X8系列、一加13系列叠加OPPO新春优惠，最高优

惠800元。

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消费电子

产品有较强的需求弹性，消费门槛相对较低，补贴政策能够覆盖更为

广泛的消费群体。 平安证券认为，补贴有利于降低消费者购机成本，

刺激消费者的购机需求。

在深圳华强北苏宁易购门店，销售人员表示，128GB版本的i-

Phone16原价5999元，门店补贴优惠800元，再减去500元“国补” ，

到手价4699元。 交银国际研报称，苹果部分机型、其他手机厂商大

部分机型可以参与补贴，此次“国补” 扩围，有望拉动消费电子市

场需求。

荣耀方面称，“国补” 政策2025年扩围，对智能终端厂商而言，

是一次机遇。 通过国家政策补贴，以高质量供给引导有效需求，能够

延续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连续复苏态势，带来新一轮市场增长。

OPPO方面认为，“国补” 政策将有效刺激消费者的购机需求，

公司要通过技术创新在供给端给市场提供更多好产品。

推动手机市场增长

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称，2024年，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迎来复

苏，出货量达到2.85亿台，同比增长4%。展望2025年，兴业证券认为，

“国补” 政策有望拉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销量增长。 国盛证券研报

称，“国补” 政策实施，降低消费者购买手机成本，叠加诸多AI新品

推出，能够大幅提升消费者更新换代的积极性，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需

求有望增长。

世纪证券认为，“国补” 政策落地，有望推动国内消费电子行业

景气度上行。 江海证券预计，未来智能手机在消费补贴与AI加速渗

透的双轮驱动下，出货量将持续保持增长。

vivo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胡柏山对“国补” 带来的影响持

乐观态度。 胡柏山说：“我们认为智能手机在未来一年的销售曲线将

会得到一定的改变，总量也许略有增加。但市场的长远表现还是需要

看整体换机周期和技术变革趋势等综合因素。 ”

荣耀方面认为，随着消费电子市场需求被进一步激活，公司更需

要借助“国补” 带来的转型窗口期，在抓住短期政策红利的同时，加

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锻造自身长期发展的内生动力和

核心竞争力。

Canalys认为，“国补” 政策为中国智能市场2025年的发展打下

基础，终端厂商已陆续开展渠道和供应的前期准备工作。 Canalys预

测，2025年，补贴政策将推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增长，出货量

预计超过2.9亿部。

产业链公司有望受益

苹果、三星、华为、小米、vivo、OPPO、荣耀等终端厂商积极布

局端侧大模型，推动AI手机迭代发展。 2024年四季度，华为、小米、

vivo、OPPO、 荣耀等终端厂商密集发布旗舰AI手机新品。 华为

Mate70系列、 小米15系列、vivo� X200系列、OPPO� Find� X8系

列、荣耀Magic7系列等旗舰机型均搭载AI相关功能，加速AI端侧

普及。

此外， 华为Nova13系列、OPPO� Reno13系列等中端手机产品

也搭载AI功能。 随着AI功能普及至中端手机，有望推动AI手机渗透

率快速提升。中原证券称，从2025年起，AI手机将从高端机型逐渐普

及至中端机型，反映出生成式AI作为更普适的先进技术渗透到整个

智能手机市场的趋势。

中原证券研报称， 补贴政策有望刺激消费电子市场需求。 随着

AI对智能终端市场各领域的深入影响，智能手机将成为推动AI进入

到千家万户的终端设备。 智能手机搭载生成式AI，有望带来焕然一

新的用户体验，或加速手机产品更新迭代。

招银国际研报认为，2025年AI应用在手机端落地将进一步推动

换机周期到来， 预计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同比增长3%至

12.5亿台。

华南某手机产业链公司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国补” 扩

围，给手机产业链公司带来利好。 阳谷华泰在互动易平台表示，国家

加大消费电子补贴，有利于微电子领域、显示领域相关产品的销售，

有利于相关基础材料产品的销售增长。

华映科技表示，公司主要生产中小尺寸显示面板、显示模组，产

品主要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工业控制屏等领域。若政

府补贴政策可以提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

销量，将对公司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欧菲光表示，公司积极把握行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充分利用自

身多年技术积累，坚持以自主创新引导技术产业化升级，持续进行研

发投入。公司各条产品线均在有序生产，并按客户订单预期及时备货

供货。

众多企业积极布局新风口

1月20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进深

圳市众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只见

公司门前摆放着两款机器人模型，研发

人员正在调试。 众擎机器人联合创始

人兼市场营销负责人姚淇元表示，公司

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众擎SE01解决了机

器人的自然步态难题，可以走平、走快、

走稳。

据介绍，众擎SE01身高170厘米，体

重约为55公斤， 整机共32个自由度，可

实现上下蹲、俯卧撑、转圈走等动作。

众擎机器人公司员工接近50人，

90%以上是研发人员，公司2023年10月

创立以来，研发投入达到数千万元。短短

一年多，公司已经完成多轮融资，发布三

款不同尺寸的机器人产品。 姚淇元说：

“市场节奏很快，需求密集而多样。我们

希望通过不断投入资本， 加快研发迭代

产品和行业生态建设。 众擎多款机器人

计划于2025年批量交付。 我们的目标是

未来将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售价控制在

2万美元-3万美元之间。 ”

阿里巴巴投资的人形机器人企业逐

际动力也在近期取得了进展。 2024年12

月底， 逐际动力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测试

视频曝光，展现了整机工程化升级，实现

全身多关节协同大范围运动， 完成一系

列稳定、高动态的全身复杂动作。

中国信通院研报称， 人形机器人未

来有望成为继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新能

源汽车后的新终端， 形成新的万亿元级

别市场。

人形机器人的广阔市场前景吸引

众多企业布局。 在国内市场，随着优必

选、乐聚、宇树科技、傅利叶、智元机器

人、 众擎机器人、 逐际动力等企业入

局，以及小米、科大讯飞、广汽集团、小

鹏汽车等公司加入，人形机器人产品层

出不穷。 腾讯、阿里、百度、美团等互联

网企业均已投资人形机器人项目，各

大巨头都不想错过下一个万亿元级别

的风口。

华为布局具身智能多年， 围绕具身

大模型积极布局相关根技术以及进行产

业创新赋能， 并已与超百家企业共同搭

建了具身智能生态圈。 2024年11月，华

为（深圳）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中心

正式运营；华为与乐聚、大族机器人、拓

斯达、中坚科技、中软国际、禾川人形机

器人、兆威机电等16家企业签署了战略

合作备忘录。

当前， 汽车企业正在积极抢占人形

机器人产业新赛道。 2024年12月，广汽

集团推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具身智能

人形机器人GoMate。 这是一款全尺寸

的轮足人形机器人，全身拥有38个自由

度。 理想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想

表示，公司未来也将做人形机器人。长安

汽车表示，公司计划2027年前发布人形

机器人产品。

从科幻到现实

人形机器人有望进入量产元年

日前， 深圳市众擎机

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形

机器人众擎SE01在深圳街

头行走的视频在网络刷

屏。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

了解到，2025年，优必选、

乐聚等企业的人形机器人

已计划量产或者进入批量

交付阶段。

机构认为，2025年，

在行业龙头企业推动下，

国内公司加速布局人形机

器人业务， 人形机器人有

望进入量产元年， 商业化

落地可期。

● 本报记者 张兴旺

仍处于产业化初期

国泰君安证券认为，国内外人形机

器人企业纷纷推出各自产品，加快人形

机器人产业化进程。 从供应链角度看，

除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外，应重点关注

电机、减速器、传感器等在内的人形机器

人关键零部件公司。

2025年1月初， 激光雷达头部企业

速腾聚创首次展示自研的人形机器人整

机。 立足于整机，速腾聚创将聚焦于机

器人的视觉、触觉、关节三类增量零部件

领域，为机器人行业赋能。 此前，速腾聚

创首席执行官邱纯潮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机器人核心组件，以

激光雷达为代表的3D感知传感器有望

迎来爆发性增长，机器人行业将成为公

司重要增长引擎。

湘财证券研报称，人形机器人产业

目前尚处于产业化初期，面临着生产成

本高昂、应用场景有限等诸多制约因素。

不过，以特斯拉、优必选为代表的国内外

人形机器人厂商已经崭露头角，逐步在

人机交互、环境感知、运动控制这三大核

心能力方面取得突破，使得人形机器人

未来覆盖更多场景成为可能。

记者了解到，优必选已经与东风柳

汽、吉利汽车、一汽-大众青岛分公司、

奥迪一汽、比亚迪、北汽新能源、富士康

等企业合作。 优必选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优必选工业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车

厂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实训，在关节的稳

定性、整机结构的可靠性、电池的续航、

软件系统的稳定性、定位导航、运动控制

等核心技术上有比较大的能力提升，解

决了工业场景中人形机器人算法和软件

系统稳定性等技术难题，从而让人形机

器人能够快速适配分拣、车辆组装等一

系列复杂的工作。

中国信通院研报称，目前人形机器人

的价格仍在几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之间，需

在工业装备领域重点发力以降低成本。

进入量产交付阶段

人形机器人正在从科幻走进现实。

据了解， 有些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已准备

量产或者进入批量交付阶段。 民生证券

研报称，特斯拉、英伟达、华为等海内外

龙头企业正在加速入局， 人形机器人产

业合力正在形成，2025年有望成为人形

机器人量产元年。

2025年1月初，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马斯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特斯拉计

划在2025年生产数千台Optimus人形

机器人，并在工厂进行初步测试。如果一

切进展顺利，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量将

提高至2025年产量的10倍，目标是生产

5万台至10万台人形机器人。

2025年1月17日，乐聚第100台全尺

寸人形机器人交付北汽越野车。 乐聚表

示， 这标志着乐聚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已

迈入批量交付的新阶段。 乐聚董事长冷

晓琨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做出来，还要卖出

去， 实现商业化落地。 哪家企业能先量

产，先进入各个工业场景，就可能在竞争

中胜出。

1月中旬，据优必选透露，公司的工

业人形机器人Walker� S系列已收到车

厂超过500台的意向订单， 目前正处于

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 在比亚迪汽车

工厂， 优必选Walker� S1第一阶段实训

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 相关优化工作还

在持续进行中， 预计在二季度具备规模

化交付条件。

1月初，智元机器人表示，公司通用

具身机器人累计下线1000台， 其中，双

足人形机器人达到731台。

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展， 广汽集团计

划2025年实现自研零部件批量生产，以

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并率先在广

汽传祺、 埃安等主机厂车间生产线和产

业园区开展整机示范应用；2026年将实

现人形机器人GoMate整机小批量生

产，并逐步扩展至大规模量产。

国信证券认为， 在行业龙头企业推

动下， 国内公司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业

务，商业化落地可期。

优必选人形机器人WALKER� S1在比亚迪汽车工厂实训 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