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4 月 26日 星期五9 关 注

近期，人工智能（AI）+机器人赛道广受

关注。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开发者大会上

表示，构建人形机器人大模型，已经是 AI 领

域中最激动人心的赛道之一。去年 12 月 29

日，在人形机器人整机制造商优必选的上市

仪式上，公司 CEO 与其最新工业版人形机器

人 Walker S 一同敲响开市锣。

在产业资本争相布局、生成式 AI 大模型

技术持续迭代升级的背景下，人形机器人何

时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加快进入智能时代

人形机器人的诞生可追溯至上世纪 70

年代。在其发展的 50 余年中，囿于成本高

企、商业化难度大等问题，人形机器人关注度

并不高。

2022 年 ，特 斯 拉 推 出 的“ 擎 天 柱 Opti-

mus”双足人形机器人受到资本和产业链的

广泛关注。2023 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通

用人工智能革命，让人们从原先更多关注人

形机器人的运动功能，到开始真正相信人形

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未来。

回看来时路，人形机器人这条长坡厚雪的

赛道上从不缺少开拓者。从简单的结构驱动

到关节驱动，再到完成跑步、转弯、识别特定人

群面孔系统的高度集成，直到如今能发挥“自

主”决策等功能的高动态运动阶段，早稻田大

学 WABO、本田 ASIMO、波士顿动力 Atlas、特

斯拉 Optimus、小米 CyberOne“铁大”、优必选

Walker S等产品，不断拓展着技术的边界。

据了解，具身智能，即跳出传统算法模型仅

对计算机虚拟信息的处理，与现实物理世界进

行交互。深创投创新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机

械学博士尤翔宇认为，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

的最好载体。相较于传统的机械臂与机器狗，人

形机器人不仅可移动，而且具有类人的体态，能

做出更贴近人类的交互，具备更好的通用性。

尤翔宇表示，梳理人形机器人产业技术

发展脉络，主要有底层硬件、运动控制和具身

智能 3 条路线。底层硬件和运动控制是机器

人原有的基础技术，搭载 AI 大模型的具身智

能技术则是最新的产物，也是人形机器人最

富有想象空间的地方。

中金公司认为，通用机器人需要“智能”

与“机体”的有机结合，人形机器人或是最终

答案。人形智能机器人基于通用型算法，通过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 GPT 大语言模型，具备自

主学习、规划、决策、执行的智能化属性，可适

用于多个场景。远期看，人形机器人和 AI 互

相促进形成飞轮效应，有望加速具身智能时

代的到来。

产业链协同发展

在 优 必 选 的 展 厅 ，在 上 市 仪 式 中 递 锣

槌 的 熊 猫 机 器 人 优 悠 ，此 刻 正

“热情”地向记者伸出手来。在

触 摸 到 优 悠 手 部 虎 口 位 置 时 ，

会明显感觉到一股迅速收紧的

握 力 。 优 必 选 负 责 人 介 绍 ，优

悠可通过传感器判断人手是收

紧 还 是 松 开 的 状 态 ，再 选 择 牵

手 还 是 松 手 。 而 在 听 到 记 者

“口渴”的指令后，优悠立刻转向旁边的柜

子，取出一瓶可乐，走前还不忘“细心”地检

查柜门是否关好。最后，优悠还表演了打

太极、比心等“绝活”。

松禾资本合伙人冯华表示，松禾资本多

年前便开始关注并投资人形机器人整机和零

部件龙头企业。他相信，未来几乎每个家庭

都会有一台机器人，就像现在每个人都有手

机一样。

事 实 上 ，今 年 人 形 机 器 人 的 融 资 确 实

火 热 。 1 月 份 ，星 动 纪 元 宣 布 完 成 超 亿 元

的天使轮融资；宇树科技在 2024 年春节前

完成了 B2 轮融资，融资额近 10 亿元；智元

机 器 人 自 去 年 2 月 份 成 立 以 来 ，已 马 不 停

蹄 拿 下 6 轮 融 资 ，红 杉 中 国 、高 瓴 创 投 均

参投。

资本的投入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繁荣。

以聚焦机器人视觉与 AI 视觉的奥比中光为

例，在公司展台最醒目的地方，陈列着多款机

器人深度相机和激光雷达。据了解，优必选

Walker S 就 用 上 了 奥 比 中 光 的“ 机 器 人 之

眼”，引导本体完成了人机协同的上市敲锣

仪式。

“人形机器人需要像人一样自主移动、识

别和交互，对 3D 视觉有直接且必要的需求。”

奥比中光技术人员表示，目前，企业基于自主

研发，已推出适用于不同场景的视觉传感器，

让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从室内空间拓展到环境

复杂度更高的户外场景。据了解，公司未来

还计划针对人形机器人设计更适配的视觉感

知方案，比如，在机器人手部区域设计更精细

的“eye in hand”相 机 ，使 其 更 全 面 地 感 知

世界。

产 业 上 游 发 展 如 火 如 荼 之 际 ，人 形 机

器 人 的 应 用 场 景 也 加 速 试 水 。 前 有 优 必

选 Walker S 进 蔚 来 工 厂“ 打 工 ”，后 有 海

尔、乐聚机器人推出国内首款面向家庭场

景 的 服 务 通 用 人 形 机 器 人 。 这 款 人 形 机

器 人 已 进 入 家 庭 ，尝 试 学 习 与 执 行 洗 衣 、

浇 花 、插 花 、晾 衣 服 等 任 务 。 此 外 ，在 巡

检、医疗护理、教育娱乐等领域，也均有机

器人厂商入局。

优 必 选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未 来 ，公 司

将聚焦人形机器人的三大应用场景，包括

工 业 制 造 、商 用 服 务 和 家 庭 陪 伴 。 其 中 ，

智 能 制 造 将 成 为 人 形 机 器 人 首 个 大 规 模

应用的领域，把人从重复性的劳动中解脱

出来。

某人形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希望科技能将更多的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

来，让更多的想象力发散到更广阔的地方，去

拓展世界的边界。

仍需爬坡过坎

赛道火热的同时，人形机器人产业化面

临的问题也备受关注。

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靓表示，产业

基础技术仍需各方集中攻关。芯片、高端传

感器、高精度伺服电机、精密减速器等底层技

术与世界领先水平差距较大，面临“卡脖子”

的风险。

而就支撑具身智能的 AI 大模型，目前也

尚未有公司能成熟应用于人形机器人之上。

某业内人士向记者解释，AI 大模型的应用涉

及一个比较长的逻辑链条，包括理解语言、转

化指令以及协调躯体执行动作，需要不断调

试。此外，过去的机器人是就已经写好的程

序去执行，而在 AI 大模型下则强调机器人的

自主反应和决策，如何保证安全，也是一个新

问题。

高价值应用场景仍需进一步探索。目前

人形机器人市场的规模效应仍未显现，成本

依旧高昂。事实上，这是行业面临的共性问

题，包括日本软银、波士顿动力等公司，都为

这个问题苦恼。

对此，梁靓建议，一是加快推动应用场景

先行先试，鼓励重点行业和地区主动探索开

放应用场景，开拓新模式、新服务、新业态；二

是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产业协同机制，探索以

应用场景牵引创新产品孵化的模式；三是发

挥好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等产业平台的优

势，以人形机器人大赛为载体，推动建设产业

链上下游深度融合、各方融通发展的良好产

业生态。

近 年 来 ，国 家 对 人 形 机 器 人 的 重 视 程

度 不 断 提 高 。 去 年 11 月 份 ，工 信 部 发 布

《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围绕构

建人形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创新体系的总体

目 标 ，重 点 从 突 破 关 键 技 术 、培 育 重 点 产

品、拓展场景应用、营造产业生态、强化支

撑 能 力 5 个 方 面 入 手 ，部 署 了 3 个 专 栏 14

项重点任务，对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

的系统性创新、工程化推进和产业化落地

作出了科学筹划。

在技术壁垒高、短期内看不到实际回报

的前提下，为什么还要坚持做人形机器人？

尤翔宇说，人形机器人是最易被人类接纳的

机器形态。即使不知多久才能看到彼岸，也

总需要有人照常拉起船帆。

人形机器人何时走入百姓家

□ 证券日报记者 刘 钊 刘晓一

今年春招季，有求职者发

现 不 少 企 业 在 招 聘“ 共 享 员

工”。“共享员工”的话题也再次

引发关注。

“共享员工”模式并非新生

事物。疫情期间，此类用工模

式就被运用于餐饮、物流等行

业。不同于传统用工模式，“共

享员工”不再和企业签订固定

合同，而是与不同企业不同项

目进行短期合作。

有 赞 成 者 认 为 ，“ 共 享 员

工”能为公司省下高昂的人力

成本，且用工更加灵活，值得提

倡。有反对者认为，“共享员

工”实质上就是用工外包，劳动

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

同。对一些企业来说，因为业务量时多时少，招录正式员

工 成 本 又 较 高 ，采 用 灵 活 用 工 方 式 能 很 好 解 决 成 本 问

题 。 同 时 ，一 些 劳 动 者 也 有 灵 活 就 业 需 求 ，两 者 一 拍

即合。

但是，也有劳动者担心，在“共享员工”模式下，因为用

工主体更加多元，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责任归属不确定，由

此带来劳动关系认定风险、工伤责任赔偿风险、社保缴纳风

险等问题。

“共享员工”作为一种新的用工模式，是适应当前就业

形势的。如果新模式规则清晰、运用得当，不仅能为企业降

低成本，为灵活就业人员带来更多机会，也能为劳动者权益

保障提供更多实践。

促进“共享员工”模式规范发展，首先要明晰法律定

义。“共享员工”的用工模式与目前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存

在一定差异，且尚无明确的法律定义和可以援引的政策文

件。因此，要加快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给“共享员工”明确

的定义，从法律层面保障劳动者权益。

其次还要明确雇主责任。不同于劳务派遣只需要签订

派遣服务协议和劳动合同，“共享员工”通常需要签订三方

协议，即输出方、输入方以及劳动者就劳动力输出订立三方

协议。在协议中，需要对雇主责任进行明确划分，以免后期

互相“踢皮球”。

也要注意，在三方协议中，作为个人的劳动者容易处

于劣势地位。因此，相关部门应结合新用工形态，指导相

关企业在签订“共享员工”协议时，详细约定工作时间、地

点、内容、休息、劳动保护条件、劳动报酬标准和支付时间

与方式、工伤责任划分和补偿办法等，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关系。

此外，相关部门要指导开展共享用工企业建立健全内

部劳动纠纷协商解决机制，与劳动者依法自主协商化解劳

动纠纷。同时也要加强巡查监管，加大对涉及共享用工劳

动争议的处理力度，创新仲裁办案方式，做好调裁审衔接，

及时处理因共享用工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

做好

﹃
共享员工

﹄
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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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享 员 工”作

为 一 种 新 的 用 工 模

式 ，促 进 其 规 范 发

展，还应明晰法律定

义 ，明 确 雇 主 责 任 ，

建 立 健 全 内 部 劳 动

纠纷协商解决机制。

近期，强降雨不断影响江南、华南地区。监

测显示，4 月 19 日以来，广东肇庆、清远、韶关、广

州、惠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达 400 毫米至 519

毫米。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志海表示，4 月

以来，华南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 倍以上，为

1961 年以来历史第二多。

近期南方降雨为何偏多偏强？中央气象台

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解释，这主要是因为 4 月以

来，副热带高压比常年同期偏强，有利于南海和

孟加拉湾水汽向南方地区输送；与此同时，高原

槽和南支系统活跃，导致南方地区强降水过程频

繁、降水持续时间偏长。另外，江南、华南等地气

温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大气含水量丰富、不稳

定能量高，也导致对流发展旺盛、降雨强度高。

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多地累计降水量突破 4 月

历史纪录。

接下来，南方降水走势如何？中央气象台预

计，4 月 24 日至 26 日，江南、华南及贵州中东部等

地将出现强降水，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贵

州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此次过程的降水中心

位于广西中北部至广东中部一带，局地累计降

水量可达 250 毫米至 300 毫米。最强降水时段

在 4 月 25 日，其中，4 月 24 日 8 时至 25 日 8 时，贵

州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

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可达 100 毫

米至 120 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分析，4 月 27 日

至 28 日，南方地区仍有降雨，江南南部和东部、华

南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仍有大雨或暴雨，局

地有大暴雨。4 月 29 日至 30 日，江汉、江淮、江南

及华南中北部等地还将有一轮较强降水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4 月 24 日至 26 日降水过程与

19 日至 22 日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尤其是广东中

北部、广西东北部的降水落区重叠度很高，降水量

较大。广东北江、东江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高，

降水导致水位上涨，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中小河

流或水库可能出现险情。

对此，马学款提示，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

强降水过程多、局地雨强大，并可能伴有风雹天

气，公众需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

警信息，在强降水时段减少外出，避免在山涧、河

道等低洼地带逗留，注意防雨防雷电，防范山洪、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相关部门要注意

城市低洼地带及时排水，加固户外设施，防范强风

对临时搭建物、高空作业装置和人员、航运等的安

全威胁。

农业生产方面，气象专家提醒，广东中北部、

广西东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湿渍

害风险等级较高，持续降水导致低洼农田土壤过

湿，适温高湿环境利于病虫害发生扩散，建议及时

清沟理渠、排除田间积水，注意避开较强降水时段

移栽早稻、播种春播作物。广东、广西、湖南、江

西、福建等地要防范风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引发

的次生灾害，避免农作物、经济林果及设施农业

受损。

近期南方降雨为何偏多偏强
本报记者 沈 慧

4 月 24 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渝湘复线高速公路铜西互通施工现场正

在进行路面摊铺作业。渝湘复线高速公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重庆将新

增一条直达广西北海和广东湛江的高速公路出海大通道，可有效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段成军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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