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形机器人走入普通百姓
家，寄托的是人类对于未来的美
好向往。而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
的具身智能正是被列入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的未来产业之一。

未来产业是由新一轮科技革
命孕育催生，目前尚处于技术突
破关键期或商业化探索导入期，
未来5~10年内具备较大增长潜
力或较强战略性影响的新产业形
态。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指出，要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
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

这也无疑成为今年中关村论
坛年会上的热议方向。

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上，智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学
院院长甘中学指出，具身智能不
同于“人形计算机”，它的思考和
判断能力，应该更趋近于人类。

“具身智能对通用人工智能技
术的依赖程度更高，但如果要模拟
人的智能，就需要将大脑整个的
神经部分、小脑、中枢神经、脑干
进行连锁反应，这才是真正的具身
智能。”甘中学说。他认为，具身智
能机器人是未来产业的新型劳动
工具，既可以让人类从重复性的劳
动中解放出来，也可以带来发明创
造力的持续增长。

让机器人学会运动已经实

现，而真正实现脑机融合，则是科
学家不断在攻克的难题。脑机融
合在智能制造、智能生活等领域
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美国国
家工程院院士陈世卿在论坛上表
示：“脑机融合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是未来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向，我
们专注于研究脑、保护脑、开发脑
和延伸脑的研发项目，正尝试通
过‘脑科学+AI+智能超算’的创新
模式，驱动人类‘第三脑’加速发
展。”

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强大
的算力。“6 秒的视频用 200 张

H100的GPU芯片要训练1个月。
如果变成30秒的视频，就需要400
张这样的芯片训练3个月。如果
制作两小时时长的电影，可能我们
一个电站发的电量都不够用。”而
量子计算机，或是解决方案。“60
个逻辑比特的量子计算机，理想状
态下，能比拟占地3亩的超级计算
机的运行速度快。”

通用量子计算机的研制，在
薛其坤看来，是挑战人类的最高
智慧，“研发难度肯定要高于人类
首次登月，是一个国家最强科技
实力的象征之一。”他表示。从科
学发现到产业实现，或许依然需
要时间。但科学家们，从未止步。

对于人形机器人何时能走
进千家万户这个问题，张钦锋给
出的答案是或许两三年，也或许
四五年。而北京银河通用有限
公司创始人兼CTO王鹤则在此次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上表示，人
形机器人已经进入应用时代。

以数据积累来换取模型迭
代，是目前国内不少人形机器人
向应用发展时所走的技术路线
王鹤表示，过去外国的机器人学
习一个简单动作至少需要一个
40人的团队，以及长达数月的训
练，成本高昂。但如果要让人形

机器人服务千行百业、走进千家
万户，如此高昂的人力和时间成
本难以实现。

“为了破解成本高、数据难
获得等问题，让人形机器人真正
成为普通人的好帮手，我们选择
了中国自己的技术路线，即通过
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合成数据来
训练人形机器人。”他表示，这样
的训练模式让机器人有了举一
反三的能力，进一步降低了对数
据的需求，真正赋予具身机器人
自我学习的基础。“有了这样的
基础，人形机器人才能在家庭应

用和训练场景中变得更有价
值。”王鹤说道。

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银
河通用创立于 2023 年 5 月，是
一家专注于研发人形机器人硬
件和具身智能大模型的创新性
企业。目前，银河通用的 Gal-
bot G1机器人不仅可以利用合
成数据进行技能学习，还可以
通过视觉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学
习，探索更多的操作方式，从而
直接将自主学习的技能应用到
真实世界中。王鹤介绍说，通
过物理仿真合成大规模高质量

数据的技术路线，银河通用的
合成数据已达到10 亿级别，并
在此基础上训练出了27亿参数
的预训练大模型，规模超全球
同行两个数量级。

在王鹤看来，目前市面上比
较成熟的人形机器人的运行已经
可以得到很好的技术支撑，可靠
性也非常好。他认为，人形机器
人已经步入运动时代，而以视觉
引领肢体控制，进而实现自主泛
化操作的能力，将让人形机器人
真正成为人类的帮手。“接下来人
形机器人将迈入生产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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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房间乱了会主动做家务，

肚子饿了就满屋子找吃的，无

聊时还会打开电视机……日

前，在 2025 中关村论坛年会举

行的通用人工智能论坛上，电

子大屏中一个表情灵动、反应

敏捷的仿真小女孩吸引了现场

观众的目光。

她叫“通通”，是由北京通用

人工智能研究院研发的通用人

工智能系统原型，也指向了当下

人工智能领域的热词——AI 智

能体。

“AI智能体可以理解为更立

体、‘类人’的智能系统。除了提

供大模型广泛使用的语言交流，

还能完成更复杂的任务。”中国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蒲

志强说。

记者看到，当研究人员将

“通通”的体感温度调高后，便触

发了“打开空调”的任务。为了

拿到放在高处墙架上的遥控器，

“通通”经过思考，先脱鞋上沙

发，再利用沙发上的靠垫增加自

身高度，最终取得成功。

“‘通通’就像一个有智商、

有情商、能理解、会帮忙的‘小

助手’。”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

究院院长朱松纯说，它不由数

据驱动，而是由价值和因果驱

动，因此会主动参与到任务各

环节，而非被动执行。未来如

果投入实际应用场景，不仅有

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更好

应对突发情况，提高生产和服

务的灵活性。

今年，“具身智能”首次被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我国培

育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目

前，AI 智能体已在不少场景中

得到应用，如客服、内容创作、手

机助手等。

朱松纯表示，研究院正在探

索将“通通”的技术优势与具身

智能相结合，相当于为人形机器

人安装上“大脑”，进一步学习行

业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让智能

体、机器人走入每个人的家庭。

当前，超越“鹦鹉学舌”式的

智能，打破“缸中之脑”的困境，

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然而，如果“通通”具备自

主的感知、认知、决策、学习、执

行和社会协作等能力，且符合人

类情感与道德观念，是否也会带

来安全、伦理、隐私等风险？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亚勤指

出，智能体能够自我规划、学习

和实现目标，是很好的技术，但

其路径往往不可控，会带来安全

风险。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

问机构专家曾毅认为，超级智能

体可能会出现，它有可能是一个

有生命的、可以自我演化的人工

智能，也将成为整个人类社会要

面对的重大课题。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25年

或将成为智能体元年。记者期

待，在仿真环境里不断长大的

“通通”，可以更深刻地懂得人类

寄予它的期望与情感，拥抱人机

和谐共生的未来。 据新华社电

今年或将成为
智能体元年

人形机器人何时走进千家万户？

100台一模一样的人形机器人集体“受训”，在人的帮助下模拟各种动作，以达到今后进入
各类生活应用场景的目的。这是记者在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看到的场景。人们如此
关心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反映出的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代表未来的产业，成为今年
中关村论坛年会上最为科学家们关心的焦点。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发自北京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摄

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做到
“像”人类的？在位于中关村科
幻产业创新中心刚刚启用的人
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遥操作训
练场，记者看到，100台人形机器
人正在这里接受训练。从浇花、
采摘、清洁、叠被，要让小说电影
里的“机器人保姆”真的能来到
我们的身边，“艰苦”的训练原来
一样不能少。

智能餐饮区，拥有智能机械
臂的“小睿”可以现场制作咖啡，

完成精美拉花。智能生活区里，
在人类训练师的带动下，农业机
器人将成熟的番茄采摘下来放
进篮子，收纳机器人叠起了毛
巾，清洁机器人在卫生间擦拭洗
手池，阳台上，家务机器人有板
有眼地浇着花——这似乎是很
多人期望的未来，机器人帮我们
干完了那些繁琐的家务活。

但在真正应用之前，这些机
器人一样要经过艰苦的训练。
训练员们穿戴上动作捕捉装置，

一遍又一遍地“教导”机器人重
复操作。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
中心负责人张钦锋告诉记者，通
过背负式设备、VR设备等，训练
员可以在10个构建的场景中，控
制机器人完成每一个动作，完成
一个任务时，系统会记录手臂、
底盘、末端执行器等数据。记录
完成的数据还要经过相关人员
的标注和审核，确保所得数据都
是高质量的。

而根据这些数据所形成的

模型效果，则可以动态调整每个
训练员应该操作的内容。“对这
些人形机器人每天训练的内容
可能不一样，但都要完成任务列
表。”张钦锋表示，目前，这一训
练场部署了100台人形机器人，
计划在今年产生超百万条数据。

“数据收集得越多，模型迭
代越快，人形机器人才能更快走
入千家万户。”他表示。而最快
走入的，或许就是那些重复、无
聊且需要标准化的场景。

为人形机器人打造训练场

走中国人自己的技术路线

以未来产业描绘发展新图景

与会嘉宾和迎宾机器人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