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机器人“出圈”前景广阔
“五一”假期前，北京平谷金

海湖碧波岛度假区，智能机器人上
岛“入职”。巡航、导览，与游客互
动间，文旅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从参赛马拉松，到更智能
地在工厂“忙活”，这个春天，机
器人火热“出圈”，整个产业踏
上风口。

从一个个专业展会上，能够
更直观感受到创新的“浓度”。以
近日于深圳举行的机器人全产业
链接会为例，工业机器人实现从

“机械臂”到“智慧脑”的升级，协
作机器人演示智能操作方案，从

“灵巧手”到“电子皮肤”，参会企
业亮出“绝活”，不断刷屏。

市面频频上“新”，生产热潮
涌动。“电子皮肤”销量增长10
倍，直驱电机1月订单量已超去
年一半，新一代老人智能看护机
器人走俏市场……在广东东莞
松山湖，多家机器人企业斩获大
量订单。

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产量达到14.9万套
和260.4万套，同比分别增长26%
和20%。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工业机
器人、服务机器人也在大踏步向
前。

在中国一拖总装线涂装间
内，拖拉机底盘喷漆作业正在进
行：只见机械臂灵动转向，漆膜
厚度误差被控制在毫米级。技
术人员告诉记者，融入智能技术
和3D模型后，机械臂可以自动生
成喷涂路径，并根据现场温湿度
调整参数。

移动操作机器人在航天航
空、半导体等制造环节的应用
超千台；防爆工业机器人在轨
道交通装备等制造环节实现规
模应用；手术机器人辅助完成
复杂远程手术……一个个标志

性突破的背后，是产业向新提质
的写照。

稳，产业链合力夯实根基
机器人火热的背后，有整个

产业链的厚积薄发。
记者调研发现，从材料、零

部件到电子系统、总装集成，国
内机器人制造体系的日臻完备，
有力支撑了产业的求新求变。

走进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
见机械臂从操作箱内取出一个
个原料，加工、检测、清洗、涂油，
制成谐波减速器中的柔轮。

谐波减速器被称为机器人
的“关节”，对技术、工艺的要求
极高，曾长期被国外垄断。这家

“小巨人”企业持续攻克材料选
型、柔性轴承等技术难题，将传
动误差控制在10弧秒以内。绿
的谐波总经理张雨文说，企业正
瞄准具身智能新趋势，研发一体
化机器人关节，为构建更复杂的
机器人系统提供支撑。

从国产突破到国产替代，今
天，国产谐波减速器在国内市场
份额已经超过40%。

一个个点上的突破有力增
强了链上的韧性，伴随着关键环
节国产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钢
铁侠”有了更坚实的支撑。

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
到每万名工人470台，庞大的制
造业体量为产业应用提供丰富
场景。特别是近年来，以“新三
样”为代表的优势产业壮大，产
业链话语权提升，带动一批国产
机器人“上岗”应用，市场的历练
加速推动国内供应商成长。

智，把准方向攀高求进
走进位于北京首钢园的人

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只见工
程师们身着穿戴设备，通过遥操
作方式，控制机器人准确完成浇

水、插花、叠衣服等动作。
中心负责人张钦锋告诉记

者，高质量的数据集是机器人理
解世界的入口。当前的一个重
要任务就是加快实训的“密度”，
快速积累数据，推动演进升级。

今年以来，多地宣布加强具
身智能训练中心建设，瞄准数据
缺乏难题，一个个“机器人技校”

“数据工厂”加快落地。与此同
时，产业界也在探索新技术，拓
展数据获取新方式。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有限
公司尝试通过合成数据驱动技
术，用物理仿真器生产的数据训
练机器人。企业创始人王鹤说，
目前已累积了数千万级的场景
数据以及数十亿级的动作数据。

晶泰科技首席执行官马健
说，企业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平
台可将数据收集能力提高40倍，
已部署超 300 台机器人实验工
站，积累了大量标准化、高质量
的实验数据。

在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
新生态社区，无问芯穹通过自研
技术，实现多种大模型算法在多
种芯片上的协同运行；稀宇科技
不断突破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加
速AI智能体的开发……这里“上
下楼就是上下游”的模式，推动着
来自底层技术、应用研发、场景设
计等环节的入驻企业通力合作，
一批前沿技术加快涌现。

“在这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
‘长跑’中，既要加强科技供给，
也要在战略规划、人才培养等方
面下大功夫，特别是要优化产业
布局、强化规范建设。”国家地方
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
总经理熊友军说，把步子走得更
稳更坚实，才能让机器人向前的
每“一小步”，都成为推动产业发
展的“一大步”，实现从“跑完半
马”到“奔”向未来的跨越。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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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精彩亮点
据悉，2020年以来，上海创

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已成功举
办五届，通过“1+365”全年活动
和“1+N”品牌矩阵，论坛致力于
建设面向世界的创新创业会客
厅和服务青年的创新创业生态
圈，共建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
系、支持体系和良好生态，成为
创新创业青年跨界交流、思想碰
撞的重要平台。

与往届相比，本届论坛至少
有三方面的精彩“亮点”。据了
解，此次论坛将发布“上海青年
科技创业十大先锋”，该评选活
动从创新、商业、社会、市场和人
才等多个维度影响力加以考察
和评判，“十大先锋”获奖者从参
加 2024年“创・在上海”国际创
新创业大赛总决赛预选赛的选
手中评选产生。希望能挖掘和
表彰在科技创业领域的杰出青
年代表，激励更多青年投身科技
创业热潮，为上海的科技创新和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此次论坛将公布“上海青年
创新创业十大优秀案例”，涵盖
了大模型、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文化创意、社会服务等多个行
业，充分展现了上海创新创业多
元化格局。经过多轮筛选与讨
论，最终从247个参评案例中评
选出了50个具有代表性和示范
意义的创新创业案例。这些脱
颖而出的案例既有基于前沿技
术研发的科技创新项目，也有利
用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手段，对
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
激发广大创业者的灵感和热情，
让更多人了解创新创业的成功
经验和实践路径。

不仅如此，此次论坛还将继
续开放“上海创新创业十大研修
营”，面向全球青年开放报名，
对华人华侨、沪港澳青年、海归
创业独角兽、女性创业者、来沪
青年企业家等主体有针对性地
开营开课，打造多层次全方位
的赋能课程。去年全年共计20
个营，吸引了全球 2255 人报名
参加。今年论坛将在已申报的
15个研修营基础上遴选产生创
新创业十大研修营。面向不同
人群的研修营，满足差异化需
求，聚焦实战演练，联动多方资
源，解决学员实际问题，提供良
好服务，搭建青年扎根上海的桥
梁通道。

品牌矩阵赋能发力
论坛中的政策宣介环节，将

邀请上海市相关政府部门和知
名园区负责人，围绕科技企业服
务和人工智能项目引育、选育、
孵育等方面做政策宣介。主旨
演讲将邀请知名专家、企业家和

青年创业者分享经济形势、创业
故事和发展感悟。

聚焦青年发展关键环节，推
动7个基地成为助力青年创业、
尽快融入、扎根上海的第一站，
发挥在服务青年创新创业中的

“孵化器”“加速器”“连通器”功
能。为了给青年创新创业提供
专业服务，上海创新创业导师团
将持续开展进校园、进园区活
动，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科创
服务团和专业服务团，链接行业
资源，发挥专业优势，助力上海
创新创业良好生态建设。

建设品牌矩阵，保持“1+
365”全年热度。主办方将紧扣
青年创新创业主题，整合资源持
续赋能，开展矩阵项目，目前各
单位已申报矩阵项目50个，包含
9个分论坛、15个研修营、2个创
新创业大赛、16个专场活动和8
个全年活动，实现“1 天高潮+
365 天热度”。延续“精彩大放
送”伴随式直播，将主旨演讲、政
策解读、科创嘉年华“一网打
尽”，线上吸引众多青年参与，真
正打破时空界限。

平台首次举办“嘉年华”
本届论坛下午场将首次推

出“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现场
将云集百家创业项目和百家投
资机构，旨在打造“伯乐”与“千
里马”的大集会，启发前沿创新
思想的大碰撞，促成多维服务体
系的大交融。

据悉，论坛将设置“三大赛
道”，“千里马”现场路演。前期
遴选出的15个项目将直通现场
路演，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
和前沿科技三个赛道，初创企业
可通过现场展示项目亮点，与投
资人、产业专家、龙头企业代表
及媒体展开深度交流互动，立体
呈现青年科创全景，完成高效资
源对接。

现场将云集数量超过百家
的投资公司，投资人、产业专家
通过主题演讲和点评形式，深度
解析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沿投资
逻辑，为优质项目搭建资本与产
业的桥梁。嘉宾将结合实战案
例，分享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
成功经验，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战
略视野与商业洞察，助力把握市
场机遇。

此次论坛还将设置平台展
示区，展位包括7个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十大研修营等内容，专
题对接区和自由洽谈区，供青年
创业者与投资人、行业专家自由
交流。“嘉年华”融合实体展位体
验、屏幕动态展示、实时采访等
多元场景，多形式交互与多维度
氛围营造，建设沉浸式青年科创
社交空间，激发思想碰撞与跨界
合作灵感。

第六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如约而至

“青年科创嘉年华”将首次举办

提“智”向新，奔向未来
——当前机器人产业观察

机器人踏着“猫步”在T台走秀、进入工厂协助造车，教育、医疗、城市管理

等领域都有了机器人的帮助……今天，机器人已得到广泛应用，走进你我的生

活。有机构预测，“十五五”时期，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将增长至4000亿元左

右。未来已来、机遇无限。

在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工作人员与熊猫机器人“优悠”握手。 新华社 图

第六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
坛将于5月10日在上海中心举办。本
次论坛主题为“青年与城市共成长”。论
坛将首次举办“青年科创嘉年华”，营造
上海创新创业良好生态，推动建设青年
发展型城市。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