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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工智能赋能
“眼睛”和“大脑”

谈及具身智能，可能很多人会将其与
人形机器人联系起来。从春晚火起来的
宇树机器人俨然成了这个行业最大的活
广告。

但其实，两者并不能画上等号。“具身
智能的反义词是非具身，指的是机器能输
出语音、图像、文字等，所谓具身智能意味
着人工智能影响物理世界，比如它能做个
饭，而不是给张图片，让人画饼充饥。人形
机器人未必是智能的，智能的也未必是人
形的，可以是汽车、无人机、四足狗等。”这
是梅卡曼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邵天兰对具身智能的解读。

本科在清华攻读计算机专业，后赴
德国深造机器人相关专业的邵天兰与机
器人的不解之缘最早要追溯至 2013
年。2016年，他创立了梅卡曼德机器
人，专注的领域是为人工智能赋能“眼
睛”和“大脑”。

正当邵天兰在具身智能的赛道
上拼命奔跑的时候，2023年，后起之
秀殷晓晗也意识到AI爆发是一场具
有历史意义的科技革命，决定做一
件难而正确的事，创立了“最终序
列”。

在殷晓晗公司他们通过自主
创新的特定算法和多模态空间
数据来训练模型，这些数据包
括视觉、激光雷达SLAM、红外
蓝外等，以此提升AI的空间
感知能力。相比传统的 AI
模型，“空间智能多模态模
型”在空间视觉维度上具
有更大的优势。也可以
更高效地辅助具身智能
在实际场景中高效并快
速地作业。

如果说梅卡曼德和最终序列主要是
让机器人能看和思考的话，上海交通大学
长聘教轨副教授马道林创办的千觉机器
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则解决的主要是
机器人的触觉感知。

马道林认为，所谓具身智能就是让
AI有自己的身体。让它自己感受周围的
世界。“看只是感知的一种类型。触觉的
重要性，与视觉是并列的，在许多应用场
景中触觉甚至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就像人
手的大量操作，都是依赖触觉才能完成。”

不管是在高校还是公司的实验室，一
些关于机器人触觉的核心问题正在迎刃
而解。“机器人触觉感知未来的潜在落地
场景有很多，举例而言，机器人看护老人，
就需要感受到力，即手上有分寸，否则老
人可能受伤。”

从世界冠军到行业领军，上海仙工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越的
梦想是“让智能机器人没有门槛”。其创
办的公司面向智能制造集成商，提供控制
器+智能机器人+数字化软件产品组合，
专注于核心技术100%自主研发，SLAM技
术全球领先，定位精度达到±2mm，具有
卓越的一致性。

长三角是中国
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区域

时光是检验成果最好的试金石。
随着近10年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梅卡曼德搭上了时代的快车。睿工业数
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梅卡曼德一直是
中国3D视觉引导机器人市场第一名，市
占率接近40%。2018年，梅卡曼德将销售
与交付总部迁入上海市嘉定区。

从起初的200多平方米的弹丸之地，
到逐渐扩张为6000多平方米的场地。面
积的增加也预示着公司发展的欣欣向荣。

时隔7年，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青年创
客邵天兰回顾自己在上海走的这一步棋，
依然觉得彼时的决策无比明智。“长三角
是中国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区域，上海这个
城市又有非常多的终端客户，有完备的上
下游产业链。”

事实上，销售与交付总部落地上海嘉
定后，这个平均年龄30岁的年轻团队很
快感受到了来自市区镇各级政府给予的
诸如场地、客户开拓、融资等方方面面的
大力支持。

分别于2023年8月和2024年5月成
立的最终序列和千觉机器人虽属于初创
企业，但它们依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当传统机器人还受困于定位信号和
预设行动路径等不能自主作业的时候，最
终序列为具身智能打造的空间智能多模
态模型Awesome AI，可以让机器人睁开

“空间之眼”，在复杂环境中自主“理解物
理世界”。基于模型集成的无人机，具备
模型驱动的“大脑”，可基于不同场景，形
成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已应用在无人机、

电网光伏等场景中，提供巡检、缺陷检测
等服务。

立足上海辐射全国并不断拓展海外
市场，仙工智能在智能机器人控制器细分
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连续三年行业排名
Top1。目前，其服务遍及全球超过65个
国家和地区，为半导体、3C、锂电、光伏、
汽车零部件、PCB、纺织、医疗等行业提供
可复制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

现在的年轻人
有更多的机会

在今年的50人论坛上，王兴兴开玩
笑地说，“我老了，我真的老了。我非常羡
慕现在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王兴兴
表示，“这个时代，AI 就是属于年轻人
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王兴兴所言不虚。就以马道林、邵天兰、
殷晓晗创办的公司为例，不仅公司创始人很
年轻，公司核心团队也均以青年人为主。

千觉机器人的核心团队来自北大、交
大、伦敦大学学院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吸
纳了一批具有行业工程经验的一线工程
师，团队平均年龄不足30岁。

梅卡曼德也打造了一支高素质、富有
创新精神的团队。公司团队多来自清华、
哈工大、北航、慕尼黑工业大学、东京大
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
创始人邵天兰被嘉定青少年科创集散地
特聘为科创导师，积极参与对青少年的科
普教育工作。他在上海嘉定区设立了梅
卡曼德技术学院，对3D视觉有学习意向
的全球合作伙伴免费提供技术培训，每年
向行业输出人工智能人才超1000人次。
此外，还担任“联合国全球青年卓越领导
力可持续发展项目”跨国公司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高级导师，为全球青年提供指
导和帮助。

在50人论坛上，王兴兴曾表示，上海
是一座包容的城市，鼓励和支持年轻人，
给予青年试错的机会，对接创业者资金、
赛事、产业等各种机会。

对此，1992年出生的青年创客殷晓
晗深表认同。2015年底就开始尝试创业
的他屡败屡战，2022年，已经三十而立的
他出国深造，回国后选择上海作为自己梦
想重新启航的城市。

“留学时听到很多同学讨论AI时挺
困惑的。因为AI已经兴起很多年了。自
己深入了解后才发现，现在的AI技术和
几年前完全不一样。我由此萌发了创业
的念头。”殷晓晗认为，AI时代到来，让机
会慢慢变得平等。无论龙头企业还是小
微企业在AI面前，似乎都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AI可以给各行各业赋能，让大家
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AI可以是一个支
点，给任何行业引入AI的机会，它就可以
撬动一个行业的发展。这个观点让我兴
奋无比，有种我终于可以参与改变世界的
感觉。”

青年报：你们如何看待具身智能这

个赛道的机会？

邵天兰：具身智能的未来非常广阔，
我对具身智能的发展最终带来能进入千
行百业的机器人非常乐观。但同时具身
智能也面临长链条、高要求、应用场景碎
片化等挑战，从炫酷的demo到能稳定大
规模应用的产品，有很多挑战。

马道林：具身智能是年轻的领域，更
是年轻人的事业。上海这座城市既有
产业基础、应用场景，又有充分的资源
与活力支持年轻人在这个领域追逐攀
登。我们千觉机器人就汇聚了这样一
批小伙伴，大家在多模态触觉感知这个
崭新的领域突破着新的纪录，为机器人
赋予触觉感受物理世界的能力，推动具
身智能早日走向产业落地。

殷晓晗：具身智能作为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技术融合的前沿领域，正在成为
科技与资本关注的热点。

我认为，具身智能正处于从实验室
到商业化落地的关键转折期，工业场景
的快速渗透与技术迭代将推动赛道爆
发。远期来看会非常有价值，解决方案
产品化，本质性地提升效率，成为AI赋能
实体经济的核心引擎。

青年报：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创业？

这座城市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

邵天兰：上海具有完备的上下游工
业机器人产业链。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
产品到系统集成到应用场景等。这里有
全球最发达的技术，最顶尖的人工智能
人才。我认为，这样完备的产业链并非
短期内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渊源。

赵越：我是2015年毕业后就来上海
了。之所以来沪，有多方面的考量。创
业者的想法都很现实，哪里钱多，哪里能
找到人才，我就去哪里。上海恰恰满足
了这两方面的需求。那段时间，国家大
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海市政府
也给了很多的政策扶持，所以当时我们

倾向于来上海创业。对于人工智能领域
的创业者来说，上海正好给了我们这些
创业者这片沃土。

殷晓晗：现在各地对于AI领域青年
创业者的扶持都相当给力。我曾因为个
人原因来到上海工作，对上海比较熟
悉。从南洋理工毕业后，在考虑创业地
时，全国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可供选择。
后面还是决定来沪创业，是经过深思熟
虑的。

首先是因为上海是一座年轻的城
市，上海市政府也非常欢迎年轻人，尤其
是年轻的创业者来到上海。无论是办事
效率上还是政策扶持上，这里的力度都
可以说是“拉满”的。其次，上海的优质
企业非常多，客户也相对优质。最后是
上海有非常多顶尖的高校、科研院所，高
校需要企业，企业也需要高校，能大力实
现“产学研”的闭环。我们会和一些高校
合作项目，不断打磨细节，让好项目得以
落地。上海丰富的高校资源可以帮助我
们和高校快速对接。

青年报：王兴兴说，今年全中国的

所有机器人行业订单都很好，AI时代是

属于年轻人的。你们能否给青年创业者

一些建议？

殷晓晗：对所有人来说，现在的每一
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那我们就要做一
些自己不会后悔的事。于我而言，创业
就是我真正想做，不后悔的事。

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时代、经历以及
经济情况都不一样，创业这事没有一个
普适的答案。对于其他青年创业者来
说，我唯一能给到的建议，或许就是鼓励
他们多去实践。

赵越：我认为，年轻就是青年创业者
最大的资本。怀着一腔热血去创业很重
要。能把一件事干好，一个是精神上的，
一个是路径上的。你先得坚定信心说这
事我肯定能干成，至于怎么干成属于战
术层面的，但在战略上我们要有必胜的
信心。

记者联系到了王兴兴曾就读过的

上海大学的老师，上大机电工程与自动

化学院自动化系副主任、上海大学人工

智能研究院副院长任肖强。在他看来，

如何更好地打通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

的“最后一公里”，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

需要创业者具有产品意识。

具身智能行业在外人看来是当红

炸子鸡，但任肖强理性分析说，实际情

况和大家预期的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个

行业的发展任重道远。需要一批又一

批的青年创业者再接再厉。

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党赞认为，人类是这个地球上唯一

的具身智能体，所以我们要模仿它。

有了这么一个很复杂的身体，才能把

智能的极限展现出来。目前来看，具

身智能还处于起步阶段，距离落地应

用还需要经历技术快速发展的高峰

期，同时机器人的标准、安全、伦理等

问题，需要进一步统筹考虑。青年创

业者要有一个清晰的创业目标，适时

规划及战略规划的能力，始终保持创

意的多样性，科技嗅觉的灵敏性，拥有

滚动融资的能力，才能构成创业者成

功的可能性。

具身智能领域
青年创客缘何选择上海？

打造AI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引擎
沪上青年创客领跑具身智能新赛道 解码“未来产业”的上海机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培育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作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交叉的前沿领域——具身智能
近年来成为新崛起的热点。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早在多年前，上海一些有先见之明的青年创客已
经在这条跑道上迈开腿，开启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那么，这些年轻人是如何在各自的细分领域开启事业的？上海这座
年轻的城，又为他们带来了什么机遇呢？或许，宇树科技首席执行官王兴兴在参加第六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时提
及的“自己的第一桶金来自上海”，代表了许多青年创客的心声。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张振宇

不管是仙工智能的赵越、最终序列的殷晓晗，还是梅卡曼德的

邵天兰、千觉机器人的马道林，他们都不约而同将公司总部或重要

的实验室放在了上海。他们缘何爱上这座城，来听听他们的真实

心声。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张振宇

大
咖
说

“我认为从事具身智能领域的
创业要实事求是、乐观且务实，要
找到可行的技术和商业路径。

——邵天兰

“对所有人来说，现在的每一
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那我们就
要做一些自己不会后悔的事。

——殷晓晗

我认为，年轻就是青年创业
者最大的资本。怀着一腔热血去
创业很重要。 ——赵越

行业的发展任重道远，需要青年再接再厉

“

具身智能是年轻的领域，更
是年轻人的事业。上海这座城市
既有产业基础、应用场景，又有充
分的资源与活力支持年轻人在这
个领域追逐攀登。 ——马道林

“

梅卡曼德自研的机器人。 受访者供图

2025年5月10日，第二届全国中职校
劳模工匠育人研讨会暨2025年上海市中
职校“劳模工匠进校园”推进会在上海市工
商外国语学校圆满落幕。本次会议由上海
市总工会、上海市教育工会、上海市经信系
统工会联合指导，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劳模
工匠育人研究联盟主办，上海市工商外国
语学校和上海市中职联劳模育人中心共同
承办，吸引了来自上海、浙江、广东、河南、
成都、重庆、甘肃、新疆等地四十余所中职
校的百余名代表参加。

会议以“匠心筑梦 精技传承”为主题，
旨在系统展示联盟建设成果与实践经验，
搭建劳模工匠育人合作交流平台，推动中
职校劳模工匠育人模式创新发展。开幕式
上，上海市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部长邵新宇
等领导发表致辞，强调了本次会议对中职
校劳模育人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联盟
要在“联”字上做文章，在“共”字上下功夫，
加强精神共育、资源共享和人才共培。

联盟理事长、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党委副书记、校长冯梅代表联盟总结了一
年来工作推进情况及未来发展计划。上海
市中职联工会主席凌文慧则分享了上海中
职校劳模育人的特色亮点工作。会议期
间，联盟对新增的15家会员单位进行了授
牌，为首批联盟指导专家颁发了聘书，并发
布了2025年“劳模工匠进校园”系列活动。

主旨报告环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
授彭维锋、大国工匠全国劳模王曙群分别
从不同维度解读了劳模工匠育人的时代价
值，让与会者深受启发。会议还通过劳模
工匠育人成果校园剧、特色班集体展示和
思政课片段展示等多种形式，全面呈现了
劳模工匠育人的实践成果，实现了“劳模工
匠育人+思政教育育人”的双线融合。

专题交流环节，多位专家和校长分享了

各自学校劳模工匠育人的特色做法。上海
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文、长
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
课实践教学中心主任曾昂等，围绕劳模工匠
育人与学校德育工作创新、教师队伍培养以
及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建设等主题展开了深
入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讨成果。

闭幕式上，各分会场主持人进行了总
结发言。会议还征集了“劳模工匠育人”论
文、案例及经验文章100余篇，并对优秀作
品予以表彰。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作为
首届轮值主席单位，与下一届联盟轮值主
席单位重庆市丰都县职业教育中心完成了
联盟旗帜的交接。全国劳模文化研究联盟
秘书长刘文在总结点评中表示，本次会议
亮点纷呈、成果丰硕，既是一次学习研讨
会，也是一次经验交流会，更是一次推动中
职校教育创新发展的动员促进会。

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联
盟的建设成果与实践经验，更为中职校劳
模工匠育人模式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方向。联盟将继续团结带领成员校，
携手并进，让劳模精神在中职校园里生根
发芽，让工匠文化在职业教育中绽放光彩，
积极为培养新时代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贡献力量。 文/阎政

传承劳模匠心 赋能职教未来
第二届全国中职校劳模工匠育人研讨会暨上海市中职校“劳模工匠进校园”推进会

在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