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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超140家企业参展
人形机器人成新风口，核心部件攻关仍需多方发力

首次购房首付比例最低执行20%、推行货币化和“房票”安置方式……

南昌出台楼市新政 03版

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于 8月 16日至
22日在京举办，大会按照“机器人+”打造
十大应用场景板块，展示机器人在商业
社区服务、医疗健康、制造业等方面的应
用，吸引 140余家企业携近 600款机器人
产品亮相展示。

人形机器人成新风口

随着人工智能（AI）和运动控制系统
技术快速发展，人形机器人正成为科技
领域最新的火热赛道。今年的展会上，
EX 机器人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吸引
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他们”有的吟诗
作对，有的指挥着乐队演奏，无论表情还
是肢体动作都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EX 机器人研发工程师西尔艾力告
诉记者，今年的产品在硬件层面上更新
了可动关节部件，进一步提升关节活动
的灵活性和柔韧性；样貌造型也在升级，
让机器人拥有更丰富表情，能够更生动
地展现机器人情绪。此外，通过AI技术
的应用，机器人对情绪的感知和表达能
力也得到提升，交互时机器人可识别出
用户话语的含义及蕴含在内的情绪，进
而通过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等予以反
馈，给用户营造出与“人”交流的感觉。

人形机器人是当前机器人领域的
“流量明星”，面对庞大的潜在市场，多
家中国科技巨头纷纷入局人形机器人
领域。本次大会上，小米就将机器人

“铁大”带到了现场，尽管“铁大”还不能
像其他领域机器人那样向观众“展示才
艺”，但小米对人形机器人后续的应用
充满信心。

小米机器人项目经理邵元欣告诉记
者，相比机械臂、AGV（移动机器人）等设
备，人形机器人具有更强的通用性，对于
同一场景下的不同操作环节，人形机器
人可实现对多种单一功能设备的替代。
后续“铁大”也会率先应用到小米自己的
智能制造工厂中。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消费市
场，第三产业的增长和消费升级是推动
人形机器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也要看到，当前高昂的成本仍是
制约人形机器人广泛应用的重要因素之
一。“很多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后，都在探
索更智能、成本更低的机器人。作为一
款工业品，只有成本降低到市场可以接
受，才能被推广开来。”安信证券机械首
席分析师郭倩倩指出，未来随着成本的
降低，人形机器人可能会像汽车一样，作
为可选消费品走入千家万户。

“机器人+制造业”
国产替代加速

在新松机器人展台，四条红色的机

械臂正为汽车车身进行点焊作业。“在国

外企业对汽车点焊设备长期垄断的背景

下，新松机器人在国内首次打破国际垄

断。当前，公司已与国内多家知名汽车

生产厂商开展合作，部署设备近百台。”

新松机器人行业经理马聘告诉记者。

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

理王继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当

前工业机器人已广泛应用到新能源、电

子、汽车、金属等行业。例如，在金属行

业可完成冲压、切割、上下料、切削、打磨

抛光等工序。

在中国制造业自动化转型过程中，

工业机器人保持稳定增长，根据市场研

究机构MIR数据显示，2012年至 2022年

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销量从 2.72万台增长

至28.2万台，年均复合增速达26%。

尽管我国工业机器人起步较晚，前
期与国际先进设备存在较大差距，但在

国内企业奋力追赶下，国产工业机器人
技术水平不断向国外一流水平靠拢，部
分关键零部件方面也打破了海外垄
断。多家受访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其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国产化率已
达到 90%以上；部分产品更能以世界顶
尖产品一半的价格达到顶尖产品 90%的
产品性能。

核心零部件攻关
仍需多方发力

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在产业链规
模、应用生态、成本和场景等方面具有优
势，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机器人产业
链，但仍存在产业基础薄弱、技术积累不
足、高端供给缺乏等问题。多家企业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核心零部件供给是未
来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尽管近些年国产零部件取得长足发展，
但部分产品与世界最先进水平间的差距
仍需进一步追赶。

某参展控制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公司主营产品负载可实现 200 公斤

物体的抓取，国内先进水平已达到 500
公斤负载。但与世界先进水平 2 吨负

载相比差距仍较明显。还有企业负

责人指出，国产零部件在稳定性、敏

捷性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也存

在不足。

事实上，为促进机器人领域核心零

部件攻关，中央及地方已出台多项政

策。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等 15部门印发的《“十四五”机器人产

业发展规划》提出，补齐专用材料、核心

元器件、加工工艺等短板，提升机器人关

键零部件的功能、性能和可靠性；开发机

器人控制软件、核心算法等，提高机器人

控制系统的功能和智能化水平。

8月 16日，北京市经信局印发《北京

市促进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

施》，围绕机器人操作系统、高性能专用

芯片和伺服电机、减速器、控制器、传感

器等关键零部件，以及人工智能、多模态

大模型等相关技术，支持企业组建联合

体，通过“揭榜挂帅”聚力解决机器人产

业短板问题和“卡脖子”技术难题。

（据《证券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