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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深耕具身智能 既期待更要理性
▶ 本报记者李争粉

具身智能首次被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

报告》。作为人工智能与物理实体结合的产

物，具身智能正引领着人工智能技术迈向新

的高度，并作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超过 20个城

市明确提出发展具身智能。

“这对于具身智能迈向‘涌现’拐点是利

好，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下一代 AI 的基

建。从长期看，人形机器人必然会走进千家

万户，形成 10万亿级别的增量经济。”上海

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

马利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地深耕具身智能赛道

当下，具身智能正以独特的科技魅力和巨

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全球业界人员的目光。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具身

智能市场规模突破4800亿元。随着大模型

端的技术突破，预计 2031年具身智能市场

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

目前，我国各地纷纷将具身智能产业作

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加速布局。

例如，北京市以具身智能机器人为突破

口，加速抢占下一代通用人工智能制高点。

今年2月28日发布的《北京具身智能科技创

新与产业培育行动计划（2025-2027年）》明

确，到2027年，北京市具身智能上下游产业

链基本实现国产化，突破百余项关键技术，

培育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目前，北京市拥有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

2400家，约占全国总数的四成。其中，独角

兽企业36家，在全国超半数。2024年，北京

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具身智能作为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重

要路径之一，已成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

来产业的新赛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北京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刘卫华介绍

说，北京市始终面向未来，紧盯人工智能下

一代技术前沿，以全球视野谋划创新布局，

以前瞻思维引领产业变革，将具身智能作为

产业布局新赛道，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升级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发布了一批具身智

能机器人创新要素名单，常熟智汇未来具身

机器人创新谷等8家“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

人特色产业园”，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国际联

创中心等9家“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高能

级创新平台”，江苏智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等 30家“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优质领航

企业”进入该名单。

据了解，苏州市的“小目标”为：到 2027
年，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体

系初步建立；重点培育3家以上拥有整机商

业化量产能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核心

产业规模达 100亿元，关联产业规模达 300
亿元，支撑机器人产业规模达2000亿元；在

“大脑、小脑、肢体”等核心组件领域突破一

批关键共性技术，在制造、服务等领域实施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示范。

“深圳市的电子制造优势为具身智能产

业提供有力支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党

委书记、协理副校长李学金表示，深圳市拥

有完整的电子制造供应链，可为人形机器人

硬件快速迭代提供有力支撑，很多头部企业

在AI、运动控制、机器人领域的技术积累可

迁移至具身智能。

专家表示，各地应该更好地利用自身优

势寻找细分赛道，形成差异化、集群化的发

展态势，防止产业内部过度内卷和同质化竞

争。

既期待更要理性

具身智能产业曙光已现、蓝海可期，但

机遇之下挑战犹存。

马利庄表示，不同类型机器人的发展处

于不同时期，具身工业机器人及无人驾驶车

辆发展相对成熟；具身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还

处在“幼年期”，很多技术路径不明朗，还有

待在实验室继续探索。

“各地在布局具身智能产业时，应注意

第一性是数据。”马利庄说，当前AI技术还

是依赖数据驱动，要搞清楚具身智能的规模

定律，还需要科学界与产业界紧密配合，在

混合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深度研究。

面向未来，马利庄表示，具身智能体将

成为人机高层次载体，具备自然交互方式、

高精度识别能力等功能。

“可以预见，未来养老机器人、秘书机

器人、伴侣机器人将遍地开花，实现劳动力

的替代，大幅度提升生产力，也会改变社会

及家庭结构，并诞生新的伦理和法律。”马

利庄说。

超超500500亿件亿件！！
快递折射中快递折射中国经济动能国经济动能

4 月 15 日，国家邮政局公布

2025年第一季度邮政行业运行情

况：一季度，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21.6%，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9%。截至目前，今年我国快递

业务量已超500亿件，比2024年提

前了18天。

快递业不仅是消费市场繁荣

的“晴雨表”，更是国民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助推器”。专家表示，

今年以来，快递业继续保持稳健

发展，反映出我国消费市场持续

升温、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未来，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

发展新动能逐步壮大，快递业将

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重要作

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和提升实

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经济日报》2025.4.17
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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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不见人矿山不见人
但见采但见采运忙运忙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

《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应

用案例名单》，遴选出人工智能在

矿山、港口、服装制造等多个领域

的典型应用场景。

据了解，露天矿山采运全流程

无人化场景依托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了矿

山作业的自动化、智能化与高效

化，覆盖爆破、配矿、装载、运输、称

重与卸载等关键作业环节。

专家表示，未来，AI、大数据、

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将进一步整合，

持续提升场景的智能化水平。随

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无人化采运模

式的成本将逐渐降低，从而实现该

场景的规模化推广，在更多矿山落

地应用，有力推动矿山行业实现绿

色化、智能化转型。

《科技日报》2025.4.16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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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中国全年货

物进出口总额为43.8468万亿元，比上一年增

长 5.0%。其中，中国全年货物出口总额

25.4545万亿元，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价值占

比 14.7%，仅次于东盟的 16.4%。在汽车方

面，中国汽车出口美国仅为11.6万台，在中国

汽车总体出口数量的占比仅有1.81%。

“中国汽车基本没有在美国销售，因此

贸易战对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负面影响基

本没有。”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美国加征

汽车关税对于中国汽车企业而言，不仅不受

影响而且是难得的机遇。

“我国汽车企业应实现更大力度的国际

化发展，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和与全球南方

国家市场的合作力度，发展当地有需求的乘

用车品类，尤其是要鼓励小微型电动车在当

地的普及。同时，针对燃油车的需求突出我

国汽车产业优势，实现全球市场的燃油车插

混化，用节能低碳智能化的‘中国制造’为当

地人民造福。”崔东树表示，目前中国汽车产

品的国际市场品类差异较大，相较于不发达

地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层次明显偏高，如

何把国内市场与全球海外市场有机结合，实

现国内外总规模的最大化，支撑海外市场的

全面突破，是中国车企应该更多考虑和需要

引导的问题。

“目前，‘一带一路’共建效果良好。这

些地区的汽车需求较为旺盛，因此对中国燃

油车的需求潜力较大。如果推动中国燃油

车产品加速出口，尤其是用插电式混合动力

车型实现对纯燃油车的等价替代，其潜力巨

大。”崔东树说。

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国汽车业影响几何

近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首次设立低空经济

展示专区，聚焦智能立体出行与

产业协同创新，展示跨城物流、应

急救援、低空文旅等多领域应用

场景。

图为工作人员在第五届消博

会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向参观者介

绍展品。

新华社记者 孙笑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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