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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几年的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检测中试平台检测设备的国产化率已达

90%以上，基本实现国产化替代。

目前，清研理工通过中试服务培育孵化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6家，建成集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检验

检测、科技投资、产业孵化、人才培育等功能于

一体的第三方市场化运营的全链条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已成为全国体量最大、技术实力最雄厚

的新能源汽车研发测试服务基地。

此次西安高新区有4家中试平台入选工业

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其

中，由西安爱生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无人

机系统试验测试中试平台，目前已累计为全国

100余家单位提供超5000架次工业级无人机试

验测试服务，初步形成了面向单机、多机、协同

及其他复杂任务的无人机试验测试体系，已获

批建设陕西省智能无人机系统中试基地。

5月25日，海南微智高端医疗器械中试实

验平台及国际科技成果转化中心项目，在海口

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开工。该项目计划于

2027年年初建成投产，聚焦整合国际资源，深耕

神经调控及高端眼科领域，将加快培育集医学、

微机电系统（MEMS）、生物材料、电子工程、柔性

电极及封装等高科技于一体的新质生产力，推

动国际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中试、量产，打造

科研转化+产业落地+国际会议“三位一体”的创

新生态模式。

“为更好地发挥作用，国家高新区布局建设

中试平台应把握 3个原则：因地制宜、需求牵

引；精耕细作、专业专注；协同联动、开放共享。”

朱常海表示，中试平台建设须紧密围绕区域内亟待转化的

高价值成果、制约产业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展开。同时，围

绕关键核心环节集中资源，积累不可复制的工程验证能力、

核心设备集群和专家团队网络。此外，要着重规避重复建

设、定位宽泛等问题，重视实际需求和转化实效。

中试平台谁来建

“目前国内外建设运行效果较好的中试平台具备3个核

心特征：聚焦细分产业领域，专业性强；建设初期有政府财

政的大力支持；实行市场化运营，逐步建立自我‘造血’能

力。”黄婉婷表示，不同产业的中试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同一

个产业的不同细分领域的中试也有所不同。好的中试平台

应该从细分赛道切入，结合细分赛道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需

求，提升专业化中试服务能力。

“中试平台能否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对地方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培育起到积极作用，关键取决于能否建立

灵活高效、市场化的运营管理机制和商业模式，能否实现自

我‘造血’、摆脱对财政投入的依赖。”黄婉婷认为，中试平台

在渡过起步阶段后，应结合产业界实际需求，通过提供中试

服务、衍生孵化企业、设立投资基金等多种商业模式，不断

拓展市场化收入来源，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成都高新蜂鸟智能硬件中试平台合伙人柏辉表示，中

试平台在运营过程中要形成适应小批量、多批次、柔性化特

点的中试生产管理体系，有效提升设备使用效率。储备大量

不同阶段的中试项目，保障中试需求量总体稳定导入。发展

多元化业务，形成概念验证、中试验证、检验检测、人才培育、

项目孵化、科技投资等服务板块，构建“中试＋”服务体系。

以成都高新蜂鸟智能硬件中试平台为例，作为国内智

能硬件领域首个获得B轮融资的中试平台，形成中试+研

发+孵化+基金+场景的“中试+”生态，服务中试项目600余

项，孵化新产品近400项，中试验证后产品产值约20亿元。

“中试平台还需要不断增强中试研发能力，尤其是面向

新兴产业领域。”柏辉表示，需要进一步增强应用场景和产

业需求资源链接能力。此外，持续挖掘有商业化潜力的早

期科技成果，配置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多维度资源助力

项目成长。通过基金投资、联合开发等方式深度参与项目

培育，获取项目长期成长价值。打通后端应用场景和市场

渠道，助力中试产品更快走向市场。

6月 17日，本报记者跟随“活力

中国调研行”北京市主题采访团来到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即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

新中心（以下简称“北京人形”），近距

离了解“天工”系列人形机器人。

“60901号人形机器人冲线，2时

40分 42秒！”4月 19日，全球首个人

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在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举办，来自北京人形研

发的人形机器人“天工”系列中的“天

工Ultra”在阵阵欢呼声中冲过终点，

夺得赛事桂冠，晋升人形机器人领域

的“顶流”。

北京人形首席运营官（COO）、副

总经理李春枝介绍说，作为机器人行

业复杂度最高、通用性最强的细分领

域，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到真实

室外环境长时间完成任务，是对其稳

定性、泛化性与鲁棒性的极大考验。

在比赛筹备过程中，北京人形的

“天工”在硬件本体和具身智能大脑、

小脑等领域都实现了大量突破。

2024年4月，北京人形发布全国

首个通用机器人平台“天工 LITE”，

实现了全球首例纯电驱全尺寸人形

机器人的拟人奔跑。此后，“天工”并

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一直在进化，天

工Ultra就是其中的一项成果。

2025年3月12日，北京人形正式

发布全球首个“一脑多能”“一脑多机”

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物”，填补

了具身智能领域在通用软件系统方面

的空白。基于“慧思开物”，“天工”拥

有强大的具身运控能力。自发布以

来，“天工”的奔跑时速不断升级，目前

实测平均可达10千米/小时，最高奔跑

速度已提升至12千米/小时，且能在斜

坡、楼梯、草地、碎石、沙地等多种地形

平稳移动。

“当‘天工’冲过半马终点线的瞬

间，这场持续 21千米的极限测试悄

然为具身智能产业突破了三重边界：

技术上验证了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连续

作业的可行性，产业端探索了通用机

器人走出实验室的工程化路径，更在

认知层面改写了人类对机器人运动

能力的想象。”李春枝说。

同样是在这场人形机器人半程

马拉松赛，松延动力（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松延动力”）的两支

赛队——“小顽童队”和“旋风小子

队”分别是第二个和第三个冲线。松

延动力创始人、董事长姜哲源介绍

说，松延动力已形成两大产品线，一

类是双足人形机器人包括N2和E1，
另一类是仿生人形机器人Hobbs&小

诺。其中，亚军得主N2是全球唯一

可实现连续多地空翻的机器人，仿生

机器人Hobbs&小诺的面部自由度、

动作流畅度及仿生逼真度均处于国

际前列。

“比赛带火了N2，订单量呈爆发

式增长，目前预订量已突破2500台，

合同总额超过 1亿元。”姜哲源有点

幸福的“烦恼”。他表示，松延动力的

最终目标是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千家

万户，“给大家当保姆和管家，这一点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改变。”

“就像智能手机改变生活，人形

机器人将重塑人类劳动结构。”姜哲

源透露，松延动力正联合生态合作伙

伴构建“技术-数据-场景”闭环，力

争10年内成为全球具身智能领域的

“顶流”。

多领域渗透、实现场景落地，是

人形机器人“进化”的关键。目前，北

京市人形机器人创新产品已率先在

特种危险作业、物流分拣、无人零售

等场景实现批量应用。

例如，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有

限公司研发的全球首发端到端抓取

模 型 GraspVLA 和 导 航 模 型

TrackVLA，可实现复杂场景的泛化

抓取和导航通行，其机器人产品“盖

博特”已在工业物流搬运、商业无人

值守等多个场景实际应用。北京千

寻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墨子机

器人，是全球第二家能够实现柔顺

物体（衣物）泛化折叠的企业。北京

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人形

机器人“小星”，奔跑峰值速度突破

14 千米/小时，具备上下楼梯、背负

重物、深蹲、跳跃、举重等复杂动作

能力。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的 T1 机器人已成为世界机器

人足球比赛专用机器人平台，也是

业内本体结构强度最高、抗摔耐砸

能力最强的机器人，可实现倒地后

1 秒钟快速起身，相关技术处于全

球一流水平。

采访结束后，采访团成员纷纷感

叹，在科技的浩瀚星空，北京人形机

器人宛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闪

耀着令人憧憬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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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形机器人北京人形机器人，，新星在闪耀新星在闪耀！！
▶ 本报记者 张伟

6月18-20日举行

的主题为“汇聚·连接·

创造”的 2025年世界

移 动 通 信 大 会（上

海），汇聚了全球创新

企业及政策制定者，

深入探讨 5G、人工智

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合

如何重塑产业生态，

展现中国作为全球最

大5G市场及移动生态

领先者的创新能力。

图为观众在展会

上了解低空基础设

施、技术及应用。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摄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从科技创新高地到乡村振兴第一线，从生机
勃勃的碧水青山到韧劲十足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在神州大地蓬勃跃动，为
今日中国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即日起本报推出“活力中国调研行”，与您共同见证
科技创新点燃的星星之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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