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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开始跨界角逐，不仅造车，还开始造机器人

车企为何竞相驶入“人形机器人”赛道
继飞行汽车之后，多家汽车

企业将目光投向“人形机器人”领
域，纷纷发布相关技术、产品和规
划。车企跨界角逐“人形机器人”，
不仅为这一备受瞩目的新兴领域
增添热度，也让我们对汽车产业
和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发展有了更
多想象空间。

那么，车企布局“人形机器
人”背后有哪些原因？车企造机器
人又有哪些独特优势？将引发怎
样的产业变革？

人形机器人
产业化加速

近年来，多家车企相继通过
投资或自研方式入场，发布“人
形机器人”相关技术、产品和规
划。不久前，广东一家汽车龙头
企业推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三代
具 身 智 能 人 形 机 器 人 — ——
GoMate。这家汽车企业的机器
人研发团队负责人张爱民向记
者介绍，这款机器人具备高效、
安全和节能等特点。

张爱民表示，所有核心功能
部件都是自研的，只有自研才能
降低成本并提升整机性能。这个
机器人的大脑部分，采用远程加
自主的控制方式，时速能够达到
15千米，并且能持续运行。它在
运动模式下非常节能，只有两个
电机驱动，其他电器可以锁死，追
求的是实用性和落地能力。

在软件和系统上，这款“人形
机器人”利用AI大模型进行训
练，通过模仿学习和强化学习等
方法，提升自主操作能力。

比如，它可以模仿人类进行
倒茶、整理衣服、搬运物品等精细
任务操作。

张爱民介绍，今年计划实现
这款“人形机器人”自研零部件批
量生产，并将在其主机厂车间生
产线和产业园区开展整机示范应
用，未来还将在安防、物流、教育
等多场景应用。

“目前，人形机器人的年复合
增长率在40%以上，所以它是一
个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我们认为
安防领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市场需求足够大，让人一直执行
巡逻等工作不划算，且无法实现
24小时巡逻，而机器人可以做到
这一点。”张爱民说。

开拓人形机器人市场
有助提升企业竞争力

从汽车到机器人，汽车企业
为什么纷纷涉足这一领域？

对此，张爱民表示，汽车制造
涉及机械工程、电子控制、动力系
统和人工智能等多方面技术，这些
技术与“人形机器人”的研发有很
多共通之处，车企可以利用已有的
技术积累和研发团队，降低进入新
领域的技术门槛和成本。

张爱民介绍，在空中有飞行
汽车，在地面有新能源汽车。基于

“最后一公里”室内室外移动云服
务，这块就靠“人形机器人”来承
接。

从技术上来说，汽车与机器
人在自动驾驶和分布式系统构架
等方面有相似性，汽车技术可以
迁移到机器人上。

在供应链方面也有优势，汽
车使用的芯片、传感器等部件
也适用于机器人，实现资源共
享。此外，车厂的4S店也可以为
机器人提供售前展示和售后维
护服务。

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汽车企
业也在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工
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
员刘兴亮表示，当前，汽车电动
化、智能化趋势，使得传统车企面
临挑战，开拓“人形机器人”市场，
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

刘兴亮表示，我们都知道现
在汽车市场正逐渐趋于饱和，所
以车企需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
点。机器人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尤

其是“人形机器人”，它潜力巨大，
能够给车企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这里面还有一个技术的溢出效
应，因为车企在自动驾驶、人工智
能，包括机械工程等各方面都积
累了大量技术，可以直接应用到

“人形机器人”做研发。
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

的发展，智能化已成为不可逆转
的趋势。

刘兴亮指出，“人形机器人”
作为未来智能终端的重要形态，
能够与车企的智能化战略形成协
同效应，完善企业的产品生态，也
有助于提升车企的科技创新形
象，增强品牌影响力。

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
2026年有望突破200亿

有机构预测，2026年我国
“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有望突破
200亿元。到2035年，这一数字或
增长到3000亿元，这样一个庞大
的赛道，蕴藏了无数可能性。

刘兴亮表示，随着更多企业
参与，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培育，

“人形机器人”将在未来生活中扮
演重要角色，给人们带来更加智
能、便捷的生活体验。

“未来的趋势一定是有实力、
有能力，或者说有战略目光的车
企，都会积极布局到机器人这个
领域。我们不能说1 0 0%，至少
90%以上的头部车企都不会放弃
机器人赛道。它们所形成的通用
技术，能够和更多行业去融合，帮
助我们提高生活质量。”刘兴亮
说。 据央视

近期，多家企业公布
了国产人形机器人研发
进展。

多款人形机器人
密集亮相

四川具身人形机器
人科技有限公司首台商
业化人形机器人原型
机——— 天行者1号于近
日 发 布 ，并 计 划 参 加
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

天行者1号身高165
厘米，重约50千克，续航
时长为一个半小时，是四
川首台全尺寸、直立行走
商业化人形机器人。这款
机器人全身搭载了四十
多个运动电机，相当于人
类的“关节”，目前已实现
行走功能，未来要实现跑
动功能。未来天行者1号
预计会在农业、工业、文
旅等场景落地应用。

2024年12月26日，
上海矩阵超智集成系统
有限公司发布其自主研
发的全尺寸通用人形机
器人原型机MATRIX-1。行走
速度每小时8公里，双臂最大负
重能力35公斤，预计会在2025
年上半年进入汽车工厂、家电
工厂等应用场景，并计划在
2025年下半年实现量产。

2024年12月，广汽集
团发布其具身智能人形
机器人GoMate。这是一款
全尺寸的轮足人形机器
人，可稳健上下楼梯、爬
坡、单边越障，未来预计
在安防、康养、物流、汽车
后市场等领域应用。

此外，华为、小鹏汽
车等多家企业加码布局
人形机器人产业。2024年
11月，华为(深圳)全球具
身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宣
布正式运营，华为与乐聚
机器人、大族机器人等16
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备
忘录，标志着华为正式进
军人形机器人领域。

2024年11月，小鹏汽
车在广州发布其自主研
发 的 全 新 A I 人 形 机 器
人——— Iron，目前已在小
鹏汽车的广州工厂投入
实训。比亚迪、特斯拉、奇
瑞汽车等多家车企，也已
布局人形机器人产业。华
西证券指出，人形机器人
2025年有望实现0到1突
破的过程。

全球劳动力结构
将迎来深刻变革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报
道称，随着人工智能(AI)等技
术的深度融合，人形机器人将
变得更智能、灵活和高效，未来
全球劳动力结构将迎来深刻变
革。

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的人
形机器人“阿特拉斯”已经可以
跳舞和跑酷。现在，该公司正促
使这款机器人进入工业领域。

作为人形机器人领域的
“网红”，特斯拉公司开发的“擎
天柱”，从“跳舞机器人”“变身”
为“工作狂”。从基本劳动到工
厂和仓库里更复杂的操作，它
都能轻松应对。

多家投行和智库机构预测，
到203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
将达万亿级规模。特斯拉公司首
席执行官马斯克更是大胆预测：
到2040年，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可
能会超过人口数量。

据中国证券报 科技日报

人
形
机
器
人
越
来
越
像
人
了

未
来
或
重
塑
全
球
劳
动
力
格
局

“人形机器人”利用AI大模型进行训练。

具身科技首台商业化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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