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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个角度

理解具身智能

尽管具身智能还没有十分清晰明确的概
念，但是业界专家普遍认可具身智能是人工
智能的一个前沿分支。目前较为一致的定义
是，具身智能是指智能体（如机器人、无人机、
智能汽车等）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
实现感知、认知、决策和行动一体化。

有专家尝试从与“离身智能”作对比的角
度来解释具身智能。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
副秘书长、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
新中心总经理熊友军认为，具身智能主要是
基于物理实体，能够与物理世界进行感知和
交互，以及有行动的一种智能系统。它区别
于DeepSeek或者ChatGPT等离身智能，以及
只存在于虚拟空间、数字空间、信息空间的智
能。具身智能一定要有物理的实体，如果说
现在的离身智能只是“动嘴皮子”，具身智能
则需要在物理世界“干活”，是一个“实干家”。

还有专家将具身智能拆分为“具身”和
“智能”两个部分来理解。北京星动纪元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
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建宇对《中国电子
报》记者说，具身智能可以拆分为通用本体和
通用智能两个部分，通用智能应包含语言的
智能、视觉的智能和行动的智能，它可以与各
种各样不同的本体相结合来使用。

从物理形态的角度来看，专家认为具身
智能可以“七十二变”，化身为多个物理实
体。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王仲远告
诉《中国电子报》记者：“具身智能本身代
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 （尤其是大模型技术）
能够走进物理世界，与不同的硬件本体结
合，这个硬件可以是一个机器手臂、四足机
器人、六足机器人、轮式机器人，也可以是
人形机器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
长、中关村智友天使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
院院长王田苗认为：“具身智能是一个机械载
体。可以是人形、机械臂，也可以是轮式，或
者是无人机、无人车，甚至也可以是数控机
床。不可否认的是，具身智能是一个时代的
浪潮。”

智能机器人、人形机器人

是具身智能的分支

与“具身智能”一样，2025年，“智能机器
人”也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它的字面意
义更易理解，但是与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是
怎样的关系，普通人却很难厘清楚。对此产
业专家也给出了清晰的定义：智能机器人和

人形机器人都是具身智能的分支，其中，人
形机器人是智能机器人的最高形态。

熊友军认为，智能机器人是具身智能的
一种表现形式，它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
是具有物理的身体，二是能够与物理世界构
成感知、思考、交互和行动的能力。它可以

是轮式、轮带式、复合型、甚至是机械臂类型
的机器人。与智能机器人相比，传统的智能
化设备没有安装传感器，完全靠程序驱动，
不会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响应，只是
机械地执行，缺少感知、交互和思考物理世
界的过程。

“智能机器人融合了视觉感知、学习理
解、智能计算等一系列智能技术，使机器人
在环境中能够感知决策、行动，它其实偏向
于一种类脑智能。”宇树科技副总经理王启
舟说道。

具身智能、智能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三

者存在何种关系？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
创新中心总经理许彬给出了答案：具身智能
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是智能机器人走向
更高阶应用的主要途径，人形机器人则是智
能机器人的最高形态。

陈建宇表示：“人形机器人属于智能机器
人的一类，毕竟整个人类社会工作的环境都
是围绕人类，由人类去建造的，所以人形机器
人是非常通用的存在。”

“人形机器人，除了长得像人，应该是
功能和思考行为都模拟人的一种机器人，它
也被称为具身智能体的最佳载体。”熊友军
说道。

“我们可以将人形机器人理解为一个新
物种，它是具身智能大家庭中的一员。”王田
苗说道，未来十年，人形机器人在智能机器人
（人工智能+机器人）中的占比只有10%左右，
在某些特殊领域可能会达到20%。

应用前景广阔

但仍需时间验证

尽管业界人士十分看好具身智能、智能
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前景，但产
业专家一致认为，人形机器人距离大规模落
地应用、特别是进入寻常百姓家，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

陈建宇指出，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科研
实验室向2B（工业/商业）领域应用落地的阶
段，预计将在 2030 年左右进入攻坚 2C（家
庭）场景的第二道鸿沟时期。

乐聚（深圳）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冷晓琨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展厅讲解是
该公司人形机器人“夸父”当前最常用的应用
场景，公司今年最大的订单也是让人形机器
人去担任展厅的“讲解员”。下一步，人形机
器人将进入工业场景，乐聚与蔚来汽车、北汽
越野、一汽红旗等车企都开展了深度合作，计
划于今年实现批量交付。人们最终的期望还
是人形机器人能够提供家庭服务。在冷晓琨
看来，这需要至少3至5年的时间。“人形机器
人进入产业化还有10年的‘仗’要打，这已经
比我们最初预计的时间提早了很多，届时，人
形机器人产业一定会在国内实现爆发式发
展。”冷晓琨信心十足地说道。

“人形机器人的应用需要时间的验证。”
王田苗指出，操作的效能、安全和成本这三要
素是衡量一项新技术能否进入产业化的重要
标准。从目前实验角度来看，拥有智能大脑
的人形机器人可能会更加灵活、高效，但从机
械操作等能力来看，人形机器人特别是双足
人形机器人的效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他
预计，人形机器人在未来 10 年内将走进工
业、特种、危险等场景，只有经过这些场景的
充分验证，才有可能进入家庭。

具身智能、智能机器人、人形机器人……

各类机器人纷至沓来
本报记者 王伟

随着“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于2025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具身智能、智能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诸多
新概念、新名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面前。这些看起来晦涩难懂的科技热词，或许很快就将走入商业场景，甚至走
入我们的家庭。它们的定义是什么，相互之间有怎样的关联，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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