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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机器人技术的历史性突破（原文链接：家庭机器人技术的历史性突破）

Figure AI 推出的 Helix 具身智能模型实现了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重大突破，

其核心创新在于首创“系统 1+系统 2”双模块架构：系统 2（70 亿参数视觉语言

模型）以 7-9Hz 频率解析语义指令并生成高层任务规划，系统 1（8000 万参数

Transformer）则以 200Hz 高频将语义向量转化为 35 个自由度的实时动作控制，

涵盖头部、躯干、手腕及单个手指的精准操作。这种架构通过异步协同机制平衡

速度与泛化能力，使机器人无需任务微调即可处理数千种未见过的家居物品（如

根据“捡起沙漠物品”指令识别玩具仙人掌），并支持双机协作——两台机器人

共享同一模型权重，通过自然语言指令分配任务（如“将饼干袋递给右侧机器人”）。

该模型的训练仅需 500 小时多机器人数据集（传统方法的 5%），借助预训练

VLM 的常识迁移与自动化标注技术实现零样本泛化，测试中抓取成功率达 95%。

商业化方面，Helix 已适配嵌入式低功耗 GPU（功耗＜50W），并在宝马工厂完成

车门装配等 12 道工序验证，单台年运营成本较人工降低 40%。然而，家庭场景

https://www.figure.ai/news/h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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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动态光照干扰、物品无序摆放仍导致动作成功率波动（实测 82% vs 实验室

95%），且高精度关节模块占整机成本 30%，量产良率需从 92%提升至 98%以压缩

成本。

作为全球首个端到端 VLA 模型，Helix 标志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迈向规模化

应用，其终止与 OpenAI 合作后完全自主研发的路径，为通用人形机器人奠定了

技术基石，预计未来四年量产 10 万台，目标成本降至 4.5 万美元/台。

（荐稿：王海涛）

二、2025 低空经济产业链全景图谱（原文链接：2025 低空经济产业链全景图谱）

低空经济以低空空域内的各类飞行活动为牵引，是融合多领域的经济形态。

从市场看，中国低空经济发展迅猛，占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 54%，为行业领导者。

其发展历程见证了从无人机初步应用到 eVTOL 商业化测试的跨越。

产业链方面，上游的飞行器设计、地面设施建设和载荷制造是基础，确保飞

行器性能与功能；中游的产品制造创新推动产业增长，飞行保障与综合服务提升

安全便捷性；下游应用广泛，涵盖旅游、物流、文化娱乐、巡查等，运营服务不

断完善。

商业场景中，城市空中出行有望缓解交通压力；低空物流在偏远及 “最后

一公里” 配送优势显著；低空旅游娱乐满足市场新需求；农林植保监测提高生

产效率，兼具环境监测潜力；基础设施巡检安全高效；安全监控应急救援作用关

键。同时，新兴航空器研发制造、航空空域管理、基础设施建设、软件信息服务、

空天信息服务及教育与培训等，共同构建产业生态。低空经济依赖技术、政策、

市场协同发展，将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值得持续关注研究。（荐稿：彭爱梅）

三、2025 年或成 AI 智能体爆发元年（原文链接：2025 年或成 AI 智能体爆发元年）

2025 年或成 AI 智能体爆发元年，市场规模预计从 2024 年的 51 亿美元

飙升至 2030 年的 471 亿美元。在此趋势下，企业级 AI Agent 实践不断深化，

央国企等大型企业迎来基于大模型 + Agent 的智能进化新模式，而 RPA 市场也

受其影响，催生出 APA（智能体流程自动化）模式。

RPA 作为 “数字员工”，能依据预设逻辑模拟人工操作，在央国企中应用广

泛。央国企因规模大、层级复杂，面临数据系统庞杂、流程操作繁琐、跨系统协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DUzNjc2Mg==&mid=2247512414&idx=2&sn=9c542f56b1249716c35b86af966c5199&chksm=c0e27aed5920f434ac1348d9c99fc66059b9e8d11c72a6dbb44882bac8c5607c0ffcaa3e63aa&mpshare=1&scene=23&srcid=0317GKcNsrMXOPttDDNgYfDv&sharer_shareinfo=415ae4e547addd8d558a3c50ae1d5bd8&sharer_shareinfo_first=415ae4e547addd8d558a3c50ae1d5bd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wNjQ5MDc4MA==&mid=2247490698&idx=1&sn=89336d08249367a47f05a8e050380fa7&chksm=c1399a78b35cc1aae0f5e29671f6f488eacc979f791e84e251cf897d50b36414e9c2ac5b4026&mpshare=1&scene=23&srcid=0317OAiU7hR3k80clgMYPueL&sharer_shareinfo=434f2e27d3f6b0cc9b1c911513c63d3c&sharer_shareinfo_first=fc6f7a0eff938593360d52b0a3895f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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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足等痛点，RPA 可有效提升流程执行速度与精确性，连接孤立系统。例如工

商银行、中交集团等通过 RPA 平台建设，在效率提升、成本降低等方面成果显

著。过去五年，央国企 RPA 市场规模持续上升，2022 - 2027 年复合年均增长

率达 42.5%，高于整体市场。

然而，RPA 存在缺乏自主 “思考” 能力的核心痛点，面对业务规则变化、

非结构化数据处理以及市场需求的转变时表现乏力。AI Agent 虽在一定程度上

与 RPA 功能重叠，但因其无法完全满足复杂业务流程需求以及缺乏可控性，短

期内难以取代 RPA。不过，二者存在技术互补性，越来越多厂商开始探索将 Agent

与 RPA 结合，RPA 呈现智能化升级趋势。（荐稿：彭爱梅）

四、科技热词“具身智能”到底是什么？（原文链接：“具身智能”到底是什么？）

具身智能是强调智能行为需通过身体与环境交互实现，而非仅依赖 “大脑”

运算的理论。其思想可追溯至 20 世纪中叶，由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哲学家提

出，后经认知语言学家、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丰富，21 世纪随着神经科学发展，

形成了理论体系。传统人工智能的 “符号主义” 和 “连接主义” 存在局限，

而具身智能认为智能是大脑、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世界模型是具身智能

的基石，它是主体在与环境互动中逐步建构的对世界的整体认知，反过来又能指

导具身实践。具身智能与机器人关系紧密，它为机器人设计研发提供新思路，机

器人也检验完善具身智能理论。

具身智能有望给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带来诸多变革。它能让机器具备更强环境

适应能力，例如使复杂环境下作业的机器人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环境变化；强调人

机交互，提升家用服务机器人等的用户体验；还为类脑芯片、认知康复等领域带

来新方向，如智能假肢的发展。不过，发展具身智能面临多学科协同攻克技术难

关的挑战，还需反思传统哲学观点。具身智能标志着人工智能从 “智能即计算”

转向 “智能即互动”，是对智能本质的新认识，也是人机共生的必由之路。

（荐稿：李福裕）

五、工程院院士 5800 字谈人工智能（原文链接：工程院院士 5800 字谈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其具有“头雁”效应，是关乎能否抓住科技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TA5NTYxOA==&mid=2651563840&idx=3&sn=58875c02e03dd74b6941cdc5241e5496&chksm=814f72b8e708ca3ba58b0e3a845f91a012e3a84e1a0464a93992b3e6b075f7c9f3fd402b46c1&mpshare=1&scene=23&srcid=0325UoKA1JZn6C9I9FvPAC8J&sharer_shareinfo=cbf8d4829d050ed7ed46aa75ad6b8589&sharer_shareinfo_first=cbf8d4829d050ed7ed46aa75ad6b8589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Q1OTQ4Mw==&mid=2650545143&idx=1&sn=d2e422db76e5d59aa4780e42ae86846b&chksm=bf5c5b9591ea4c7da9a688ca30544d1a79cad5ee88e10fe27ab0f9470be70d31e8497264ab3c&mpshare=1&scene=23&srcid=0324SxNaBaDkEhSsvzn56Uzt&sharer_shareinfo=2b2ba2be55017ba10113c01882c103d0&sharer_shareinfo_first=c654df023398e2636a9cdd5aac3ff4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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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工智能是筑牢强国根基的必然要求，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赋能传统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数字经济；是增进人民福

祉的有力抓手，应用于医疗、教育等领域；是开启智能时代的新动能，推动人类

文明演进。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从科学家推动转为研发应用推动，以预训练大模

型为代表取得突破，呈现技术创新不断、产业规模增长、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存的

趋势，正处于向强人工智能过渡阶段。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取得成绩，体系逐渐完善，优势明显但也面临挑战。其发

展趋势包括：与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融合创新，催生新场景和商业模式；先进人

工智能算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东数西算” 工程优化算力布局；大模型

是通用人工智能主要方向，推动行业智能化升级；开源共享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

升级。为推进我国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需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平台建设，掌握

核心技术；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提供普惠算力；构建开源开放创新体系，

促进产学研用融合；以需求牵引服务经济社会，构建创新生态；强化国际交流合

作，参与标准制定；构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防范风险，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

发展。（荐稿：李福裕）

六、一文读懂什么是低空经济产业园（原文链接：一文读懂什么是低空经济产业园）

低空经济产业园是以低空经济为主导产业，集研发、制造、运营、服务于一

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其涵盖低空飞行器研发与制造、飞行服务、应用领域拓展

及技术创新等内容。对低空产业具有多方面促进作用，如产业集聚与协同，吸引

企业和机构形成集聚效应，提供完善基础设施；技术创新与研发推动，引入创新

资源带动行业科技进步；应用领域拓展与市场需求拉动，开拓多元应用领域带来

市场空间；政策扶持与产业发展环境优化，政府出台政策助力园区发展。国内已

初具规模，产业规模成效显著，产业链布局完整，政策支持力度大，但部分园区

存在同质化竞争、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

低空经济产业链完整，涵盖多个环节。应用范围广泛，在交通物流领域缓解

地面压力、提升出行效率；应急救援领域快速到达灾区支持救援；农业种植领域

实现精准生产、提供决策依据；旅游观光领域带来独特体验、为经济注入活力。

规划设计需遵循创新驱动、产业集聚、绿色生态、开放合作原则，合理进行功能

分区。未来，国内低空经济产业园产业规模将扩大，产业链更完善，技术创新成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DAxNzEwNg==&mid=2247489497&idx=1&sn=736ebc1f8f6c55017248fcc96059ef4f&chksm=ff9dafab515ba2bfbf0c4863b48c138fd9cdaf6015b53896af290b348bad8c08bcfc89831f01&scen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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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驱动力，绿色可持续发展成方向，国际合作交流增加，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

动相关发展。（荐稿：陈爱月）

七、AI 赋能千行百业（原文链接：AI 赋能千行百业）

新华社报道，2025 中关村论坛年会上，“人工智能” 成为高频热词。《未来

产业新赛道研究报告》显示，大模型等通用人工智能跻身 2025 年未来产业十大

赛道。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已有 18 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进入密集活跃区，大模型技术引领发展方向，加速在各

行业落地应用，驱动形成新生产力。

2025 年被认为是 AI 应用大规模落地的元年，北京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

庞大，相关创新平台发布，为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提供算力保障。未来需强化

前沿技术创新，培育新产业、新模式、新生态，加速其赋能千行百业。

（荐稿：陆苗霞）

八、2025 年，人工智能如何进化（原文链接：2025 年，人工智能如何进化）

光明网的文章指出，人工智能近两年发展具有 “大” 和 “多” 的特征，

大模型参数规模增大，多模态能力增强。2025 年，多模态 AI 将成为企业采用 AI

的主要驱动力，在医疗、零售等多领域广泛应用，通用人工智能渐行渐近。AI 逻

辑推理能力不断提升，如 OpenAI 的推理模型、谷歌的“双子座 2.0 闪电思维”

等在复杂问题上表现出色，有望在 2025 年加速科技突破。

智能体将更普及并能处理复杂任务，具身智能受期待，如特斯拉 “擎天柱”

机器人有望小批量生产。但 “规模定律” 可能受考验，企业更注重 AI 算法调

优，小模型吸引力可能增加，同时 AI 发展还面临能源、安全等挑战，国际社会

将加强 AI 治理。（荐稿：周张泉）

九、低空经济如何蓄势 “高飞”？（原文链接：低空经济如何蓄势 “高飞”）

人民网发文称，2024 年 “低空经济”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

后政策端和产业端同频共振。低空经济作为新兴产业，正从概念走向现实场

景。2025 年中关村论坛年会上，低空经济再次成为焦点。当前，低空经济

正经历从 “政策驱动” 向 “场景驱动” 的转型期，装备制造企业需找到

高价值、可复制的场景。同时，行业面临电池续航、技术成熟度、公众接受

http://m.toutiao.com/group/7487761865431384612/?upstream_biz=doubao
http://m.toutiao.com/group/7456621000189297204/?upstream_biz=doubao
http://m.toutiao.com/group/7488260236206244393/?upstream_biz=dou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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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航线规划等问题。未来，在高性能航空固态电池和 AI 飞行系统加持下，

低空经济想象空间巨大，相关企业需注重成本可控、接地气、市场转化率高

的创新。（荐稿：刘力军）

十、低空经济加速腾飞（原文链接：低空经济加速腾飞）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文章提到，2025 年低空经济成为热门赛道。全国两会前

夕，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提交审议，为低空经济空域需求提供国家层面立法保障。

地方立法也在推进，多地出台具体措施支持低空经济发展，如海南、浙江嘉兴、

辽宁朝阳等。在政策推动下，重庆、四川绵阳、贵州贵阳等地纷纷布局低空经济

产业园区。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 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 1.5 万亿元，

2035 年有望达 3.5 万亿元。此外，低空出行和货运物流领域不断有新进展，如

江苏南通、上海浦东等地开通低空航线，乌鲁木齐开展低空医疗物资运输。同时，

国内首个低空行业大模型 “紫东长空” 亮相，为低空经济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荐稿：张倩倩）

https://www.mot.gov.cn:10443/jiaotongyaowen/202503/t20250306_416514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