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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身智能、智能/人形机器人分不清？（原文链接：具身智能、智能/人形机器人

分不清?）

“2025 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 原计划举行时间受

极端大风影响延期至 4月 19日，随着“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在 2025年首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相关概念备受关注。

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前沿分支，定义为智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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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离身智能”不同，具身智能基于物理实

体，是“实干家”；也可拆分为通用本体和通用智能两部分，其物理形态多样，如

机器手臂、四足机器人等。

智能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都是具身智能的分支，人形机器人是智能机器人的

最高形态。智能机器人需有物理身体且能与物理世界感知、思考、交互和行动，

融合智能技术，偏向类脑智能。人形机器人除外形像人，功能和思考行为也模拟

人，是具身智能体的最佳载体，未来十年在智能机器人中占比约 1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1Njc1Mw==&mid=2649691094&idx=1&sn=23d1d41c5532cc26b3ca669029f849bb&chksm=bf869a67badfb8af44883d14da705261d5f3d2cd4bcd3e01dae9628bd91a109cbfef203fa0a9&mpshare=1&scene=23&srcid=0414F9MRC3fdFaQOD2Ndp9g2&sharer_shareinfo=8fc642a03ff346e9c6dbd2a42789a551&sharer_shareinfo_first=8fc642a03ff346e9c6dbd2a42789a55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1Njc1Mw==&mid=2649691094&idx=1&sn=23d1d41c5532cc26b3ca669029f849bb&chksm=bf869a67badfb8af44883d14da705261d5f3d2cd4bcd3e01dae9628bd91a109cbfef203fa0a9&mpshare=1&scene=23&srcid=0414F9MRC3fdFaQOD2Ndp9g2&sharer_shareinfo=8fc642a03ff346e9c6dbd2a42789a551&sharer_shareinfo_first=8fc642a03ff346e9c6dbd2a42789a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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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前景方面，尽管业界看好，但人形机器人距大规模落地应用、进入家

庭还有很长的路。今年人形机器人处于从科研实验室向 2B领域应用落地阶段，

预计 2030年左右进入攻坚 2C场景阶段。现阶段，人形机器人常用于展厅讲解，

未来将进入工业场景，实现批量交付，提供家庭服务至少还需 3至 5年。此外，

操作效能、安全和成本是衡量新技术能否进入产业的重要标准，人形机器人需在

工业、特种、危险等场景充分验证后，才可能进入家庭。（荐稿：李福裕）

二、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原文链接：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

潮）

当前大语言模型热潮与具身智能紧密结合，为智能体发展带来诸多增益。大

语言模型能助力智能体与人类自然语言交互，将人类任务要求编码处理，并反馈

自然语言；还能提供解决问题的常识，拆解任务步骤，有成为优秀行动规划器的

潜力；多模态大模型为智能机器多模态感知和认知提供通用选择，且大模型未来

还具备生成可用代码的能力。

然而，大模型也面临挑战，因其缺乏现实世界经验，可能生成脱离实际的任

务指导。为解决这一问题，谷歌研究提出使用预训练技能为模型提供现实知识基

础，约束其输出；GLiDE尝试建立大模型语义与机器行动轨迹关联；谷歌 RT系

列大模型则通过端到端训练直接输出行动序列，并不断改进，如 RT - 2整合视觉

— 语言模型提升泛化能力，RT - H提出行动层级概念提高任务执行准确性，且

允许人类干预学习。

中国团队研发的 DeepSeek大语言模型，它凭借技术突破、低成本与开源策

略爆火，以约 GPT—4十分之一的训练成本达到相当性能，推动 AI技术平权，

其开放生态加速技术迭代，吸引资本市场追捧，带动 AI概念股上涨，在 AI领域

影响力巨大，为具身智能及整个 AI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与思路。（荐稿：陈爱月）

三、用 AI 打通低空物流“最后一公里”（原文链接：用 AI打通低空物流“最后一公里”）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将低空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无人机物流

迈向千亿级商用蓝海。星图智慧推出的翼算智擎产品应运而生，旨在打破城乡、

地域物流壁垒。

传统低空物流面临诸多挑战，如长江航道货轮补给损失航程、城市中无人机

https://www.xinhuanet.com/milpro/20250103/5a2126336fe54c7590c9fd47e9a53454/c.html
https://www.xinhuanet.com/milpro/20250103/5a2126336fe54c7590c9fd47e9a53454/c.html
http://gaiuvs.com/page95?article_id=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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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视觉盲区撞障率高、跨城运输人力成本高昂等，亟需解决动态环境下的自主决

策与大规模机群安全管控问题。

翼算智擎具备三大核心技术优势。其一，AI 特征识别系统融合时空联合自

注意力机制，在长江段实测中实现高精度动态投送，应用后显著降低碳排放、节

省时间成本并提升运输效益；其二，军工级抗干扰的机载计算单元，异构计算架

构每秒处理大量数据，可在无卫星信号下实现厘米级定位，应用场景广泛；其三，

通过低空云平台构建数字孪生底板，利用网格编码技术实现高效冲突检测，提升

投送成功率。

该产品实现了三大技术突破，物流动态投送模型提升投送精度，空域立体网

格化系统规划最优路径，抗干扰视觉导航系统在无卫星信号环境维持厘米级定位。

翼算智擎开启广阔物流应用前景，推动物流行业智能化、自动化，降低成本，

提升效率，将无人机作业半径扩展至百公里级。星图智慧正与江苏长江汇合作推

进智能物流运营，并将针对特殊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实现商业闭环，为数字政

府建设和物流现代化提供支撑。（荐稿：陈爱月）

四、中国黑科技让渐冻患者“意念打字”（原文链接：中国黑科技让渐冻患者“意念打字”）

渐冻症（ALS）患者的大脑清醒，却要眼睁睁看着身体逐渐 “冻住”，失去

语言功能，如同被关进透明玻璃罩，无法发声。中国超 20 万渐冻症患者深陷如

此绝望困境。但如今，中国科学家带来希望曙光，全球首个无线植入式中文语言

脑机接口“北脑一号”问世，让中国站在脑机接口领域全球巅峰。

脑机接口原理是给大脑连 Wi-Fi ，绕过渐冻症患者损坏神经，将大脑电波

翻译成文字。“北脑一号”工作时，柔性电极像创可贴贴在脑膜，128 通道监听脑

电波；硬币大小微型主机嵌在头骨表面，无线传输信号；AI 算法实时解码，单

字识别延迟不到 0.1 秒。患者开机 3 小时就能以 34% 准确率 “说话”，两周后

提升到 52%，还能用语言大模型自动纠正语句。

对比马斯克的 Neuralink，“北脑一号” 优势显著。创伤方面，Neuralink 需

钻孔植入芯片，“北脑一号” 电极贴在硬脑膜外，手术机器人 30 分钟完成，术

后无疤；通道数量上，Neuralink 是 64 通道，“北脑一号” 翻倍至 128 通道，

信号更清晰；语言适配度上，西方设备多针对字母语言，“北脑一号” 专门优化

中文解码，未来目标是实现“唐诗三百首自由输出”。并且，“北脑一号”已完成 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724666696659501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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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人体植入，患者恢复良好，而 Neuralink 今年才计划开展 20 - 30 例试验。

不过，脑机接口也面临诸多争议。隐私方面，存在大脑信号被黑客盗取风险；

设备使用时长上，美国研究显示渐冻症患者植入 7 年后可能因脑萎缩致设备失

效，二次手术风险高；费用层面，参考美国设备约 10 万美元的价格，普通人难

以承受。但中国正积极推动“科技普惠”，国家医保局为脑机接口设专项价格项目，

未来或纳入医保，北京、上海也发布相关五年规划。

展望未来，“北脑一号” 团队目标是实时解码上万汉字，实现用意念写小说。

科研界畅想更多可能，如混合现实 + 脑机接口让学生用“意念” 遛机器狗；情感

交互设备捕捉 “快乐”“悲伤”脑电波，帮助抑郁症患者；甚至实现科幻片中的 “记

忆存储”。但这一切还需突破 “脑信号词典” 瓶颈。“北脑一号”让我们看到技术

的温度，它给予被困躯体的灵魂重新触摸世界的机会，是中国送给全人类的生命

礼物，彰显了人性对命运的倔强反击。

（荐稿：陈爱月）

五、从经济学视角看待 AI 发展与治理（原文链接：从经济学视角看待 AI发展与治

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上，

深入探讨了从经济学视角看待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键问题。

在人工智能发展规则与伦理探讨中，过去多聚焦道德理念与价值倡导。像《阿

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及巴黎 AI 峰会声明中的相关内容，虽有社会共识，但因

缺乏学术框架与评估指标，难以科学评判技术优劣，也无法权衡治理成本收益，

导致实践转化不足。所以，江小涓教授强调，应从抽象道德原则转向经济学的实

践理性，构建基于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分析框架，让技术发展目标得以有

效验证。

从经济学角度，人工智能的社会价值在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实现发展成果

公平分享。不过，人工智能冲击社会公平，一方面，大型企业凭优势挤压中小企

业，破坏既有公平；另一方面，大模型 “规模报酬递增” 与 “能力涌现” 特性，

形成颠覆性的 “碾压式” 竞争。因而，评判人工智能社会价值需构建涵盖代际、

群体、机会公平的多维指标体系。

在治理方面，可借鉴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规则协同的逻辑，构建 “弱规则”

https://mp.weixin.qq.com/s/vCcKvpfZMYiy_YDwhPOGgA
https://mp.weixin.qq.com/s/vCcKvpfZMYiy_YDwhPOG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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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博弈与社会协同的基础约束）与 “强规则”（政府监管与法律约束的底线

保障）相结合的体系，如实施负面清单管控等。尤其要注意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

的特殊性，需建立前瞻性的保障与培训体系。

综上，人工智能治理是系统工程，经济学视角提供实用分析工具，将治理目

标转化为实践路径。只有兼顾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

才能为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制度根基，实现技术造福人类的目标。（荐稿：张倩倩）

六、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趋势和影响（原文链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趋势和影响）

人工智能是极具颠覆性与革命性的新质生产力，中美初步形成两强格局。我

国秉持 “发展优先、守好底线、应用驱动、科技引领” 原则，推进人工智能发展。

人工智能赋予计算机类人智能，大模型为主流技术。其呈现四大技术经济特

征：自我迭代的颠覆性技术；强大赋能的 “底座型” 通用技术；垄断性强，易 “赢

者通吃”；“黑箱” 特性明显。发展呈三大趋势：数据等密集型行业成主要应用场

景并将成为 “新型基础设施”；大模型外新技术路线不断；与前沿技术加速融合

开辟新赛道。2023 年开启监管元年，但各国监管情况不同。

人工智能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它带来机遇与挑战，若人机协作良好，人类将

迎来 “认知革命”，但 “黑箱” 问题或致失控风险。它重塑科研与全球分工，加

速科技进步，改变产业格局，先进国家优势更突出。就业与收入分配受冲击，短

期就业压力大，长期创造新职业，需强化二次分配。教育模式随之变革，技能和

研究型人才更受重视，教育智能化缩小区域差距。还影响公众认知与伦理规范，

可高效传播信息，也带来伦理难题。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位居全球前列。需求端，数字基础设施与消费市场为模式

创新奠基，制造业及社会转型提供丰富应用场景。供给侧，科研成果丰硕，人才

众多，企业紧跟研发步伐。智能基础设施领先，新型举国体制助力统筹关键要素。

不过，基础研究、高端芯片等方面存在短板。

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科技为基、应用为要。需发挥市场力量，统筹资源，促

进深度应用，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时，完善监管体系，保障规范发展，强化民生

保障，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推动其健康、持续发展，

为人类谋福祉 。（荐稿：张倩倩）

https://mp.weixin.qq.com/s/bhqn9HZ870f9dvRnR8P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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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AI+低空经济：开启智慧天空新时代！（原文链接：AI+低空经济：开启智慧天空

新时代！）

近年来，低空经济作为全球新兴战略性产业迅猛发展，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而人工智能与之深度融合，成为推动低空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

AI 对低空经济的赋能体现在多个关键方面。在智能飞行控制与自主导航上，

传统飞行器在复杂环境中稳定性与安全性欠佳，AI 技术运用计算机视觉、SLAM

和强化学习，使飞行器能实时感知环境、自主避障并动态调整航线，如 Zipline 利

用 AI 算法在非洲偏远地区精准投放医疗物资。低空交通管理与空域优化领域，

AI 驱动的 UTM 系统可实时监控众多无人机飞行状态，预测冲突并自动调整航

线，NASA 开发的 UTM 系统结合 AI 实现多无人机协同飞行，大幅提升空域

利用效率。智慧物流与无人机配送方面，电商和物流企业借助 AI 优化包裹分拣、

路径规划以及配送策略，像亚马逊的 Prime Air 项目通过机器学习预测订单需求，

提前部署无人机，实现快速送达。此外，AI + 无人机在低空遥感与智慧城市监

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在农业精准监测作物，在城市实时监测交通等。

然而，AI + 低空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法规政策滞后，全球低空飞行监

管体系不成熟，AI 自主飞行法律责任界定不明。数据安全与隐私问题突出，无

人机采集数据存在隐私泄露风险。技术可靠性有待提升，极端环境下 AI 决策能

力不足。基础设施也存在短板，部分地区网络覆盖不完善。

展望未来，AI + 低空经济前景广阔。未来 5 - 10 年将步入全自主飞行时代，

AI 还将与 5G 等技术结合构建低空经济生态，无人机物流等商业化应用将加速

落地，同时各国也将加强政策协调，建立统一的 AI 空管标准。随着技术进步和

政策完善，低空经济有望形成万亿级市场，各方需携手攻克难题，开启智慧天空

新时代。（荐稿：张倩倩）

八、以 AI 助力基础教育教学深层次变革（原文链接：以 AI助力基础教育教学深层次

变革）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正逐步渗透到基础教育的各个环节，为教育

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面临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资源不均衡、课程体系

不完善等问题，可通过加强教师培训、引入兼职教师、共享优质资源、优化课程

体系来应对，尤其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

https://mp.weixin.qq.com/s/K4cDqbrA_woXJPkVS6oENw
https://mp.weixin.qq.com/s/K4cDqbrA_woXJPkVS6oENw
https://mp.weixin.qq.com/s/O2fqbIjokB57-0QB3Wg2tQ
https://mp.weixin.qq.com/s/O2fqbIjokB57-0QB3Wg2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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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深刻影响着教师的专业成长。教师需具备跨学科整合、数字化教学

工具应用以及培养学生批判性和创新思维的能力，教学方法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

培养与个性化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可运用智能辅助工具优化教学设计、管理课

堂、分析数据以提升教学效果；关注智能体等新技术应用，积极参与培训，提升

数字素养，更新教育理念，从知识权威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支持者与意义构建者。

在教育生态布局方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资源的应

用至关重要。学校应将平台资源融入教学，从教师、学生、管理维度入手，推动

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同时坚持 “以用促建、以用促优” 原则，避免陷入误区。

安全是数字教育的根本前提，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学变革时，需关注内容、数据、

算法和伦理层面的安全风险，建立审查机制、加强技术防护、规范算法应用、开

展相关教育，保障教育安全稳定发展。

人工智能为基础教育教学变革带来了新的契机，通过多方协同合作，攻克技

术与应用难题，强化安全保障，能够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推动基础教育迈

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创新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荐稿：杜天文）

九、2030 年的人工智能与生活（原文链接：2030年的人工智能与生活）

斯坦福大学 “人工智能百年研究”（AI100）项目旨在长期追踪评估 AI

发展。其 2016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与生活 2030》报告，理性剖析了 AI发

展及对社会的影响。

AI100项目受 “阿西洛马会议” 启发成立，设常设委员会，每五年组织

专家小组评估 AI，为其研究、开发及政策制定提供指导。首份报告研究小

组人员多元，聚焦 AI对 2030年北美典型城市生活的影响。

当下 AI 是基于人类智能灵感、运作方式不同的科学与计算技术，在深

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特定任务领域成果显著，但并非通用人工智能，缺乏

人类常识与自我意识，目前也不会对人类构成紧迫威胁。

报告预测到 2030 年，AI 将深刻改变多个领域。交通运输方面，自动

驾驶更普及，缓解拥堵，改变城市格局；家庭/服务机器人将在特定场景应

用更多；医疗健康领域，助力疾病预测、诊断等；教育实现个性化变革；在

低资源社区提供帮助；公共安全与安防提升效率但引发隐私担忧；就业上冲

https://mp.weixin.qq.com/s/VPZnBniqAN5iNeNNXhbi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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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传统岗位，也创造新机会；娱乐产业迎来更具交互性体验。

AI 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如公平性与偏见、隐私、安全可靠性、责任归

属、经济影响与分配、人机关系等问题。为此，报告提出提升政府 AI 专业

能力、鼓励相关研究、避免笼统监管、促进透明度与公众信任、关注公平普

惠等政策建议。

这份报告表明，AI 虽不是科幻中威胁人类的存在，但融入生活时需审

慎应对各类挑战，以实现其造福人类的潜力，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塑造以

人为本的 AI 未来 。（荐稿：杜天文）

十、天空之城照进现实（原文链接：天空之城照进现实）

随着空域管理改革深化与技术成本断崖式下降，低空经济已成为全球增长最

快的新质生产力领域。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4月全国无人机快递配送量达

4.2亿件，首次超过地面快递业务量，标志着低空物流时代全面到来。顺丰集团

部署的“鸿雁 2.0无人运输机群”，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2小时达，其氢动力

系统使载重提升至 1.2吨，单位能耗降低 65%。

载人飞行领域迎来商业化拐点。亿航智能的 EH216-L 复合翼飞行器于 4月

28日完成深圳-珠海跨城飞行首航，97 公里航程仅耗时 23 分钟，票价定为 399

元。该机型通过分布式电推进与倾转旋翼技术，噪声水平控制在 65分贝以下，

获得欧盟 EASA与美国 FAA双重认证。配套的"云翼"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已接入

2000+飞行器实时数据，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动态空域划分。

市场研究机构沙利文预测，到 2025年底全球低空经济规模将突破 8.5 万亿

元，带动新能源、新材料、导航芯片等 12 个关联产业爆发式增长。随着上海-

洛杉矶跨太平洋无人机货运航线启动试飞，人类正加速迈向三维交通新纪元。

（荐稿：王海涛）

http://www.caacnew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