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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张智博

人形机器人集成人工智能、高端

制造、新材料等先进技术，有望成为

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后

的颠覆性产品，深刻变革人类生产生

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发展格局。

当前，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演

进，已成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

产业的新赛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发展潜力大，应用前景广。

政策力挺
人形机器人产业

近年来，国内外人形机器人快速

发展，行业关注度日趋提升。政策面

上，2023年10月，工信部印发《人形机

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指导意见》首次对人

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提出系统性指导

意见，明确发展目标与时间点。

根据《指导意见》，到 2025年，人

形机器人创新体系初步建立，一批关

键技术取得突破，确保核心部组件安

全有效供给。整机产品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并实现批量生产，在特种、制

造、民生服务等场景得到示范应用。

到2027年，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形成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

应链体系，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产业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今年 1月，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在“做强未来高端装备”部分，《实施

意见》要求加快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

关工程，突破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

机等高端装备产品，以整机带动新技

术产业化落地，打造全球领先的高端

装备体系。人形机器人处于未来创

新标志性产品前列。

海外方面。2023年 5月，美国白

宫公布了一系列围绕美国人工智能

使用和发展的新举措，并更新发布了

《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其中

明确提出要“开发功能更强大、更可

靠的机器人”；日本实施新机器人战

略，旨在使该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机器

人创新中心，重点领域是制造业、护

理和医疗、基础设施和农业。

中国人形机器人
专利数量全球领先

当前，以人形机器人和通用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

态蓬勃发展，正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

制高点、未来产业的新赛道和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相关专利的数量和转

化，则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科技水平，以及专利的创新能力和市

场化程度。

2023年11月，人民网研究院发布

《人形机器人技术专利分析报告》。

截至报告发布日，以有效发明专利计

算，中国共计拥有发明有效专利1699
件，仅略低于日本的 1743件，排名全

球第二；并与排名第三至第五的韩

国、美国、法国拉开较大差距。这些

专利储备和技术布局有望在接下来

的全球范围内的科技竞争中，使中国

始终保持在领先位置。

从专利申请来看，中国已成为人

形机器人技术专利主要申请国。截

至报告发布日，中国已累计申请6618
件人形机器人技术专利，是申请技术

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日本排名第

二，申请技术专利数量6058件。从技

术分支来看，已申请的专利技术主要

集中在本体结构、驱动控制和智能感

知部分，申请量依次为 7949件、4800
件和4191件，核心零部件以及支撑环

境技术分支的申请量较少。

2024年有望成为
产业元年

近期，人形机器人利好消息不断。

4月9日，首届中国人形机器人产

业大会暨具身智能峰会在北京海淀

区开幕。大会以“竞逐人形万亿赛

道·重塑未来产业新纪元”为主题，超

200 位人形机器人院士专家和企业

家，围绕四大专题活动展开精彩报

告。来自全球的 1200余名行业人士

参会，两大展区荟聚30余家企业展示

最新技术和产品，展现人形机器人产

业发展的新动态、新趋势。2024年是

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高速发展的

关键元年，已成为行业共识。

会上，立德研究院与优必选科

技、灵心巧手等联合参编单位代表共

同发布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研究报

告》。报告预测，2024中国人形机器

人市场规模约27.6亿元，到2029年达

到 750 亿 元 ，将 占 到 世 界 总 量 的

32.7％，位居世界第一，到 2035 年规

模有望达到3000亿元。

往前追溯。3月 13日，Figure AI
与OpenAI合作发布最新视频。视频

中，人形机器人所展示的人机交互能

力、逻辑归纳分析能力以及硬件操控

能力均超出预期，引发热烈反响。该

人形机器人采用了端到端神经网络，

进一步验证AI大模型、技术迭代加速

能够指数级推动人形机器人应用落

地的想象。

美国当地时间 3月 18日，英伟达

创 始 人 兼 CEO 黄 仁 勋 在 NVIDIA
GTC 2024开发者大会上发表主题演

讲《见证AI的变革时刻》，对人形机器

人进行了重点介绍：一是英伟达将推

出GR00T机器人项目，以支持机器人

理解自然语言、模仿人类动作、快速

学习协调性、灵活性及其他技能；二

是构建三大机器人相关平台、模拟训

练加速迭代，模拟物理世界（NVIDI⁃
AIAI）、驱动数字孪生计算系统（Om⁃
niverse）、驱 动 人 工 智 能 机 器 人

（ISAAC）；三是与比亚迪开展合作，实

现应用落地。

华福证券认为，人形机器人行业

发展由智能电动车企龙头摇旗呐喊，

扩散到算力芯片龙头、AI大厂、独角

兽企业联合登台，产业趋势明确、迭

代持续加速。预计后续海外头部厂

商团队将走访供应商，推进量产落

地，机器人板块催化将持续。

多家上市公司加速布局

由于产业发展前景良好，资本市

场也在加速布局。2023年 12月，“人

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科技在香港

交 易 所 主 板 正 式 挂 牌 上 市 ，旗 下

Walker X机器人是中国首个商业化

双足真人尺寸人形机器人，也是全球

首个实现量产交付的人形机器人。

优必选科技在有效专利储备量方面

排名全球第一，高于本田、索尼、丰田

等企业。今年 4月，优必选宣布人形

机器人Walker S接入百度文心大模

型，共同探索中国AI大模型+人形机

器人的应用。

部 分 零 部 件 企 业 已 正 式“ 下

场”。国内步进电机龙头鸣志电器此

前公告，公司在人形机器人应用领域

专注于手掌模组及指模所用的控制

电机模组的研发和制造，也获得了该

领域头部企业的关注以及合作意

向。公司已向该领域头部客户提交

了全套技术方案及样机，供客户作可

靠性及实际应用的测试验证。

还有不少公司开始布局。富瀚

微近期表示，由于人形机器人领域还

没有完全定型，公司不会贸然开发专

门的芯片，正在与人形机器人领域的

客户保持充分的沟通交流，并进行 IP
方面的储备，以便在未来能够快速响

应。卧龙电驱也在投资者互动平台

表示，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内的仿生机

器人是公司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布局

赛道，公司在机器人的各种伺服关节

模组有所布局。

从整个行业来看，浙商证券认为，

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大趋势已经确定，

国外以特斯拉Optimus为代表，规划

2025年小批量量产；国内以优必选为

代表，目前已在汽车厂实训测试，预计

工业场景的量产临近。该机构预计，

企业送样、验证、定点或产能规划等举

措均可能成为一轮行情的催化剂。

根据高盛最新预测，人形机器人

市场规模在 2035 年将达到 378 亿美

元，其对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测算较

此前增加了 4倍，高达 140万台。同

时，由于人形机器人材料成本已较

2022年下降约了 40%，预计人形机器

人将可更快实现盈利。

证券时报记者 陈见南

新“国九条”提出，全面完善减持

规则体系；出台上市公司减持管理办

法，对不同类型股东分类施策；严格

规范大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减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坚决防范各类绕道减持；责令违规主

体购回违规减持股份并上缴价差；严

厉打击各类违规减持。

事实上，自2023年8月27日证监

会出台新规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以

来，A股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包括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董监高等，

下同）减持规模已经出现大幅下降。

数据显示，去年 8月 28日至当年

年底，A股重要股东减持金额为805亿

元，较 2022年同期大幅下降超 59%。

截至 4月 16日，今年以来重要股东减

持规模进一步下降，年内累计减持262
亿元，创近11年来同期新低。

重要股东减持金额
创近11年来同期新低

根据监管要求，上市公司存在破

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 3 年未进行

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

近 3 年年均净利润 30%，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本公司股份。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持股 5%以上的，适用大股东减

持规定。

新规之下减持受限公司数量众

多。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目前破

发公司接近 1300家，占比超 24%；破

净公司数量超过550家，占比超10%；

分红低于最近3年年均利润30%的公

司数量方面，已经披露2023年年报的

公司中有 256家减持受限，占可比公

司数量17.49%；未披露2023年年报的

公司中有超 700家减持受限，占可比

公司数量接近 32%。总体来看，A股

上市公司减持受限的合计超过 2300
家，占比接近44%。

在此情况下，A股重要股东减持

规模大幅下降。数据显示，截至 4月

16日，今年以来A股重要股东减持金

额有 262亿元，创近 11年来新低。此

前有6个年份同期重要股东减持超过

1000亿元，分别是 2015年、2019年至

2023年。其中 2015年同期减持金额

超过 1800 亿元，2021 年及 2023 年同

期减持金额均超过1500亿元。

承诺不减持公司
大幅增长

A 股重要股东减持金额大幅下

降，减持新规显威力。与此同时，今

年以来上市公司密集发布了关于股

东承诺不减持的公告。

据数据宝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

有超200家公司年内披露股东承诺不

减持公告，涉及相关主体超500个，创

出历史同期新高。从公司披露的主动

终止减持的原因来看，控股股东、大股

东或董监高维稳意图明显，大多表示

提前终止减持是基于维护广大投资者

权益及其对公司未来发展信心，还有

部分则是结合市场情况、根据自身经

营发展需要等。

有助于重塑A股生态

减持新规有望重塑 A 股投资生

态。一方面，“减持新规”全方位、多

角度对无序减持加以限制，能缓解资

金流出压力，引导市场恢复供需平

衡，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另一

方面也将促使上市公司重视可持续

经营和分红能力，有助于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进而提高股东回报。

除了全面完善减持规则体系，新

“国九条”还显著加强了 IPO 审核力

度，整体提高上市门槛，对上市公司

实施分红强约束，同时加大退市的覆

盖面与出清力度，从制度上鼓励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长江证券预计，在短

期内政策的落地有望显著提振市场

信心，长期来看，随着基础制度的持

续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有望迎来长期

繁荣发展。

从市场表现来看，A股新生态市

场效应已初显。近3个交易日绩优股

指数大涨 1.66%，亏损股指数则暴跌

逾5%；低市盈率指数涨超3%，高市盈

率指数重挫逾2%。ST板块成为表现

最差的概念指数，本周累计跌幅接近

11%，创出历史新低。

重要股东年内减持金额262亿元
创近11年来同期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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