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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拓市场 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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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昨

天下午举行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外

事工作委员会主任陈吉宁主持会议并

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外交思想为统领，更加主动发挥地

方外事生力军作用，全力推动党中央对

外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为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作出新贡献，在服

务上海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外事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龚正，市委副书记、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诸葛宇

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着眼“四个放在”，

胸怀“国之大者”，始终把上海外事工

作放到中央对外工作大局中思考和

谋划，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主

动融入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服务保障

好第六届进博会等重大活动，扎实

做好国际友城和民间外交工作，积

极发挥“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作

用，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加强

对外宣传推介，创新传播方式，立体

式讲好中国故事、上海故事。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整合各类资源，更好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高水

平人才高地建设，主动服务优化营商

环境，吸引更多科学家、创业者、企业

家来到上海、选择上海、投资上海，帮

助外资外企更好稳定预期、增强信心、

成就事业。要牢固树立党管外事原

则，切实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做好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会议听取2022年上海外事工

作情况及2023年工作设想汇报。

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吴

清、李仰哲、张为、华源、张亚宏、肖

贵玉等出席会议。

本报讯 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昨天上午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会议精神，对进一步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

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龚正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总体向好，平稳进入“乙类乙管”常

态化防控阶段。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按照中央

部署要求，倍加珍惜抗疫斗争的重

大成果和经验启示，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从严从细筑牢护佑人民群众健康安

全的坚实屏障。要继续打好主动

仗，加强监测预警，压实“四方责

任”，盯紧关键环节，强化统筹调度，

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决巩固

来之不易的重大成果，更好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指出，要优化防控指挥体

系，完善平战、平急无缝转换机制，深

化疾控体系改革，充实常态化疾控工

作力量。把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

应摆在关键位置，强化疫情形势研判

和风险评估，坚持常态监测和应急监

测相结合，把日常监测工作落实到

位，完善疫情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持续完善分级诊疗体系，着

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坚持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构建整合型、智

慧化、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做

实物资储备制度，强化实物库存储

备。做好引导、做细工作、做实服务，

进一步提高重点人群疫苗接种率。

加大力度统筹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科

技攻关，加快药物、疫苗研发。持续

做好宣传引导和科普教育，讲好中国

抗疫故事、上海抗疫故事，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增强个人防护意识。

坚持高比例研发投入
成立于2015年的达闼，是云端

机器人创造者、制造商和运营商，其

全球总部位于上海。

“我们在服务机器人领域做0到

1的创新，很多技术环节没有任何借

鉴，这一路走得非常孤独，企业付出

了大量的研发成本。”达闼机器人联

合创始人汪兵介绍，2020年，达闼的

研发投入占到营业收入比重的50%

左右，疫情期间也始终居高不下。

随着人机交互技术在语音、语

义、肢体等交互能力的成熟，人形机

器人灵活适用于更广阔的应用场景

指日可待。去年下半年，特斯拉人形

机器人Optimus迎来全球首秀。“像这

种能够直立行走，可以操作工具，做

视觉感知并决策的机器人，做出来非

常困难，背后需要大量的计算和测

试，还要有规模庞大的供应链企业

来配合。而对达闼来说，难度翻倍，

但我们坚信，长三角有强大的机器

人产业基础，上海是人工智能领域

的人才高地，我们一定能做出来。”

目前，达闼已搭建起人形机器

人的三大技术底座：云端大脑、操作

系统和柔性关节。把机器人的大脑

放到云端，然后通过安全移动通信

专网连接到机器人本体，借助互联

网与云计算，帮助机器人相互学习

并共享知识；打造面向机器人的操

作系统“海睿OS”，通过调度云、网、

边、端的各种运算资源，使得云端机

器人具备各种智能；柔性关节则决

定了机器人是否能灵活地站立、走

动等复杂运动，这一核心部件的成

本占硬件总成本的70%以上。

鏖战“人形双足机器人”
“对我们来说，第一轮原始创新

已经初步成型，但每一块内容都需

要不断迭代，注入新的灵魂，比如，

如何让机器人‘看’得更准、走得更

灵活，以及怎么做到更低的成本，都

是我们的挑战。”目前，达闼推出的

人形机器人Gingerxr-1，已经发展

到2.0的版本，它的柔性关节从1.0

版本的34个增加至41个，7自由度

能负重5公斤的灵巧手，续航时间

超过24小时，还能切换不同角色，

通过视觉和语音感知人类情绪。

为了推动智能柔性关节产业发

展，达闼在上海创建了制造基地来

量产关节。目前，这个智能机器人

产业基地一期已于去年年底使用并

投产。未来这里将实现“工业机器

人生产服务机器人”的场景。“随着

基地投产，上下游企业正快速向上

海集聚，我也相信未来我们不再是

这个赛道的‘孤勇者’。”

目前，达闼的工程师正紧锣密鼓

地开展人形双足机器人的研发工

作。这一款新产品将直指达闼的梦

想，定位于家庭保姆机器人：女性形

象，行为动作更接近人类，拥有60自

由度，可做出跑步、跳跃等动作，将来

可以在养老院照顾老人，在咖啡厅提

供送咖啡等服务。“今年双足机器人

原型机将完成，计划于2025年商用。”

加速创造新应用场景
“在服务机器人领域，我们跟欧

美国家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出货量

我们也排在第一梯队。但实际上，

在一些场景中，服务机器人并没有

在生活中真正用起来。”

汪兵介绍，今年以来，除了酒店、

商超、园区这些领域，达闼也在尝试

将业务的触角伸向过去不曾涉及的

领域，比如在工厂，打造“机器人打工

仔”：在一条流水线上，一个机器人打

工仔可以在各个工位上工作，而不是

只专注一个工位的机器手臂。

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的爆

火，也将为企业带来新机遇。“我们将

针对具体场景，推出机器人定制化应

用的‘GPT’，下个月就将上线。”汪兵

介绍，比如在酒店里，植入定制化语

言模型的机器人能开展多轮对话，

当这种基于大模型的对话机器人有

了大数据的不断“喂养”，可以胜任客

人在酒店场景里遇到的各种问题。

“需求不断变换，技术快速革

新，我们要不断探索，找到产业发展

需要聚焦的方向，快速地从技术、产

业、生态等方向实现它。”

本报记者 叶薇

坚持研发,未来不是“孤勇者”
——达闼机器人的“家庭保姆”之梦

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作出新贡献
陈吉宁主持市委外事委会议，强调在服务上海

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龚正诸葛宇杰出席

加强监测预警健全常态长效机制
陈吉宁主持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龚正出席

疫情期间曾经在社区、医
院、隔离点大显身手的服务机
器人，如今只有少数还在服
役。对机器人企业来说，一方面
曾经井喷的应急需求消失了，另
一方面营收的压力并未减轻。
是降低研发成本，只做相对成熟
的赚钱业务；还是专注前沿技
术，发掘新的应用场景？

上海机器人企业达闼的选
择，依旧是全情投入服务机器
人的研制领域，与国际巨头抢
赛道抢时间。从成立之初立下
的愿景“做出能走进千家万户
的家庭保姆级机器人”，到疫情
期间服务机器人有了广阔的应
用场景，再到当下后疫情时代，
达闼的初心从未改变，持续在
人形机器人赛道加码。 ■ 达闼机器人展厅展示双足机器人概念模型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