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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以來，港股機器人板塊持續走强。 、 、 等多

家機器人公司股票漲幅顯著。北京最近舉行雙足機器人馬拉松比賽，顯示人形

機器人技術已開始從實驗室走向實用。兩會期間，＂智能機器人＂首次出現在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更標誌著行業站上政策風口，機器人産業在 2025 年正

式進入黃金期。 

 

市場規模：需求旺盛，産業進入快速增長期 

2024 年全球機器人市場規模達 677 億美元，2019-2024 年 CAGR 爲 

13.8%。其中，工業機器人規模 302 億美元，服務機器人規模 375 億美元。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預計，全球人形機器人市場將從 2024 年的 32.8 

億美元增至 2032 年的 660 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達 45.5%。 

 

中美日搶攻全球機器人産業新藍海 

美國在人形機器人領域處於領先地位，擁有衆多實力强勁的企業。

作爲行業的佼佼者，其 Optimus 團隊在技術研發上不斷取得突

破，靈巧手抓取與動態平衡技術的攻克，使得機器人在操作精細物體、適應複

雜地形與動作方面能力大幅提升。特斯拉計劃 2025 年底部署數千台機器人，

並在五年內將年産能提升至百萬台，憑藉其在電動汽車領域積累的先進製造經

驗、强大的供應鏈管理能力以及對成本控制的卓越能力，一旦實現大規模量

産，將極大地改變人形機器人市場的格局，推動産品價格下降，加速市場普

及。波士頓動力同樣是美國機器人領域的標杆企業，其研發的 Atlas 機器人以

出色的運動性能著稱，能够完成跳躍、翻滾、小跑等一系列高難度動作 ，在複

雜障礙環境中的適應能力極强。此外， 亦憑藉其在人工智能

芯片領域的優勢，深度參與機器人技術研發，為行業提供強大的算力支持，在

今年二月，公司與 及 Open AI，投資於美國矽穀的新興機器人

公司 FigureAI，旨在改變全球勞動市場。 

 

日本作爲全球機器人産業的傳統强國，憑藉深厚的技術底蘊與嚴謹的工藝體

系，在全球市場占據重要地位，擁有衆多知名的機器人企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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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崎重工等。 是數控系統最大市場份

額的生産商，具有 65％的全球市場份額，其産品廣泛應用于汽車製造、電子等

行業；安川電機在工業機器人、機器人控制系統等方面具有深厚的技術積累和

市場份額。 

 

中國近年來在核心零部件及機器人本體製造方面進步顯著，且具備完整的工業

鏈供應體系，在多項關鍵技術上領先全球。在過去 5 年中，中國內地人形機器

人相關專利申請數量遙遙領先，多達 5688 件；緊隨其後的是美國(1483 件)和

日本(1195 件)。伴隨中國龐大的工業體系轉型升級需求，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

深度融合，機器人應用場景持續拓展，從傳統製造業延伸至醫療康復、智慧物

流、家庭服務等領域，龐大的市場需求與政策紅利叠加，使中國有望在全球競

爭格局中占據重要一席。 

 

香港上市的機器人股一覽 

 

1. 優必選(9880.HK) 

• 作爲全球知名的人形機器人研發、生産和銷售企業，在行業內擁有

深厚的技術積累和廣泛的品牌影響力。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 CEO 周劍

被業界譽爲「中國人形機器人教父」。 

• 2023 年底， 作爲發起單位和總經理單位，聯合首程、小米機器人、

京城機電、亦莊機器人等 10 家企業組建了北京人形機器人創新中心，其 

“天工 Ultra”機器人在 2024 年 4 月北京的機器人半馬賽中奪冠。 

• 新一代工業人形機器人 Walker S1 已成功進駐比亞迪等知名汽車工廠實

訓，與 L4 級無人物流車、無人叉車、工業移動機器人和智能製造管理系

統協同作業，日前公司公告 Walker S1 及 Walker C 已獲得小批量工業製

造采購合同，標誌著其在工業領域的商業化應用取得重要進展。 

• 科研教育人形機器人「天工行者」售價 29.9 萬元人民幣，將於今年第二

季交付。Walker 系列機器人售價約 50 萬人民幣。 

• 集團 2024 年營業額 13.05 億元人民幣，按年升 23.6%。股東應佔淨虧損

收窄至 11.24 億元人民幣，2023 年同期蝕 12.34 億元人民幣。 

•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集團 2025 及 2026 年收入增長分別為 62%及 72%，

預計於 2027 年達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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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越疆(2432.HK)  

• 專注于輕量型桌面機器人(機械臂)的研發與生産，旗下擁有CRA、CR、

CRS、MG400、M1Pro、Nova、Magician 七大系列二十餘款協作機器

人 。廣泛覆蓋 3C、汽車、半導體、化工、醫療、金屬加工、食品飲料、

新零售等 15 個行業。 

• 2025 年 3 月， 重磅推出全球首款全尺寸人形機器人 Dobot Atom，

售價 19.9 萬元起。這款機器人已熟練掌握使用不同工具完成 100 多種複

雜靈巧操作任務的技能 。目前，Dobot Atom 已與電子製造廠、咖啡奶

茶店等開展場景合作，預計 2025 年年中實現試産和批量生産。 

• 根據《2024 年中國協作機器人市場報告》， 2023 年以 25%市佔率

穩居中國協作機器人市場第一。公司近年加速滲透醫療、物流等新興場景，

切入比亞迪電池產線、富士康 SMT 貼片檢測等高端製造環節，亦與三甲

醫院合作開發手術輔助機器人，2024 年醫療領域訂單增長 200%。 

• 集團於歐洲市場收入增長 150%，成功打入大衆、西門子及亞馬遜供應鏈。

在教育領域， 的桌面機器人成爲衆多學校開展機器人教育的首選設備。 

• 集團 2024 年營業額為 3.74 億元人民幣，按年升 30.3%。虧損收窄至

9,536 萬元人民幣，2023 年同期蝕 1.03 億元人民幣；經調整虧損淨額按

年收窄 55.4%至約 3,650 萬元。去年毛利率為 46.6%，按年增加 3.1 個

百分點。倘不考慮計入銷售成本的存貨减值影響，2024 年的毛利率維持

穩定於 49.5%。 

•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集團 2025 及 2026 年收入增長分別為 34%及 36%，

預計於 2027 年達收支平衡。 

 

 

3. 速騰聚創 (2498.HK)  

• 主要提供應用於車載和機器人領域的傳感器系統。在 2024 年，

機器人雷達業務佔收入約 12%，佔總毛利約 19%。 

• 公司於 2024 年 11 月推出具備 8 自由度的第一代靈巧手，並迅速實現産

品升級，在 2025 年初發布具備 20 自由度的第二代靈巧手 Papert 2.0，

預計在今年內量產。 

• 管理層指稱，集團深汕 MARS 智造基地一期已投產，年產能達 170 萬台，

預計今年可望突破 200 萬台。集團不僅與德國工業巨頭 ZF 合作開發智能

倉儲機器人系統，更計劃于 2025 年在歐洲投建專屬生産綫，直接對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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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動化升級需求。管理層預計明年 在泛機械人激光雷達的出貨

量有望超過 10 萬顆。 

• 集團 2024 年度收入錄得 16.49 億人民幣，按年增加 47.2%；毛利 2.84

億元人民幣，上升 202.8%。虧損由 2023 年度 43.37 億元人民幣，收窄

至 4.82 億元人民幣。 

•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集團 2025 及 2026 年收入增長分別為 63%及 45%，

預計於 2026 年達收支平衡。 

 

4. 地平綫機器人 (9660.HK)  

• 是中國領先的乘用車高級輔助駕駛和高階自動駕駛解决方

案供應商。截至 2024 年 10 月末，公司征程系列芯片累計出貨量超過 700 

萬片，已與超 40 家全球車企及品牌達成超 290 款車型前裝量産項目定

點，已有 130 +款量産上市車型。 

• 2024 年業績數據顯示，包括機器人業務在內的非車解决方案收入佔比僅

約 3.0%，在整體營收版圖中尚屬小部分。但集團已與多家知名機器人廠

商建立緊密合作關係。公司憑藉一站式芯片解决方案及全方位技術支持，

成功滲透智能安防機器人、倉儲物流機器人、服務機器人等多元領域。例

如，在智能安防場景中，其芯片方案可實現高效的視覺識別與風險預警；

於倉儲物流領域，則助力機器人完成快速的路徑規劃與物件抓取。 

• 高工智能汽車數據顯示，2024 年 1-10 月全球乘用車智駕芯片市場中，

以 62.4%的份額占據主導地位， 憑藉自研芯片以 13.6%的

份額位列第二。國産廠商中， 表現亮眼，以 8.2%的市場份

額位居第四，是 、 、華爲之後的領先第三方供應商。此外，

、芯馳科技等國産企業也加速追趕，市場份額持續

攀升。 

• 集團 2024 年收入為 23.84 億元人民幣，按年升 53.6%。虧轉盈賺 23.47

億元人民幣，2023 年同期蝕 67.39 億元人民幣；經調整虧損淨額由 2023

年度的 16.35 億元人民幣擴大至 16.81 億元人民幣。 

•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集團 2025 及 2026 年收入增長分別為 49%及 66%，

預計於 2027 年達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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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微創機器人(2252.HK)  

• 母公司爲 。公司定位於全球領先的手術機器人企業，業

務涵蓋研發、製造及銷售，專注於腔鏡、骨科、泛血管、經自然腔道及經

皮穿刺等五大高增長手術專科領域，是全球唯一同時覆蓋這五大「黃金賽

道」的手術機器人公司。 

• 公司成本優勢明顯，旗下核心産品圖邁腔鏡機器人優勢顯著，在機械臂自

由度（7 個）和三維成像分辨率（1080P）等關鍵參數上對標達芬奇 Si 系

統，然而單台成本卻低 40% 。在售價方面，圖邁約 2000 萬元/台，僅爲

達芬奇 Si 約 60%，大大减輕了醫院購置設備的資金壓力。 

• 集團 2024 年度收入為 2.57 億人民幣，按年增加 146%；毛利 8,622 萬

元人民幣，按年上升 486.8%。虧損由 2023 年度 10.12 億元人民幣，收

窄至 6.42 億元人民幣。 

•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集團 2025及 2026年收入增長分別為 146%及71%，

預計於 2027 年達收支平衡。 

 

 

其它機器人概念股 

 

上海電氣(2727.HK) 

集團主業聚焦於製造大型發電機，但其在機器人領域也有重要布局。2024 年年

中，集團斥資約 30 億元人民幣，從寧笙實業手中收購上海發那科機器人 50%股

權。其餘 50%股權則由日本 株式會社持有。從財務表現來看，2024 年

上海發那科展現出强勁的盈利能力，全年實現淨利潤近 10 億元人民幣。

獲得股利 3 億元人民幣，佔集團歸母淨利潤 7.5 億元人民幣的比例高達 40%，

展望 2025 年，憑藉上海發那科在工業機器人領域的技術優勢與市場份額，將為

帶來更為可觀的全年利潤貢獻。 

 

德昌電機(179.HK)  

集團在 2025 年 3 月 2 日發布自願公告，回應近期股價異動時明確表示正在探索

仿人型機器人零部件等新興領域業務機會 。儘管目前尚未達成任何正式協議，

但這一信號顯示出傳統電機製造企業對機器人産業發展趨勢的敏銳捕捉，憑藉其

在電機製造領域的技術與生産優勢，若成功切入機器人零部件市場，將在機器人

産業鏈中佔據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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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華集團(370.HK) 

集團於 2025 年 3 月宣布與內地人工智能獨角獸達闥訂立合作協議，在香港成立

合資公司(即香港仔機器人)，正式進軍人形機器人智能技術及産品相關業務 。4 

月更是發布公告，擬更改公司名稱爲「港仔機器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首程(697.HK) 

集團核心業務包括停車場和基金投資 。在機器人産業蓬勃發展的浪潮下，2023 

年底其聯合發起設立北京市機器人産業基金，並在 2024 年積極布局機器人領域

投資，投資對象包括宇樹科技、萬勛科技等。 

 

機器人相關 ETF  

 

對於看好機器人發展的投資者而言，投資美國和香港上市的機器人相關交易所交

易基金(ETF)亦是一個好選擇。首先，這類 ETF 能讓投資者分散風險，避免了僅

投資單一股票所面臨的集中風險。其次，機器人上市公司分佈在工業、醫療、服

務等多個領域，投資 ETF 可讓投資者同時參與到多個行業應用的發展趨勢中，分

享各行業領域成長帶來的紅利。 

 

 

 

 

 

 

 

 

 

 

 

 

 

 

 

 

美國上市ETF 名字
年頭至今    

表現

管理資產 

(百萬美元)

BOTZ.US
Global X Robotic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F

-11.4% 2290

ROBO.US
Robo Global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Index ETF

-9.6% 927

ARKQ
ARK Autonomous Technology & 
Robotics ETF

-7.9% 837

ROBT.US
First Trust Nasdaq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Robotics ETF

-7.4% 414

IBOT.US Vaneck Robotics ETF -4.4% 14

納斯達克            
綜合指數

-9.8%

香港上市ETF 名字
年頭至今    

表現

管理資產 

(百萬美元)

2807.HK /   
9807.HK 

Global X 中國機械人及人工智能ETF -0.3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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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動式 ETF，以 Indxx Global Robotic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matic Index 為基準，聚焦全球機器人與 AI 領域的龍頭企業。 的成分

股較為集中，僅約 38 檔，重點布局於工業自動化、AI、醫療技術及自動駕駛等

高增長產業。該基金較多配置於大型科技股，適合看好 AI 及機器人產業發展的

投資人，但相對較少涉獵農業等其他應用領域。 

 

是被動式管理的 ETF，追蹤 ROBO Global Robotics & Automation 

Index 作為基準，專注投資全球機器人與自動化產業相關的中小型企業。該基金

持股分散，約有 90 檔成分股，涵蓋工業、醫療、消費等多元應用領域，並以修

改後的等權重方式配置，避免單一大型公司比重過高。 讓投資人能參與全

球機器人與自動化產業的長期成長機會，並以國際分散降低單一市場風險。 

 

由方舟投資管理，屬於主動型 ETF，並非追蹤單一指數。 主動

選擇全球自主科技與機器人產業的顛覆性創新公司，涵蓋自動駕駛、機器人、能

源、3D 列印等領域。該 ETF 強調創新與成長潛力，適合追求高成長機會並信任

主動選股能力的投資人。 

 

是被動式 ETF，追蹤Nasdaq C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Index 作為基準。 投資於全球資訊科技、工業等行業的 AI 及機器人相關

公司，成分股分布於美國、日本、以色列、法國、南韓等多國，提供跨國分散風

險。該 ETF 以低費用率、成長導向為特色，並提供小幅度股息收入，適合看好 AI

與機器人產業長期潛力的投資人。 

 

為被動式 ETF，追蹤 BlueStar Robotics Index，涵蓋全球機器人產業

相關公司。該 ETF 主要投資於資訊科技與工業類股，投資策略著重於純度高的機

器人主題，適合希望精準參與該產業的投資人，但規模較小，有持續性及流動性

風險。 

 

是被動式 ETF，以中證機器人及

人工智慧主題指數為基準，專注投資中國機器人及 AI 產業的領先企業。該基金

涵蓋工業機器人、AI 應用等多個細分領域，受惠於中國製造業自動化升級，讓投

資人把握中國 AI 與機器人產業的成長機遇。 

 

 



 

8 
 

 

行業風險 

全球貿易摩擦加劇，以及美國針對中國高端芯片的技術封鎖與出口管制，將可

能導致核心零部件供應鏈中斷、研發進程受阻，更有機會大大推高企業生產成

本。投資者在把握行業機遇之際，亦需注意風險管控。 

 

總結 

新能源汽車的成功故事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啓示：早期投資者在行業

初期承受了波動與不確定性，但隨著市場需求的爆發，最終收穫了豐厚的回

報。目前，機器人行業正處於技術突破和市場開拓的黃金階段。從工業自動化

到醫療機器人，從物流倉儲到家庭服務，機器人技術正逐步滲透到人類生活的

每個角落。儘管部分相關股票已有顯著漲幅，但行業的長期增長空間仍然巨

大。 

爲 幷

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