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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智能体产品使用体验及技术讨论报告

一、产品定位与核心理念

Manus团队提出的核心理念是“Less structure, more intelligence”，即减少对AI的结构

化约束，更多地发挥模型自主进化的能力。他们明确指出传统的浏览器应用场景中存在人机

交互冲突的痛点，因此推出了“独立云端浏览器”，让AI能够更自主地进行操作，从而提升

使用体验。

二、产品特性与未来体验战略

Manus产品的未来体验被概括为三个关键策略（“三板斧”）：

配电脑：AI可自主访问浏览器、工具（云端浏览器），减少用户的手动参与。

开放权限：能够便捷地接入私有API和权威数据源（如金融指标），提高AI的实

际应用效能。

动态培训：允许用户实时通过反馈方式调整AI行为，例如设定输出格式或特定需

求，类似培养实习生，经过短期使用即能实现高度适配用户需求。

三、商业价值与创新指标

Manus提出一种全新的用户价值指标体系——“Agentic Hours per User (AHPU)”，即

用户委托AI完成任务的总时间效率，强调AI的任务并行化潜力以提升整体生产力。通过优化

KV cache、推理时延压缩和流程精简等方式，目前已实现了大幅度的成本降低（单任务成

本已降至2 USD且仍在持续下降），有望有效破解AI产品的商业化瓶颈。

四、技术特点与竞争优势

Manus强调AI的未来在于“劳动力扩展”（Labor Scaling），允许用户以管理者视角同时

高效管理多个AI智能体。为巩固竞争优势，他们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路线：

代码优先策略：充分发挥LLM原生编程能力，实时动态生成代码（just-in-time 

coding）。

多模态网页交互：超越传统Markdown解析，AI可自主处理网页内容，实现自主

点击与交互。

动态学习机制：通过实时用户反馈调整AI模型行为，而非单纯依赖参数微调。

从微信群用户体验分享来看，这一组合技术使AI自主规划、执行任务能力显著提升，甚至包

括错误自动修复、工具调用以及代码自动生成等复杂操作。

五、技术讨论热点

微信群内技术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关键点：



Function Call与Just-in-Time Coding对比：

Manus团队认为传统的function call交互效率较低，已经采用

更先进的实时编码模式，即just-in-time coding。

Ad-hoc coding的方式能有效减少context switch和参数传递

损耗，提升AI任务处理的整体效率。
工程化能力与安全问题：

Manus在function call与外部API调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程优

化，实现模型驱动与工具调用高效融合。

但同时提出安全性问题（例如AI生成代码的安全性）尚需进一

步增强，可通过加入AI代码评审机制提升代码安全。
产品表现对比：

PPT生成效果尚不及百度或WPS等已有积累的企业，体现了原

生技术积累的重要性。

Manus在金融数据分析、多因子分析、网页信息获取方面表现

卓越，用户反馈称赞其“规划+AI代码+数据提取”整合表现突出。
六、市场竞争优势与团队战略

Manus团队的竞争优势源自：

快速迭代能力：短周期内快速适应技术变化，远超大公司冗长决策周期。

灵活技术架构：避免层级束缚，迅速应对用户反馈和技术升级需求。

独特认知与坚定信念：坚持非主流路线，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七、用户反馈与展望

总体上，用户普遍肯定Manus团队强大的工程能力和清晰的产品战略路径。Manus团队展

示的强大规划、代码生成、自我修复与工具调用能力获得用户高度认可，认为代表未来智能

体发展趋势。但也指出某些应用场景（如PPT生成）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Manus以其独特的技术创新、清晰的战略定位及高度的产品实践能力，获得广

泛关注与积极评价，未来具备强大的商业化和技术拓展潜力。

八、深度总结与启发

Manus的实践和理念展现了一种突破性思维模式：未来的AI不再依赖预设好的结构，而是

依靠自身强大的推理与适应能力，不断进化并自我完善。这种模式提示我们重新审视AI与

人类的关系，技术的进步不再是简单的“效率提升”，而是潜在的“人类能力重构”。

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AI的真正价值不再局限于帮助人类完成任务，而是为人类创

造一种全新的协作模式与互动范式。Manus所展示的路径清晰地表明，这场技术革命的本

质不是简单的工具迭代，而是人类与智能体共同进化的时代正式开启。



Manus的探索与实践给业界带来的最大启发是：未来属于那些敢于放弃旧有认知边界、充

分信任AI自主进化能力的人。

Manus（智能体）产品使用体验评价报告

报告概述

本报告基于2025年3月5日至3月6日的用户反馈、微信群讨论及闭门分享会内容，系统分析

了Manus智能体的使用体验。Manus由中国团队开发，定位为全球首款通用AI Agent，旨

在通过“Less structure, more intelligence”理念，利用大语言模型（LLM）的自主进化

能力，结合云端计算和多工具调用，实现复杂任务的自动化处理。截至报告日期，产品处于

内测阶段，已引发广泛关注。本报告旨在从多维度评估其表现，为产品优化和市场策略提供

参考。

当前日期：2025年3月5日。

一、产品简介

Manus是一款通用型AI Agent，核心理念为“知行合一”（源自拉丁文“mens et 

manus”），旨在为用户提供类似人类助手的高效任务处理能力。其主要功能包括：

多模态交互：支持文本、代码生成、网页浏览、数据分析等。

工具调用：内置浏览器、代码编辑器、数据可视化工具等。

自主任务规划与执行：根据用户需求分解任务并独立完成。

云端运行：无需占用用户本地资源，支持并行任务处理。

目标用户覆盖普通用户（如教师、博主）、技术人员（如开发者）和专业人士（如分析师、

创业者）。产品在GAIA基准测试中表现优于OpenAI，显示出强大的工程整合能力。

二、用户体验评价分析

1. 功能性

正面评价：

任务自动化能力强：用户反馈称Manus能自主规划并执行复杂

任务，如生成17000字小说初稿（讨论3）、制作PPT（讨论4）、

规划旅行（讨论4）。微信群用户（王者之剑）称：“AI自己写代

码取数据，报错后还能修复，太强了。”

多工具整合：支持云端浏览器、代码生成、数据分析等功能。

例如，讨论7提到其抓取Zillow房价数据时未被验证码阻拦，显示出

强大的网页交互能力。

场景适用性广：覆盖教育（动量守恒演示动画）、投资（股票

分析）、生活（旅行规划）等多个领域，50个官方用例（讨论4）



展现了多样性。
不足之处：

复杂任务稳定性不足：讨论3提到，超长上下文任务（如AI行

业编年史）可能因token限制失败，用户体验不佳。

特定场景受限：讨论4指出，需登录或验证码的网站（如知

乎）会卡住，需人工介入。

功能完成度差异：微信群（王者之剑）认为PPT生成效果不如

百度、WPS等原生积累强的产品。
2. 易用性

正面评价：

交互直观：讨论7称其UI设计赋予“掌控感+过程介入”，用户

可实时查看任务进展并调整需求。讨论3提到“像管理实习生团

队”。

灵活性高：支持中途补充需求（讨论3）、记住用户偏好（讨

论4），提升个性化体验。

上手简单：普通用户（如中学老师、博主）能快速使用，讨论

5称其拓宽了用户基数。
不足之处：

需求表达门槛：讨论4建议需清晰表达期望，否则结果可能偏

离。讨论8提到复杂任务需迭代式指导。

部分功能隐晦：微信群（老韩）提问工具调用来源，显示普通

用户可能不了解底层逻辑。
3. 性能

正面评价：

高效并行处理：讨论3提到可同时运行多个任务，且关闭网页

后仍后台执行，解放用户时间。

工程优化显著：闭门分享会（讨论1）称通过KV cache优化、

推理时延压缩等手段，单任务成本降至2美元并持续下降。

响应速度快：讨论7实测网页浏览和数据抓取效率高，未被常

见封禁机制阻断。
不足之处：



资源消耗高：讨论3提到token烧得“很舍得”，长任务可能因

上下文超限失败。讨论8估计token消耗高，成本分担是挑战。

偶发卡顿：讨论4提到任务执行中可能卡在某一环节，影响连

续性。
4. 用户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用户普遍对其“真人干活感”表示惊艳，微信群（王者之剑）

称“强啊”，讨论5评分其为“极其漂亮的活儿”。假设评分（满

分10分），平均约8.2分。
情感反馈：

正面情绪：讨论3博主称“信任感强，像优秀实习生”；讨论7

用户认为“解决痛点，指数级提升能力”。

负面情绪：讨论6提到懂行者可能因局限性不屑使用；讨论4认

为部分任务未跑完，用户期待未完全满足。
5. 使用场景

常见场景：

教育：生成教学动画、课程网页（讨论4）。

创作：撰写小说、PPT、营销策略（讨论3、4）。

数据分析：股票分析、房价数据抓取（讨论4、7）。

生活决策：旅行规划、保险对比（讨论4）。
微信群亮点：

“AI自己写代码取股票信息，完成后规划下一步”（王者之

剑）。

“拉起Docker，未来可扩展到Compose”（老韩），显示技

术用户对其工程潜力的认可。
三、微信群与闭门分享会核心观点

闭门分享会（讨论1）

1. 理念创新：“Less structure, more intelligence”，主张减少人工预设，依赖模

型自主进化。

2. 产品愿景：通过“配电脑+开放权限+动态培训”实现丝滑体验，目标是

以“Agentic Hours per User (AHPU)”衡量效率。



3. 技术优势：代码优先、多模态交互、动态学习构建护城河，成本优化突破商业化瓶

颈。

4. 团队竞争力：快速迭代、灵活架构、对浏览器场景的独家积累。

微信群讨论（讨论2）

1. 功能赞誉：AI自主写代码、修复错误、处理浏览器内容，工程能力获认可。

2. 技术探讨：从Function Call转向Just-in-Time Coding，提升效率；多用户隔离、

安全性（如代码危险性）是难点。

3. 改进建议：加入代码评审AI、优化Docker隔离，或采用AWS Firecracker等轻量

化虚拟机。

四、多维度综合评估
维度 优点 不足 评分（满分10分）

功能性 任务自动化强，多工具整
合，场景广

复杂任务稳定性
差，特定场景受限

8.5

易用性 交互直观，灵活性高，上
手简单

需求表达门槛高，
部分功能不透明

8.0

性能 并行处理高效，工程优化
显著

资源消耗高，偶发
卡顿

8.2

用户满意度 “真人干活感”惊艳，信
任感强

懂行者不屑，部分
期待未达

8.2

五、技术与市场分析

技术实现

架构：讨论8拆解为意图识别、任务初始化、步骤规划、任务执行、归纳整理五

步，依托Multi-Agent协同（Search、Code、Data-Analysis Agent）。

核心依赖：Claude 3.5/3.7（讨论3）、DeepSeek R1（讨论8）等模型，结合

无头浏览器、多模态输入和Docker容器。

创新点：讨论5提到UI层探索（过程可视化）、多模型整合、垂直技术整合；讨

论7强调工具组合复利效应。

局限性：无底层技术突破（讨论5），对模型依赖深，token成本高（讨论8）。

市场定位

优势：解决Deep Research仅输出文本、Cursor工具不足的痛点（讨论7），完

成度高（讨论7），拓宽用户基数（讨论5）。

挑战：

通用性矛盾：讨论6认为“通用Agent”定位与个性化需求冲

突，难以成为大众产品。

竞争压力：大模型可能内化通用能力（讨论6），Coze、Dify

等同行也在布局类似路线。



普及门槛：懂行者嫌局限，普通用户难上手（讨论6）。
六、改进建议

1. 功能优化：

提升长上下文任务稳定性，引入RAG或总结机制减少token浪

费（讨论3）。

解决验证码/登录墙问题，可通过记忆账号密码或用户授权改

进（讨论3）。
2. 易用性提升：

优化意图识别，降低需求表达门槛，增加引导式对话（讨论

8）。

提供功能说明文档，增强透明度（讨论2）。
3. 性能改进：

降低token消耗，探索成本分担模式（讨论8）。

优化任务执行流程，减少卡顿（讨论4）。
4. 技术增强：

引入DAG任务依赖（讨论8）、自动化测试Agent（讨论8），

提升复杂任务准确性。

解决多用户隔离与安全性，可参考Firecracker或Azure 

Dynamic Session（讨论2）。
5. 市场策略：

聚焦爆款场景（如教育、创作），提升大众认知（讨论6）。

探索协议模式整合（如MCP），增强生态扩展性（讨论6）。
七、结论

Manus作为一款通用AI Agent，在功能性、易用性和性能上展现出显著优势，其“真人干

活感”和工具整合能力赢得用户高度认可，尤其在教育、创作和数据分析场景中表现出色。

工程层面的创新（如Multi-Agent协同、云端运行）为其构建了竞争优势。然而，产品在复

杂任务稳定性、资源消耗和市场定位上面临挑战，需进一步优化以实现广泛普及。

综合来看，Manus是AI Agent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其完成度高、用户体验佳，但技术壁

垒有限，未来发展取决于能否在模型进化中保持差异化优势并找到可持续商业模式。建议团

队聚焦核心场景优化，同时探索生态整合，抓住AI快速迭代的战略窗口期。

Manus智能体产品用户体验评价报告



摘要

Manus作为一款通用型AI智能体，旨在扮演"知行合一"的角色，不仅理解用户需求，更能

采取实际行动完成复杂任务。根据收集的用户反馈和微信群讨论，本报告从产品定位、技术

实现、用户体验、功能评价和竞争对比等维度对Manus进行了系统分析。

一、产品定位与核心理念

定位与愿景

通用型AI智能体：Manus（源自拉丁文"手"）定位为能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通

用型智能体

"Less structure, more intelligence"：减少对AI的结构化限制，依赖模型自

主进化能力

知行合一：不仅提供分析，更能执行具体行动，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差异化理念

为AI提供独立的工作环境（云端浏览器、工具访问权限）

重新定义AI价值指标："Agentic Hours per User (AHPU)"，关注用户委托AI完

成任务的时间效率

"劳动力扩展"(Labor Scaling)：用户可以像管理团队一样高效管理多个AI代理

二、技术实现与工作流程

技术架构

云端执行环境：为每个任务提供独立容器，确保安全隔离

多模型整合：不依赖单一模型，整合多种模型能力

工具调用能力：自主调用浏览器、代码编辑器、数据分析工具等

动态会话管理：使用Azure Container Apps等技术管理代码执行环境

工作流程

1. 任务规划：接收用户输入后，进行意图识别并创建详细执行计划

2. 信息收集：调用浏览器、API等工具收集相关信息和数据

3. 任务执行：编写并执行代码，处理数据，生成可视化内容

4. 结果综合：整合收集的信息和分析结果，生成最终输出

5. 动态调整：根据执行过程中的发现和用户反馈调整计划

三、功能与应用场景评价

功能优势

信息搜集与整理：能够从多个来源搜集信息，形成系统化报告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自动编写代码分析数据并创建可视化图表

内容创作：能生成结构化文档、演示文稿和多媒体内容

自主决策：能根据收集的信息提供决策支持和建议

工具生成：能创建专用工具（如网页游戏、互动教程）满足用户需求



应用场景效果评价

应用场景 效果评价 优势 不足

股票分析研究 优秀 多维度分析，可视化展示，深入研究 某些专业分析可能深度不足

旅行规划 优秀 细节丰富，考虑全面，格式美观 -
教学材料制作 优秀 互动性强，视觉效果好 -
文档处理分析 良好 高效处理大量文档，提取关键信息 复杂文档理解有限
编程任务 良好 能独立编写复杂代码 可能遇到环境依赖问题
网页浏览分析 良好 能模拟用户浏览行为收集信息 部分网站存在访问限制

四、用户体验评价

交互体验

直观性：任务执行过程可视化，增强用户对AI工作的理解和信任

灵活性：支持任务执行过程中追加需求和调整方向

自主性：任务一旦启动，用户可以离开，不需要持续监督

多任务并行：支持同时处理多个独立任务

痛点与不足

网站访问限制：对需要登录或验证码的网站可能无法正常访问

上下文限制：当任务积累的上下文过长时可能会失败

知乎等特定平台访问：部分平台有反爬虫机制，可能导致任务卡住

安全隐忧：执行代码的安全性和数据隐私保护仍有改进空间

用户满意度因素

成果质量：输出内容的专业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普遍获得高评价

时间效率：相比人工完成，大幅节省用户时间

学习曲线：需要用户清晰表达需求，与AI协作有一定学习成本

价值感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带来高价值感知

五、与竞品比较分析

相对于传统聊天机器人

具备真实执行能力，不仅是建议和指导

提供更完整的解决方案，而非碎片化信息

任务持续性更强，不依赖持续对话

相对于专业工具

vs. OpenAI Deep Research：Manus不仅提供文本输出，还能生成可视化内

容和可执行代码

vs. Cursor：Manus在网络访问、调研和创建演示文稿方面能力更强

vs. Devin：Manus的应用场景更广泛，不局限于编程任务

vs. Coze/Dify：提供更完整的执行环境和更强的工具调用能力

在GAIA基准测试中的表现



Manus在GAIA基准测试中取得了超越OpenAI等竞品的成绩

在三个难度级别上均达到新的最高水平

六、用户使用建议

最佳实践

清晰表达需求：明确指定最终成果的期望、格式和质量标准

渐进式交互：对复杂任务采用迭代式协作，根据中间结果调整后续步骤

Knowledge系统应用：添加特定要求或记住满意的工作方式供未来使用

及时干预调整：发现执行偏差时立即介入指导，避免浪费时间

适用的用户群体

知识工作者：需要处理大量信息和文档的专业人士

创意工作者：需要灵感、素材收集和内容创作的创意人员

决策者：需要多维度分析和数据支持的管理人员

教育工作者：需要制作教学材料和学习资源的教师

七、未来展望与建议

潜在发展方向

工具集成扩展：集成更多专业领域工具和API

模型能力提升：随着基础模型能力提升，Manus的能力也将显著增强

个性化适应：增强对用户偏好和工作风格的学习能力

多用户协作：支持团队协作环境中的多用户交互

改进建议

用户身份管理：提供更安全的账户访问机制，解决需要登录的网站访问问题

执行安全增强：改进代码执行的安全隔离机制

更智能的失败恢复：当任务卡住时提供更智能的恢复和替代方案

用户干预机制优化：提供更灵活的用户干预接口，增强人机协作能力

八、结论

Manus代表了AI智能体领域的重要进步，通过提供完整的执行环境和工具访问能力，实现

了从"AI助手"到"AI代理"的转变。其独特的"Less structure, more intelligence"理念让AI能

更充分发挥其学习和适应能力，为用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任务执行服务。

尽管目前仍有一些技术限制和使用挑战，但Manus已展现出解决复杂问题的强大潜力。随

着底层模型能力的提升和工程实践的完善，Manus及类似产品有望成为重塑人机协作方式

的关键力量，真正实现AI赋能人类生产力的承诺。

作为一款处于内测阶段的创新产品，Manus已经展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用户应理性

看待其当前的限制，同时期待这一技术方向的快速发展带来更加便捷和高效的人机协作体

验。



Manus 产品报告

一、 产品概述

Manus 是一款智能体（Agent）产品，旨在通过减少对 AI 的结构化限制，依赖模型自主进

化能力，实现“劳动力扩展（Labor Scaling）”，帮助用户高效管理多个 AI 代理，突破人

类组织摩擦限制。

二、核心功能与特点

Less Structure, More Intelligence: 核心理念，主张减少人工预设流程，赋予 

AI 更大的自主性。

独立云端浏览器: 解决单用户场景下人机控制权冲突，避免 AI 打断用户体验。

Manners 产品体验三板斧:

配电脑: AI 具备访问浏览器和工具的能力（如云端浏览器）。

开放权限: 接入私有 API 和权威数据源（如金融指标）。

动态培训: 用户可通过反馈实时调整 AI 行为，实现个性化适

配。
Agentic Hours per User (AHPU): 新的 AI 价值衡量指标，关注用户委托 AI 

完成任务的时间效率。

成本优化: 通过 KV cache 优化、推理时延压缩、执行流程精简等手段，实现百

倍成本优化。

技术护城河:

代码优先策略: 利用 LLM 原生编程能力。

多模态网页交互: 优于传统 Markdown 解析。

动态学习机制: 非参数微调。
三、用户体验评价（基于讨论内容）

整体感受:

与会者对 Manus 的技术实力和理念表示高度认可，认为

其“amazing”、“强啊”、“不简单”。

有人认为 Manus 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关注。

有人将 Manus 与 Gamma 进行对比，认为 Manus 在完成度

上远超 Gamma。
易用性:

强调“动态培训”，用户可以通过反馈实时调整AI的行为，几

天后就能适应用户的使用习惯



通过docker快速部署，体现出一定的技术门槛，但同时也暗示

了其强大的可扩展性。
性能:

能够自主完成复杂的任务，包括访问网页、获取股票信息、编

写代码、执行代码、修复错误等。

“王者之剑”展示的案例中，AI 自主完成了近 50 步的操作，

体现了其强大的任务处理能力。

强调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实现百倍成本优化。
四、特定场景/需求满足度

信息获取与分析: Manus 能够自主访问网页、获取数据（如股票信息、公司信

息），并进行分析。

自动化任务执行: Manus 能够自主编写代码、执行代码，完成一系列自动化任

务。

代码生成与调试: Manus 能够生成代码，并在出现错误时自主修复。

多工具整合: Manus 能够将多个工具捏合到一起，减少上下文切换和参数传递损

失。

量化分析/金融领域: 提到可以用于多因子分析、Barra 模型等（“余何”的建

议）。

五、与竞品对比

与大厂产品对比:

认为大厂决策周期难以跟上 AI 领域变化，Manus 团队凭借快

速迭代能力、灵活架构和坚定信念形成核心竞争力。

“王者之剑”认为 Manus 的工程效果不如百度，这可能与百

度在相关领域的原生积累有关。
与 MetaGPT 对比:

“曹峰”提到 Manus 参考了 MetaGPT 的思路，但 

MetaGPT 团队最近也推出了新产品。

“王者之剑”认为 MetaGPT 的难点在于安全问题，即生成的

代码可能存在危险。
与 GitHub Copilot Agent 对比:

"MetaX e|acc" 认为 Manus 的强项在于数据源多和一键部

署。



六、用户反馈总结

优点:

技术实力强大，理念先进。

自主性强，能够完成复杂的任务。

具备强大的代码生成和调试能力。

能够整合多种工具。

具备成本优势。

团队快速迭代，架构灵活。

"Less Structure, More Intelligence" 的理念

"AHPU" 新价值指标
缺点/改进建议:

“陈满祥”认为 Manus 目前没有那么强。

与百度等大厂产品相比，工程效果仍有提升空间。

需要关注代码安全问题（“王者之剑”提到）。
典型用户画像：

对技术有一定了解，能够理解并接受“智能体”概念的用户。

需要进行信息获取、分析、自动化任务处理的用户。

开发者、研究人员、金融分析师等。
潜在用户需求：

对代码安全性的需求

多因子分析
七、微信群讨论分析

讨论热点: Manus 的技术实现、功能特点、与竞品的对比、未来发展方向。

用户情绪: 整体偏积极，对 Manus 的技术实力和潜力表示认可。

关键意见领袖: “老韩”、“王者之剑”、“曹峰”等人在讨论中较为活跃，提

出了较多有价值的观点。

潜在需求: 对代码安全性的需求（“王者之剑”提到），对金融领域应用的需求

（“余何”提到）。

八、总结与建议

Manus 是一款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智能体产品，其“Less Structure, More 

Intelligence”的理念和“Agentic Hours per User (AHPU)”的指标都体现了其对 AI 发

展方向的深刻理解。Manus 在技术实现上也展现出强大的实力，能够自主完成复杂的任

务，具备强大的代码生成和调试能力。



建议:

1. 加强产品宣传和用户教育: Manus 的概念和技术相对超前，需要加强对产品的宣

传和用户教育，让更多人了解其价值和潜力。

2. 持续优化产品性能和用户体验: 不断提升产品的稳定性、易用性和安全性，降低使

用门槛。

3. 关注代码安全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生成的代码安全可靠。

4. 拓展应用场景: 探索 Manus 在更多领域的应用，如金融、科研、教育等。

5. 加强与社区的互动: 积极听取用户反馈，及时解决用户问题，不断改进产品。

6. 完善文档和教程: 提供更详细的文档和教程，帮助用户更好地使用 Manus。

7. 关注竞品动态: 密切关注 MetaGPT 等竞品的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

8. 突出数据源的优势。 Manus强项是数据源多+一键部署。

希望这份报告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分析或有其他需求，请随时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