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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及其
在传统汽车行业的深入应用，汽车
正在逐渐向网联化、平台化、服务化
和数字化演进，已经具备了辅助驾
驶、部分自动驾驶、有条件自动驾驶
甚至是高度自动驾驶的功能。毫无
疑问，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和网联化
正在成为汽车行业的重要发展趋
势。

一两年前，在汽车行业的大小
论坛上，我们总能看到部分整车及
零部件，特别是新创公司畅想无人
驾驶的愿景，而在6月14日举行的

“2017 全球无人驾驶大会暨展览
会”上则传递出不一样的信号：无论
政府、行业，还是企业都在忙于让无
人驾驶技术尽早落地。正如镁客网
联合创始人萨向东所说：“当前，无
人驾驶技术不是最大的挑战，最难
落地的或将是公众接受度问题。”

那么，在无人驾驶走向商业化
的道路上，哪些新技术将成为重要
的助推者？人工智能、时空大数据、
网络图形图像技术、高精度定位、毫
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提供这些
产品和服务的零部件新势力又将如
何在汽车行业落地生根？这些正是
2017全球无人驾驶大会的焦点议
题。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占
领先机

本次大会得到工信部及中国电
子商会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国家对无人驾驶发展的重视。工信
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吴胜武在现场
表示：“虽然我国在无人驾驶技术领

域起步较晚，但与国外相比差距并
不大，完全有可能在新一轮的技术
革命中掌握先机。”

自2009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启动了“视听觉信息的
认知计算”重大研究计划，特别是连
续举办了八届“中国智能车未来挑
战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无人驾驶
汽车的研发水平。目前，我国企业、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都对无人驾
驶表现出浓厚兴趣，不断加大研发
投入，加快共性技术的科研攻关和
产业化应用推广。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助力
下，无人驾驶将产生具有颠覆意义
的创新。”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
进中心软件处处长刘龙庚认为，在
不断迸发的技术创新中，汽车行业
正在一点点释放新的价值。他表
示，无人驾驶只是人工智能对汽车
行业进化的一个侧面，进化的核心
还是在于人车关系、车车关系的重
构，让车、人、道（路）智能地集合在
一起。利用车载传感器来感知车辆

自身状态、周围环境，并将所获得的
道路、车辆位置和障碍物信息进行
综合处理，就是在大数据下人工智
能的一种表现。

■无人驾驶开始尝试落地

“无人驾驶的产业化正在加
速。”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
重点实验室邓志东教授认为，以科
研主导自动驾驶领域研究的阶段已
基本结束，以市场为主导的第二幕
已拉开。

前不久，特斯拉CEO马斯克宣
布，所有新车将安装“具有完全自动
驾驶功能”的硬件系统 Autopilot
2.0，并可通过OTA进行ECU软件升
级，其自动驾驶功能从L2直接跳到
L4/L5。据悉，今年年底前，特斯拉
汽车将以完全自动驾驶模式从美国
洛杉矶开往纽约。事实上，沃尔沃、
福特、宝马、谷歌、百度、英特尔等全
球近20家企业均已宣称，2021年将
是无人驾驶汽车元年，部分L4功能
车辆会实现量产。

那么，现阶段无人驾驶要如何
落地？北汽集团新技术研究院副院
长荣辉在会上谈到，无人驾驶技术
的发展将使传统汽车市场发生巨
变，未来可能由共享汽车主导，整车
企业也会由现在国际上主流的几十
家缩至几家。

对于无人驾驶汽车首先应用在
共享车辆上的观点，邓志东也是支
持者。他认为，共享无人驾驶与智
能增值服务必将成为智慧出行的终
极发展目标，电动化、信息化、智能
化、共享化的发展趋势已十分明显。

萨向东的看法是，短期内无人
驾驶落地形态可能会是在诸如园区
这类“封闭环境”中行驶的低速自动
驾驶汽车。据了解，进行“在封闭环
境中低速行驶的自动驾驶汽车”研
发的公司不在少数，很多资本也给
予了密切关注。

■新势力在跨界融合中寻
找机遇

无人驾驶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
高级阶段，依靠车联网、人工智能、
视觉计算、传感器、监控装置和高精
度定位导航系统协同合作，实现车
辆的自动、安全驾驶。

吴胜武指出，无人驾驶实现的
技术路线重点在于开展以环境感知
技术、高精度定位与地图、车载智能
终端及人机接口(HMI）产品、集成
控制及执行系统为代表的关键零部
件技术研究，以及以多源信息融合
技术、车辆协同控制技术、人车路云
协同技术、通信与信息交互平台技
术、电子电气架构、信息安全技术、
人机交互与共驾技术、道路基础设
施、标准法规等为代表的共性关键

技术研究。总体来看，推动无人驾
驶发展的过程还需要突破各项技术
瓶颈以及各种政策法规的限制。但
挑战也意味着机遇，汽车、电子、通
信、互联网等企业有着巨大的发展
空间。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
学院副院长殷承良认为，整车企业
不要把关注点仅仅放在一级供应商
身上，无人驾驶的核心技术很可能
掌握在零部件新势力的手中。确
实，在本次大会上，海积信息、佐智
汽车、禾赛科技、图森科技、行易道
科技、地平线、千寻位置、裕兰信息
等众多零部件新势力现场介绍了本
公司在导航定位、大数据、芯片、算
法、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视觉等
技术领域的突破，以及他们的新技
术将如何助力无人驾驶的实现。

上海海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商务总监殷年吉表示：“高精地图
及高精定位在无人驾驶时代将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业内人士指出，
以北斗导航定位模块为主的卫星定
位企业将在无人驾驶时代找到自身
的新定位且机遇无限。

目前，一些卫星定位企业正在
通过模块产品解决城市高楼、高架、
停车场、隧道、丛林等遮挡严重的地
区精准定位问题。在会上，千寻位
置、千积信息等北斗应用的卫星定
位企业纷纷介绍了自己的全天气候
高精定位的解决方案。

行业人士在会上形成共识，无
人驾驶的商业化发展需要跨界融
合、形成合力，而在核心产业链上，
拥有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零部件新
势力将在汽车行业脱颖而出。

（黄霞）

无人驾驶开始进入商业化关键期
零部件新势力要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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