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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至22日，世界智能网
联汽车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专家学者、
企业高管就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
术、标准制定及生态构建等话题深
入探讨和交流。接受经济日报采访
的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加快创新能
力提升，加强标准协同，中国才能在
智能网联汽车赛道上赢得竞争优
势。

“目前，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已经
成为各国共识，美、德、日等汽车强
国纷纷加快战略布局，各大科技巨
头大举投资并购，全球智能网联汽
车发展呈现出核心技术加速突破、
基础支撑加快完善、产业生态渐趋
成熟的良好态势，新的汽车时代呼
之欲出。”在大会上，工信部部长苗
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共鸣。

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前，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智能网联汽车
正成为各国纷纷抢占的战略制高
点。“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智能网联汽
车发展，将之作为解决交通安全、道
路拥堵、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
的重要手段，带动汽车产业技术变
革和加速升级。”苗圩表示，通过加
强顶层设计、坚持创新驱动、完善标
准规范、推动测试应用，近年来我国
搭建了跨领域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平台，加快了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建
立了上海、重庆、北京等地的测试示
范区，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环
境日趋完善，有效地激发了企业动
力、市场活力。

“到2020年中国智能网联汽车
的市场规模可达1000亿元以上，发
展前景广阔。”不过，苗圩同时指出，
当前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共识虽已
形成，但在前进道路上依然面临诸
多问题和挑战。比如，核心技术的
突破、应用领域的拓展、法律法规的
完善等，都离不开各方积极参与和
全球合作。

清华大学智能网联汽车与交通
研究中心主任李克强介绍，所谓智
能网联汽车，是指车联网与智能车
的有机联合，是搭载先进的车载传
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
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
人、路、云端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
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
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安全、舒适、节
能、高效”行驶，并最终可替代人工
操作的新一代汽车，又称为智能汽
车、无人驾驶汽车、自动驾驶汽车。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主席万钢指出了当前自动驾
驶汽车发展的四大短板。一是尚未
形成发展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汽车
的国家战略，二是智能网联和自动
驾驶汽车关键领域的技术基础比较
薄弱，三是信息、通信、汽车、交通等
产业和技术跨界融合不够，四是智
能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

必须掌握核心技术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
国，智能网联汽车的未来必须掌握
在自己手中。”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李书福说：“掌握命运的关键，就是
拥有智能网联汽车全产业链核心技
术。如果只有华丽的外表，缺乏内
在创新驱动力，中国汽车工业将永
远寄人篱下。我们一定要面对现
实，知难而进，全面推进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创新发展。”

核心技术在哪里？“智能网联汽
车的关键是智能，本质是汽车，特点
是通信基础设施网联化，前提是确
保交通安全顺畅高效率。”李书福表
示，要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关注信息
安全与隐私保护、漏洞发现与应急
补救、行车安全与恶意控制、网络边
界与系统自主。其中，操作系统是
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部件，也是整
部汽车的大脑，至关重要。

掌控核心技术，并不等于闭门
造车。“今天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拥有
智能网联汽车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
能力，开门造车正在成为现实。”腾
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认为，未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需要传统汽车企业与互联网公司携
手，沉下心来共同提升网络连接、数
据处理和安全三大核心能力。

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董扬也提出了三点建议。首
先，整车企业应重视基础技术和共
性技术研究，零部件企业应重视新
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要做好行业
标准化工作，用好资本的力量；其
次，相关产业要重视与汽车产业配
合，在合作中发展，不要包打天下，
还要研究并熟悉汽车产业技术发展
规律；最后，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和
规划，促进与协调产业间合作，创造
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法律和政策环
境，支持产业创新基金建设。

苗圩还表示，当前要把握汽车
产业智能化、网联化发展新趋势，充
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
作用，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全球
协同研发创新平台，推动智能网联

汽车在技术、产品、业态、模式等多
个层面的创新变革。

加强国际标准协同

“目前，大量智能化技术是通用
技术，只要各方开放平台就能实现
共享、互联、互通，集成创新。”比亚
迪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王传福指出，
当前汽车智能化研究相对零散、重
复投入多，由于没有统一标准、缺乏
平台，很难开放和共享。

产业发展需要标准支撑。“当
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技术、
测试标准尚不完善，不同行业间标
准的有机融合仍需加强。在信息安
全、开放共享、运行监管等方面的机
制尚未完全建立。”工信部装备工业
司副司长罗俊杰表示，这些问题也
是全球智能网联汽车发展需要共同
面对的挑战。

罗俊杰表示，一方面需要汽车、
电子、通信、互联网等领域协同创
新；另一方面也需要世界主要汽车
生产国携手，加强在智能网联汽车
政策、技术、标准法规等方面的交流
合作。

智能网联汽车关乎国家信息、
产业安全，更需发展中国标准的智
能网联汽车。“目前，全球智能网联
汽车标准法规处于起步阶段，是最
佳协调时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标准化研究所
副总工程师赵静炜说，如果我们积
极主动，方法得当，完全可能协调
与引领智能网联汽车国际标准的
制定。

（杨忠阳 黄鑫）

我国有望走在智能网联汽车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