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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零售车、无人
驾驶网约车、无人驾驶公交
车……近年来，自动驾驶服
务陆续贴近公众生活。最近，
百度自动驾驶出租车 Apollo
GO Robotaxi在北京全面开放
服务的消息，再次将自动驾
驶话题推向舆论风口。

10月28日，在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谈及企业推出自动
驾驶出租车，交通运输部新闻
发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春
耕表示，欢迎和支持有关城市
和企业大力开展创新，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依法合规开展试
点，加快推进自动驾驶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

南都记者了解到，目前全
国至少有 19 个城市已出台与
自动驾驶相关的政策和规划文
件。今年以来，国家层面也陆
续下发多个相关文件标准，在
业内人士看来，这表明了国家
支持发展智能汽车的决心和方
向。

至少 19城出台与
自动驾驶相关政策

自动驾驶汽车，也称智能
网联汽车和智能汽车。其综合
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移动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和
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在技术的支持和
政策的催动下，全国多个城市
和企业加速布局自动驾驶相关
领域。据公开报道，目前已有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等
至少 19 个城市出台了与自动
驾驶相关的政策和规划文件。
高德、百度、阿里等企业也纷纷
进行自动驾驶测试。

据吴春耕介绍，交通运输部
已经把自动驾驶作为科技创新
支撑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点
领域之一，始终坚持“鼓励创新、
包容失败、确保安全、反对垄断”
的总原则。针对此番百度等企
业的新动作，吴春耕表明，这是
在实际道路交通环境下的技术
性能测试，都是按程序经过当地
政府批准后实施的，运行良好。
他明确表态：欢迎和支持有关城
市和企业大力开展创新，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依法合规开展试
点，加快推进自动驾驶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

南都记者注意到，近年来，
交通运输部也在积极推动自动
驾驶技术研发试点和应用相关
工作。在今年5月的新闻发布
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

透露，全国已建起5个自动驾驶
研发中心、6家封闭场地测试基
地。同时开展了新一代国家交
通控制网和智慧公路的试点工
作，围绕基础设施的智能化、陆
运一体化、车路协同等前沿的技
术方向，推动5G通信和北斗导
航等技术的应用，结合2022年
冬奥会和2022年将要在苏州召
开的第29届世界智能交通大
会，会同北京、上海、河北等一些
地方在京礼高速、东海大桥、雄
安新区等推进一批自动驾驶和
车路协同试点项目。

今年以来国家层
面政策频发

实际上，今年以来，国家多
个部门在自动驾驶领域频频发
力，陆续出台了多个与自动驾
驶相关的政策文件。

2 月，国家 11 个部委联合
出台《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
略》，该战略提出，到2025年实
现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
达到规模化生产，实现高度自
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
下市场化应用。展望 2035年
到2050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
体系全面建成、更加完善的愿
景。同时，战略还指出发展核
心技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等智能汽
车发展的主要任务。

3月，工信部发布《汽车驾
驶自动化分级》推荐性国家标
准报批公示，其将驾驶自动化
分为 0～5 共 6 个等级。其中
最高级别的自动驾驶为完全自
动驾驶，也就是驾驶自动化系
统在任何可行驶条件下持续地
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和执行
动态驾驶任务接管。据了解，
这项标准将于明年 1月 1日起
正式实施，这意味着我国从明
年开始将正式拥有官方自动驾
驶车辆分级标准。

4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公
路工程适应自动驾驶附属设施
总体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与
自动驾驶相关的公路技术规范。

南都记者注意到，在10月
24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
推进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也明确提及要建立健全自动
驾驶等新技术应用相关制度。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系
列政策支持，表明国家层面发
展智能汽车的决心和方向，自
动驾驶技术有望加速发展。

（吴单）

交通运输部：加快推进自动驾驶技术应用

支持京沪冀等地试点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在技术上已经解决了
90%的问题，但剩下10%的问题如很
多边界化难题，却可能要花费比过去
更多的精力去解决。

10 月 21日，全国首个常态化运
营的5G无人公交在苏州落地。这个
在苏州高铁新城亮相的无人公交是
在开放的城市道路上运行，且速度可
达 20—50 千米/时。这辆无人公交
车除了具备避让行人车辆、自动变
道、自动转向、红绿灯识别等基本功
能，还能应对各类城市复杂交通场
景，例如穿行人车混杂的路口、应对
后车加塞、“鬼探头”等。

此前，10月 12日，北京也开放了
无人驾驶出租车试乘，可试乘区域包
括海淀、亦庄等，12日当天北京地区
的呼单量就突破了2600单。而早在
今年4月，长沙已经全面开放了无人
驾驶出租车服务。

自动驾驶服务陆续落地，是否意
味着其商业化临近？

商业化迎来最佳时机

目前自动驾驶的落地情况如
何？其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019年 12月，国内首次提出了
新基建的概念，掀起了一股新浪潮。
新基建包括 5G、物联网、工业互联
网、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
区块链七大板块，其中有三大板块是
自动驾驶软件的核心技术——5G、
AI、大数据中心（云计算）。”轻舟智
航联合创始人、CEO于骞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于骞看来，自动驾驶处于这几
大领域的交会点，是新基建的典型落
地应用。加上近年来不断完善的智
慧城市、智慧交通相关政策，可以说，
自动驾驶在国内的商业化落地正迎
来最佳的时机。

“在整体落地方面，仅从近几年
无人驾驶行业的创业公司情况来看，
以2018年为分界点，无人驾驶领域
确实是出现了两个创业的黄金窗
口。”于骞说。

第一个黄金窗口出现在2015年
至2017年之间，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
一批自动驾驶公司，在这个阶段的融
资主要是靠估算的产品规模以及团队
背景，当时市场对L4级别自动驾驶（全
自动驾驶）产品落地的期望值很高，定
下了不少比较乐观的近期目标。

“在近期目标没有实现时，市场
感到了失望，并重新对落地时间树立
起了新的认知，这时又遇上了资本寒

冬，所以自动驾驶创业公司的声音少
了许多。”于骞表示。

在2019年之后，人们对L4级别
自动驾驶的预期开始回归理性，随着
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市场的需求也呼
唤无人驾驶产品落地。同时国家的
各类政策先后推出，以及相应的法律
法规逐渐完善，随着硬件成本的显著
下降，L4级别自动驾驶的短期落地
场景逐渐明确了。

于骞表示，目前，业内预计公共
道路中低速载人场景的落地运营时
间大概在 1—3年，公共道路中低速
载货场景的落地运营时间则是在
3—5年。虽然前几年已经有各种物
流车、摆渡车试运营，但这些试运营
都只局限在园区里头，这里的落地，
指的是在公开道路中的落地。

无人小巴更具落地可
能性

部分应用落地是否意味着自动
驾驶将很快投入商业化运行？自动
驾驶的商业化道路还有多远？

在于骞看来，自动驾驶能否商业
化取决于不同自动驾驶级别和不同
场景，例如L2级别自动驾驶（部分自
动驾驶）的方案已经在许多量产车上
落地。

“无人驾驶出租车作为目前市场
规模最大的、最有挑战的部分，是城
市复杂交通环境无人驾驶的终极目
标，但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落地周期比
较长、速度快、非固定路线，落地难度
会比较大。”于骞说。

目前业内更看好无人小巴在公
开道路的商业化落地应用，无人小巴
正在国内多个城市启动常态化运营，
可满足城市中的地铁接驳及微循环
接驳需求。

如苏州在2020年7月发布了全
球首条城市微循环无人小巴市民体
验线路，并随后落地了全国首个常态
化运营的城市公开道路无人小巴项
目，部署多条无人小巴城市微循环线
路。苏州的无人公交项目将设置多
条路线，覆盖高铁新城周边9.8平方
公里区域，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三公
里”难题。这是目前国内覆盖范围最
大的无人公交项目，也是唯一常态化
运营的城市公开道路无人公交项目。

于骞表示，无人小巴这一应用场
景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中低速场
景，乘客对车速的预期可控，速度保
持在20—50千米/时之间。第二，固

定路线，车在同一条线路上反复磨
练，更能确保行驶安全，并可实现红
绿灯优先和预警。第三，满足多人出
行，具有社会效益，在公共道路上享
受优先路权。

“无人小巴这一应用场景结合了
固定路线中低速、多人出行路权优
先、可部署基于5G的车路协同等优
势，或将成为L4级别自动驾驶的最
快实际落地场景。”于骞说。

已经解决 90%的技术
问题

有专家指出，目前困扰自动驾驶
的主要难点在于其决策规划和感知，
并认为目前并没有看到这两个难题
的解决措施，此观点获得不少人的认
同，现实情况是否如此？

于骞认为，决策规划和感知的问
题都可以归结为自动驾驶的长尾问
题。自动驾驶在技术上已经解决了
90%的问题，但剩下的10%却可能要
花费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精力去解决，
这10%包括很多边界化难题（Corner
case），如在车辆遇上野鸭子之前，工
程师甚至不知道会有野鸭子的问
题。所以边界化难题是需要去发现
并解决的。

那么边界化难题怎样去发现并
解决呢？

“除了收集大量的数据，更重要
的是建立自动化生产工厂，将源源不
断收集来的有效数据，通过自动化的
工具，加工成可用的模型。以更快的
速度、更高效的方式应对边界化难
题。”于骞表示。

于骞以上面野鸭子的场景为例，
如果需要专门针对这些场景去开发
特殊的模型，那会有无穷无尽的场景
需要处理。但借助自动化的办法，只
要数据标注好了，下次系统更新时便
可以更好处理这种情况，省下大量工
程师的时间。

“以感知举例是比较容易理解
的，但其实规划技术也一样。要想让
车做出准确的规划，最原始的方法是
工程师写规则——大量的工程师写
出大量的规则，但这种方式不易维护
性还不能满足最新需求；再进一步便
是设计奖励函数——设计奖励函数
比写规则要简单得多；再往后则是系
统利用数据自主学习奖励函数。这
个过程便是往自动化方向发展的过
程。”于骞说。

（ 马爱平）

自动驾驶真正上路
还有10%的技术难题待解

9月13日，郑州高新区举行发布仪式，4台宇通L4级5G自动驾驶网约巴
士在郑州市高新区天健湖环线投入试运行（上图）。

自动驾驶汽车之间识别系统工作示意图（左图）。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