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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看未来】
汽车将成生活工作娱乐新空间

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

下，世界汽车强国已对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重要战略

价值达成共识，纷纷将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汽车产业未

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技术层面，智能网联汽车是带动人工智能、信息通

信等高端技术协同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产业层面，智能

网联汽车打破原有汽车产业范畴，通过与其他产业的深

度融合，实现产业链构与价值链构的不断扩展；在应用

层面，汽车将不单单具备传统的运载功能，而成为新一

代移动空间，承担生活、工作、学习、娱乐等各种功能。

未来，我国通过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加速汽车与信息

通信产业的融合，并发挥庞大汽车市场的规模效应，将有

望实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创新发展，缩小与世界汽车

强国的差距，实现汽车产业换道超车与汽车强国建设。

无人驾驶汽车十年内将普及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在减少交通事故、缓解交

通拥堵、提高道路及车辆利用率等方面具有巨大潜能，

自动驾驶及无人驾驶作为人工智能有望最快落地的应

用，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科技趋势。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将汽车自动驾驶及无

人驾驶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加快产业布局。

2016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路线图》，该报告制订了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三个五年

阶段需要达成的目标，力求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汽车

在2021-2025年能够上市。报告还指出，2026-2030

年，采用无人驾驶或辅助驾驶系统的智能网联汽车将

大规模普及。

【说基础】
测试道路成自动驾驶上路前提条件
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验证已成为智能网联汽车自

动驾驶功能开发和应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正式

推向市场之前，智能网联汽车必须要在真实交通环境

中进行充分测试，全面验证自动驾驶功能，实现与道

路、设施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协调。

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由封闭测试区测试、开放

道路测试两部分组成的智能网联汽车外场测试验证体

系。封闭场地测试作为自动驾驶测试验证的重要环节，

是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的前提条件，开放道路测试

将进一步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落地和场景应用提供真

实的测试环境。国家及地方相关主管部门陆续■台政

策，在测试示范区建设、测试能力、服务配套、开放路试

等方面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高精地图助汽车超视觉感知
报告指出，在以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为

特征的汽车产业变革中，智能网联汽车已成为全世界

的重要研究热点和汽车产业发展战略方向，并带动智

能交通、智慧城市建设。

当前，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已经纳入国家顶层战

略。2017年9月，由20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国家制造强国建

设领导小组车联网产业发展专项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

车联网发展规划、政策和措施，协调解决车联网发展重

大问题，督促检查相关工作落实情况，统筹推进产业发

展。近年来，各部委也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开展道路测试、

标准制修订、设立专项课题等方式推动产业进步。

在诸多行业基础设施、共性技术中，高精度地图的

作用不可或缺。作为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重要基础共

性技术，高精度地图区别于传统导航电子地图，是给汽

车“看”的地图，其应用有助于实现汽车超视觉感知，提

高感知系统效率，协助路径规划并提升系统安全冗余。

特别是随着汽车智能化水平提升，对于L4、L5级智能网

联汽车，高精度地图势必成为标配。

由于高精度地图对智能网联汽车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产业发展备受关注，各大图商加速布局。2018年12

月，工信部发布的《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中，也明确提出要推动“高精度定位及动

态地图等技术在智能网联汽车上的产业化应用”。

自动驾驶尚需攻坚四大共性技术
共性关键技术的创新研发体制和五大产业基础平

台建设是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道路的重要特征。蓝

皮书对云控基础平台、信息安全、高精度地图、操作系

统等四大产业共性技术进行全面剖析，为产业共性平

台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蓝皮书还指出，当系统逐渐代替人类驾驶员来执

行驾驶任务，智能网联汽车的乘坐体验相对于驾驶体

验来说更为重要。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为开发互联

协作式智能驾驶而进行的跨品牌甚至跨行业技术及资

本合作，为打造服务于各种用车场景的智能座舱而进

行的互联网生态导入及相应的合资合作，将是智能网

联汽车行业发展中最为常见的状况。

新一代的智能网联汽车充分利用互联网开放性、

精准性、高触达性的优点，为用户提供更安全、更便捷、

更舒适的出行方式和综合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结合

人工智能、大数据、V2X等关键技术，打造智能化汽车

座舱为智慧出行带来人性化的情感互动，将成为近期

产业的发展方向。

行业权威指南发布 经开区全域开放测试

北京领跑智能网联车

【看亦庄】
拟全域开放无人驾驶测试道路

10月17日，经过新凤河路的人们发现，这条道路与

兴海路交叉口附近摆满了锥桶，身着黄色工服的施工

人员正在划设道路标示线。原来，经开区正在推进自动

驾驶道路全域开放，接下来施工人员将在包括新凤河

路在内的87条道路上划设交通标示线，自动驾驶道路

全部开放后，经开区内自动驾驶道路将达到322公里，

实现全域开放。

作为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示范区，经开区自动驾

驶车辆开放测试道路共计24条，里程达74.4公里，占北

京市开放测试道路总里程60%。百度、小马智行等企业

均投入了大量资源在经开区开展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工

作，截至2018年12月底，全区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里

程超过10万公里，且无事故发生。

今年以来，随着自动驾驶技术水平的发展，自动驾

驶车辆道路测试日渐成熟，相关企业逐步加大测试车

辆的投入力度，迫切需要在更多交通场景下开展自动

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工作，开展5G+自动驾驶商业运行

模式的研究与探索，推动自动驾驶从技术测试阶段进

入商业运行阶段演变。为此，经开区拟全区域开放，提

供40余平方公里自动驾驶开放测试道路，为自动驾驶

提供更多的城市交通场景，加快无人接驳、分时租赁、

网络约车、编队行驶等多形态自动驾驶模式的商业应

用，推动智能交通与智慧城市的发展。

拟开放的40余平方公里区域中，自动驾驶道路包

含新凤河路、文化园东路、文化园西路、西环北路等111

条道路，双向里程约322.46公里。对应封闭试验场颁发

的T1-T5级别牌照自动驾驶车辆，开放不同级别的道

路，其中R1等级道路2条，道路里程18.6km；R2级道路8

条，道路里程33km；R3级道路96条，道路里程

258.38km；R4级道路5条，道路里程12.48km。为了达

到测试效果，开放测试道路中包含1条道路含公交专用

道，4条道路含潮汐车道，83条道路含十字交叉口，71条

道路含T形交叉口，14条道路含Y形交叉口，1条道路含

异形交叉口。

此外，开放测试区域内还将分阶段建设V2X、5G

等网联设施，实现全区交通道路通信设施、视频监控设

施、交通信号、交通标识标线智能互联，具备路网全域

感知能力，满足复杂的车路协同需要，全面实现车对周

边环境的感知、车路协同的控制以及道路主动服务等

功能。据经开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通过全域开放，

将推进经开区成为智能网联汽车关键技术研发高地，

将经开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创新示范区，形成世界一流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

态集群。

融合多产业率先形成循环发展生态
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作为做强高端汽车和新能源

智能汽车产业集群的重要内容，经开区近年来不断完善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环境，发挥政策资金引领带动作

用，聚集了以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北京智能车

联创新中心、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为核心的智

能网联汽车共性交叉关键技术平台以及自动驾驶测试

验证示范平台。在细分领域方面，已聚集了包括行易道、

启迪云控等传感器、云控平台智能网联企业。小马智行、

红旗智行、京桔新能源科技等出行科技公司也已落地。

创新要素不断聚集，加速了经开区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融合发展。在汽车智能化发展方面，各企业、单位

加大了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高精度地图与

定位、决策域控制器、芯片算法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力

度，构建了以导航定位系统、视觉传感器及雷达感知模

块、通信模块和控制模块为核心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ADAS）体系；在汽车网联化发展方面，经开区重点布

局5G信息技术、云控平台、车载通讯芯片、信息安全、车

载操作系统，构建一体化的网络通讯系统。在区域的引

导下，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对接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区

内主导产业，发挥区内集成电路企业优势，促进供应链

上下游联动创新。在融合发展的态势下，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已带动多产业创新发展。

据介绍，目前经开区已经构建了以三大创新中心

为核心的智能网联创新平台，搭建从创新链到技术链

到产业链的加速通道；已基本完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基础共性环境搭建，可提供多形式的公共服务以及全

方位的支持保障；已聚集包括传感器、云控平台等关键

环节的国内外技术创新企业，产业链逐步完善。整体来

看，经开区已经形成了“研发-测试-示范-生产”的智

能网联汽车循环发展生态，测试验证体系完善、智能路

网设施健全、技术服务完备，实现了技术创新和成果转

化协同发展。

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

10月14日，由经开区企业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写完
成的2019智能网联汽车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在北京正式发布。蓝皮书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技术发
展趋势、出行场景、产业变革、协同发展及政策创新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描绘未来出行新图景。

北京已率先开启场景搭建、产业变革、协同发展等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探索，形成了融合多产业的
智能网联汽车循环发展生态，并将在经开区全域开放智能网联车测试。

智能网联汽车时代到来，北京亦庄准备好了。

从蓝皮书看智能网联车产业发展

北京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发展高地

蓝皮书瞄准行业发展热点，涵盖云控平台、车路协同、信息安全、测试区建设、场景库建
设等行业热点内容。

“当前中国汽车产业正在进入深化调整、全面开放、加速变革的新征程，电动化、智能化、
共享化等未来出行相关的新技术、新模式正在引发汽车产业结构和产业生态的深刻变革，蓝
皮书扣合汽车产业变革的脉搏， 将有望成为未来出行与汽车产业融合发展时代的坐标。”业
内专家指出。

为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构建世界领先的原始创新高地和产业发展高地，北京发布了
一系列针对性政策。

去年底，《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白皮书（2018年）》发布，将以冬奥会实现智能网联汽车全
面应用为目标，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步伐，基本建成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体系。

今年初，北京又发布了《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19年-2022年）》，提出未来
四年主要围绕“车、路、云、网、图”五大关键要素，协同推进创新能力建设，打造北京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链的整体优势；建立一套测试与示范应用体系，形成研发、生产、服务、应用的良性互动，推动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和新型交通服务体系加速发展。 产业发展目标是建成国内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创新
链和产业链，构建以智能制造和智慧出行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带动京津冀地区形成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制造和应用服务体系。行动方案指出，全市智能网联汽车及关联产业规模达1000亿元。

北京市已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上率先起跑，作为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
区将着眼国际化，力图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建成引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创
新示范区，打造国际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链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开发区。

车辆线控等车辆关键技术
夯实自动驾驶基础

信息交互产业加速车联网应用
C-V2X产业体系国际领先

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车路协同发展

高精度地图和定位取得突破
开展商业化应用

打造多层次测试验证示范体系
加速技术研发和验证

我国将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重点，过去一年取得飞速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