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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这篇报道，记者作了个小
型调研：“自动驾驶的安全性、舒适度和
高效性中，你最重视哪一项？”60名受访
者中，56人将“安全性”摆在首位。

安全，是自动驾驶用户最关心的话
题，也是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
中国自动驾驶技术“安全性”如何？记者
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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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聚焦AI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白瀛） 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 57 届年
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负责人和智库学
者等 100 多人围绕“人工智能与世界中文报业发展”主题展开
交流。

本届年会发布了《世界中文报业全球传播共识》。世界中文
报业协会会员单位达成如下共识：智媒引领，重塑报业发展生态
格局；创新发展，增强中文报道传播效能；合作共享，提升中文传
播整体合力；不忘初心，向世界讲好华人故事；开放包容，促进人
类文明交流互鉴。

世界中文报业协会成立于 1968 年，会员覆盖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100 多家中文媒体。本届年会由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主办，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协办，经济日报社承办。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严赋憬）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日前在北京成立，主要负责数据资源、数据技术、数据流通、智
慧城市、数字化转型等基础通用标准，支撑数据流通利用的数据
基础设施标准，以及保障数据流通利用的安全标准等领域国家
标准制修订工作。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大会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说，建设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
市场离不开数据标准，通过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
化，有助于打通数据市场需求、生产、消费、价值实现，充分发挥
数据要素乘数赋能作用。在数据资源高效流通利用方面，通过
标准化，可有效规范数据格式，改善数据质量，优化数据资源供
给，降低数据开发成本。

“此外，数据标准有利于推进数据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同
时可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统一遵循，推动区块链、隐私保护
计算、数据空间、数场等各类设施，按照统一目录标识、统一身份
认证、统一接口要求建设，实现区域、行业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协调发展。”刘烈宏说。

自动驾驶，这个曾经只存在
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如今已逐
步走进现实。

开发自动驾驶技术的初衷，
是解放人类驾驶员，减少人为错
误导致的交通事故，为人们带来
更高效、便捷、安全的出行体验。

毋庸置疑，在使用得当的前
提下，自动驾驶技术将有效提高
道路的安全性。研究显示，绝大
多数交通事故都是由人为失误
造成的，而自动驾驶系统不会疲
劳、不会分心、不会酒驾，理论上
能够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率。这
意味着，未来我们的道路将更加
安全。

自动驾驶也将明显提高交
通运行效率。自动驾驶汽车可
以通过车与车之间的通信和协
调，实现更加高效的交通流量管
理。它们可以精确地控制车速
和间距，避免拥堵和不必要的停
车，让道路更加畅通。在大城市
中，交通拥堵一直是人们头疼的
问题，自动驾驶的出现有望为治
愈“ 大 城 市 病 ”提 供 有 效 解 决
方案。

自动驾驶还能帮助许多不
会开车的人，他们将能够更加独
立地出行，享受生活的便利。同
时，人们在乘坐自动驾驶汽车
时，可以更加自由地利用时间，
让出行变得更有趣味。

安全是提高交通运行效率、
带来生活便利的前提和基础 。
没有安全，一切都将是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

如果将自动驾驶汽车放在
复杂的情境中，你会发现，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潜在的风
险和挑战仍然存在。比如，恶劣的天气条件，如暴雨、大雪、
浓雾等，可能会影响传感器的性能，导致误判或无法正常工
作；再如，软件算法的安全性至关重要，一个小小的程序漏
洞或错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自动驾驶系统需
要经过严格的测试和验证，确保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正确运
行。此外，网络安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自动驾驶汽
车高度依赖网络连接，一旦遭受黑客攻击，可能会被远程控
制，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由此可见，自动驾驶汽车相对于传统汽车而言，其安全
性能的边界大幅扩延，涉及车辆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网络
安全、数据安全等多个层面。

这也意味着，提升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性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制定
严格的安全标准和法规，加强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监管，确保
其安全可靠地发展。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改进传
感器、软件算法和网络安全技术，提高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
性。科研机构应该深入开展自动驾驶安全技术研究，为提
升自动驾驶安全性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解决方案。

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有目共睹。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成本的不断降低，自动驾驶汽车有望在未来几
年内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对这一领
域给予高度重视，纷纷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研发。尤
其在确保自动驾驶的安全性方面，全球已有多家汽车制造
商和科技公司取得了重大突破，推出了一系列自动驾驶汽
车产品和解决方案。

在不远的将来，高级别自动驾驶开始普及的时候，谁能
充分保障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高效性及用户体
验，谁就能赢得先机，实现长远发展。

““聪明车聪明车””必须必须是是““安全车安全车””
————““展望展望‘‘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系列报道系列报道（（上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卢泽华卢泽华
筑
牢
自
动
驾
驶
安
全
线

润  

夏

图图①①：：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的世界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的世界
新能源汽车大会上新能源汽车大会上，，一辆接送参会嘉宾一辆接送参会嘉宾
的新能源自动驾驶车从会场外驶过的新能源自动驾驶车从会场外驶过。。  

石中华石中华摄摄（（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图②：：在第在第 2121 届广州国际汽车届广州国际汽车展

览会上会上，，一款一款““汽车机器人汽车机器人””亮相亮相。。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刘大伟摄摄  

图图③③：：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未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未
来科技城来科技城，，安全员乘坐在自动驾驶接驳安全员乘坐在自动驾驶接驳
示范线巴士的驾驶位示范线巴士的驾驶位。。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黄宗治摄摄  
图图④④：：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海三路旁经海三路旁，，一批无人自动驾驶汽车整一批无人自动驾驶汽车整
装待发装待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卢泽华卢泽华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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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型自动驾驶辅助型自动驾驶””广泛落地广泛落地
———人和车都—人和车都““在线在线”，”，安全安全  

才能才能““不掉线不掉线””

19 时 30 分许，上海市中环路车流
如梭。市民杨金载着记者体验自家汽
车智能驾驶功能。

这是一台国产汽车，起点是邯郸
区一条里弄。经过短暂人工启动和驾
驶后，杨金将汽车切换成智能驾驶模
式。只见方向盘开始自转，大屏幕上
动态显示周边行人、自行车、汽车、路
标等元素的 3D 模拟图。车辆娴熟地
转弯、会车、并线，鱼游般驶入中环路
主干道。

此时晚高峰刚过，四周车辆密度
中等偏上，汽车以 50km/h 左右的速度
行驶，约半小时后，到达终点——普陀
区金沙江路附近。

记者统计，全程汽车转弯 9 次，并
线 7 次，没有急刹车，汽车与周边车辆
始终保持适当车距，这让乘客感到安
全无虞。

“现在，使用智能驾驶模式上下班
已是常态，对它的安全性能还是很放
心的。”杨金对记者说：“开启智能驾驶
并不是完全撒手不管了。司机必须专
心注视道路情况，手要随时准备控制
方向盘，要是犯懒开小差，驾驶员安全
监测系统会作出语音提示。”

杨金所使用的这种模式，被业界
称为“L2 部分自动驾驶”模式，即车辆
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实现自主控
制，如公路上的加速、减速和转向等操
作。尽管如此，驾驶员仍需保持警惕，
随时准备接管车辆。目前市面上的智
驾系统大多为 L2 级别，这意味着，这种
自动驾驶技术的作用更多是“辅助”而
非“替代”。

“在城市交通环境中，L2 级自动驾
驶安全性相对较高，当然，驾驶员必须
按规操作，不能走神。”胡兴阳是杭州
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产品经理，在他看
来，只要合理驾驶，部分自动驾驶的安
全性要优于手动驾驶。“现在 L2 级自动
驾驶功能汽车，一般都配备了数十个
精密传感器和摄像头等，可以对路况
进行 360 度全景识别分析，技术可靠性
较高。”

但胡兴阳也提醒：“在山区、田野
等地的复杂路况中，汽车可能会出现
误判，不建议使用自动驾驶。即使在
城市道路上，驾驶人仍需保持高度警
觉，随时准备介入。人车都‘在线’，安
全才能不掉线。”

““高级别自动驾驶高级别自动驾驶””加快试行加快试行
————““安全安全””是前提是前提，“，“高效高效””

是目的是目的，，两者不可偏废两者不可偏废

在北京体验自动驾驶技术，一定
要去亦庄。

如 果 在 路 上 看 到 没 有 司 机 的 汽
车，不要惊讶，亦庄居民早就习以为常
了。2020 年 9 月，北京市在亦庄率先规
划建设全国首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
区，经过 4年建设，已实现 600 平方公里
连片运行。

去亦庄采访那天，记者下载了一
款名为“小马智行”的自动驾驶打车软
件，进入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域后，打
开软件，设置终点，点击用车，操作流
程与一般打车软件无异。

四周没有标志性建筑，身后是一
片看不到头的果园，记者不由得担心，
在这个略显偏僻的地方，自动驾驶汽
车能否精准“赴约”。万一车找不到
人，人找不到车，记者就只能沙漠里找
水喝——干着急了！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不出 3 分钟，一辆挂着 “ZA”和“试”字
样车牌的白色轿车来到记者身边，平
稳停下时，距离记者不足 3 米。按提示
扫码后，记者坐上了这辆“聪明车”的
后排。

亦庄道路平直开阔，车流密度适
中，一路上，汽车从容自如地拐弯、掉
头、变道……遇到车辆插队也能平稳
减速。

终点是一座科技产业园，看到记

者自己打了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到来，
小马智行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贾斌民
有些意外：“知道今天有记者来采访，
没想到是自己乘坐自动驾驶汽车来
的，体验还不错吧？”贾斌民一边说着，
一边带记者来到一处测试场地：“今天
我们测试视线盲区内突蹿车辆或行
人，也就是俗称‘鬼探头’时，汽车的自
动紧急制动功能。从测试结果看，能
规避绝大多数撞车风险。”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这份工作，
贾斌民已经干了 4 年。他的主要职责
是在模拟或真实路况中，对自动紧急
制动、车辆并线、危险预警等功能进行
测试，并通过亲身体验和数据分析，向
研 发 部 门 反 馈 使 用 情 况 ，优 化 系 统
设计。

“自动驾驶测试是一项非常繁巨
的工作。需要在各种场景下对自动驾
驶的感知、计算、控制等模块反复测
试，以求得到‘最优解’。比如，马上就
要冬天了，在降雪、降雨、夜间等低能
见度环境下，如何保障车辆安全行驶，
就需要反复测试和优化，既满足‘安
全’这个前提，又实现‘高效’这个目
的。”贾斌民说，“每一项使用场景下的
功能设计，都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反
复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辆自
动 驾 驶 汽 车 都 是 经 验 丰 富 的‘ 老
司机’。”

贾斌民介绍，在示范区域内，小马
智行已实现“L4 级无人驾驶”。它比前
文提到的“L2 级”更高，是一种“高度自
动驾驶”模式。这种模式下，车辆在特
定路况下可以安全处理紧急情况，解
放驾驶员的操作。在北京南站、大兴
机 场 等 地 ，无 人 驾 驶 汽 车 已 经 在 试
运营。

据了解，小马智行所运营的“L4 级
无人驾驶”目前主要在北上广深等城
市划定的限定区域内试运行。这些区
域道路平顺，路况良好，自动驾驶汽车
能够充分保障其安全性。但在闹市、
山村等更加复杂的行驶条件下，如何

保持安全性，还有待限定区域进一步
扩大后，不断通过测试和优化来实现。

““自动驾驶推广自动驾驶推广””稳扎稳打稳扎稳打
———既要爆棚的—既要爆棚的““科技感科技感”，”，

也要踏实的也要踏实的““安全感安全感””

近年来，中国自动驾驶领域亮点
频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
至 2024 年 7 月，全国共建设 17 个国家
级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7 个车联网先
导区、16 个智慧城市与智能网联汽车
协同发展试点城市。另据公安部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底，公安机
关已累计发放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号牌
1.6 万张，开放公共测试道路 3.2 万公
里，有力支撑自动驾驶技术验证和迭
代更新。

目前，多地正在加紧建设自动驾
驶示范区，开放自动驾驶的测试道路
越来越多。“新技术落地应用，需要政
策护航。”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王
宁表示，未来将通过不断完善标准、增
加政策供给，将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
范区面积增至 2000 平方公里，推动自
动驾驶技术规模化应用。

更大规模的推广，需要更有保障
的安全。依靠 5G、北斗等自主技术，许
多自动驾驶车辆得以实现厘米级精准
定位。除了技术提升，有关部门还陆
续启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相关强制性
国家标准制定工作，并在研制过程中
与相关国际法规进行充分协调。不久
前，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汽
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汽车软件
升级通用技术要求》《智能网联汽车自
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3 项强制性国家
标准正式发布，将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
开始实施。这次发布的 3 项标准是我
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创新成果与经
验总结，也是我国智能网联汽车领域
的首批强制性国家标准。

“自动驾驶技术的级别越高，意味
着对安全风险的控制要求就越高。‘聪
明车’必须是‘安全车’，这是我们研发
一切自动驾驶技术的前提。”小马智行
副总裁、自动驾驶出行业务负责人张
宁表示，在保障自动驾驶安全性方面，
目前的主要做法是限定准入场景和提
高安全技术水平。目前，全国各地的
高级别自动驾驶准入场景在有序扩
大，这要求企业必须设计出一套足以
应对各种情景的安全设计和应急机
制。“比如，我们为无人自动驾驶汽车
设置了多层应急管理机制，一旦发现
安全风险，就会自动靠边停车。同时，
即使自动驾驶汽车与中控网络失去联
系，也能自主进行路况判断，作出安全
决策。”

“自动驾驶是一个‘科技感’爆棚
的领域，但仅有新潮的技术还不够，最
终还是要看安全性、可靠性、高效性及
用户体验，忽视这些基础条件，是注定
不可持续的。”张宁认为，高级别自动
驾驶汽车的普及必须建立在成熟的技
术水平和足够广泛的应用场景之上，
只有让用户有足够的“安全感”，高级
别自动驾驶汽车才有大规模普及的基
础，从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现状看，这种
基础正在不断夯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