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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唤宇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迅速发展，自动驾驶作为
新兴应用场景之一，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关注。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长沙、沧州等城市纷
纷入局，从政策上大力支持自
动驾驶产业的发展。

北京、上海等地率先扶持
自动驾驶落地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政府
大力打造自动驾驶产业的城
市名片，其中北京、上海均处
于自动驾驶发展前列，出台的
政策最为完善。

2016年1月，工信部、北京
市、河北省在京签订了“基于宽
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与智
慧交通应用示范”合作框架协
议，标志着北京发展自动驾驶
的开端。

随后，北京市又于2017年
发布了《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
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2018年发布了《北京市
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路段道路要
求（试行）》，在政策上规范和扶
持自动驾驶发展。

今年4月14日，北京市印发
了《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
行区总体实施方案》，打造国内首
个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
三分之一的自动驾驶企业落户
北京，北京以其丰富的资源以
及软硬件设施吸引了数量最多
的自动驾驶创业企业。

上海市也不甘落后；2015
年，首个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
试点示范区”落户上海市嘉定
区；2016年6月，“国家智能网
联汽车（上海）试点示范区”封
闭测试区开园；2017年，上海

市推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
新工程实施方案》；2018年，上
海市率先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
开放测试道路，并向车企发放
了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
测试牌照。

近日，上海市经信委发布
《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
示范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下称“征求意见稿”)，要求对智
能汽车测试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进行保护，并首次对申请无人
驾驶测试和示范的材料进行明
确，推动全无人驾驶汽车在上
海公开道路上的测试。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新能
源汽车分会秘书长章弘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征求
意见稿”不仅指出对测试过程
中获取的数据进行保护，还首
次明确了申请自动驾驶的材
料，而且将在上海市一般道路
上进行公开测试，可见上海市
针对自动驾驶的态度是科学、
严谨的。

多城竞相入局智慧交通

在北京、上海作为先导为
其他城市作出示范的同时，广
州、苏州、长沙、沧州等城市依
托自身区位优势以及在相关汽
车行业的基础，纷纷入局自动
驾驶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发
展潜力。

7月14日，广州市启动自
动驾驶汽车混行试点，迈出自
动驾驶规模化应用关键一步。
同日，国内首条L4级别自动驾
驶重卡干线物流示范运营线路
在广州启动。广州市在自动驾
驶领域实现“八项”全国第一
后，又再次成为第一个落地L4
级别自动驾驶重卡干线物流示
范运营线路的城市。

与此同时，继全国首台L4
级自动驾驶公交车在重庆投入
运营后，我国北方首条L4级自
动驾驶公交车体验线路近日在
河北省沧州市开通。

此外，由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甘肃有限公司
实施的全省首个

“5G+智慧路灯”
项目也在日前于
兰州市和政路落
地，这标志着甘
肃省 5G 建设再
上新台阶。甘肃
省公交建设集团
总经理杨重存表
示，这条智慧公
路在甘肃省首次
部署了车路协同
开 放 式 测 试 路
段，可供自动驾
驶 汽 车 上 路 测
试，将成为真正
意义上能满足自
动驾驶汽车行驶
的智慧公路。

“目前各大
城市发展自动驾

驶的举措大体分为三种，有些
优先发展公交车，有些优先发
展乘用车，有些优先准备好自
动驾驶专用道路。”章弘表示，
这些举措将为城市建设带来许
多益处，一是汽车产业智能化，
二是交通道路智能化，三是互
联网赋能多样化。

中国电子商会人工智能委
员会秘书长张朝阳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些城市的举措
体现了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方面的创新能力。各地依据
自身发展需要，依托资源优势
和地方特色等要素出台相关政
策，助力自动驾驶发展，为人工
智能的技术应用创造了丰沃的
土壤。

专家：安全稳定方能助力
智慧城市建设

自动驾驶何时才能真正落
地，走入城市的大街小巷？对

此，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
示，尚需数年时间才能真正将
自动驾驶技术融入日常生活。

近日，在2021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上，多个自动驾驶企业
都亮出了新产品，“自动驾驶进
入下半场”也成为了很多企业
的口号。驭势科技CEO吴甘
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
动驾驶只是进入了下一阶段，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自动驾
驶落地后，城市里用以约束司
机行为的标志、标线、标牌消失
了，自动驾驶车辆在城市大脑
的调度下井然有序、高效运行，
大量的道路和停车空间释放出
来，成为绿意盎然的市民活动
空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大量
使用，废气的排放无限趋近于
零，“APEC蓝”将变成常态。

章弘认为，自动驾驶真正
落地需要以下几个要素：第一，
自动驾驶软件和相关硬件的成
熟，包括汽车与自动驾驶软件的
磨合，道路信号、交通现况、急救
联络与自动驾驶汽车的磨合，驾
乘人员与自动驾驶软件的磨合
等方面；第二，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的完善；第三，市场需求越大，
所需落地时间就会越短。

张朝阳表示，从人机共存
到完全无人驾驶必将有相当一
段时间的过渡期，如何设计制
定相关的规则来规范自动驾驶
车辆与一般车辆从各自独立到
相互融合？这是必须直面的挑
战。“要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最
重要的位置。各地依据实际情
况安排的试点项目和试行规
范，都应该高度重视对城市居
民以及日常运作的影响；同时
给予相关企业足够的支持，快
速迈过试行期与调试期，尽快
完善可靠性与稳定性的考验，
最终才能为构建智慧城市添砖
加瓦。”他说。

“自动驾驶将是一个巨大的
市场和机遇，它涉及到汽车产
业、交通道路产业和互联网产
业，是虚拟与现实、线上与线下、
软件和机械完美结合的创新产
业。”章弘表示，这种产业的出
现，最容易引发一窝蜂的投资热
潮，最容易形成新的产业泡沫，
这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的。

多城加速布局自动驾驶多城加速布局自动驾驶
全面落地面临哪些挑战全面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通讯员 曹 斌

自2020年7月创建以来，
江苏省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
（以下简称港务区）把“港产城”
一体化理念和“设区育港、以港
聚产、以产兴城”作为根本发展
模式，在加快推进淮海国际陆
港建设、全面推动港务区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过程中推出
一系列举措、推进一系列工作，
成功实现立足“陆”的优势，完
善“港”的功能。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开局之
年，是港务区大开发、大建设、
大发展的起步之年。故此，港
务区集中力量、抓好重点，大力

实施“五大工程”攻坚战。
据港务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蔡前锋介绍，此前，为
加快完善国际陆港功能，港务
区制定的《徐州淮海国际陆港
建设发展规划（2021-2025）》
已通过省级专家评审会和省发
改委主任会，近期上报省政府
审议。

“我们基本完成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产业规划、交通规划
等，形成相对完备的规划体系；
同时，筹建淮海国际陆港研究
院，加强陆港整体建设和政策
研究。”蔡前锋说。

根据规划所示，港务区力
争今年年底前海关联检大楼
主体封顶，建成公铁水多式联
运枢纽中心（集装箱场站）一

期工程和海关监管点扩建工
程，完成二环北路西延绿化改
造项目，完成亿吨大港股权收
购并力争年底前二期工程开
工建设。

在金融方面，港务区将启
动建设陆港国际结算中心，加
快补齐金融服务短板，进一步
理顺徐州中欧班列管理体制
机制。

数据显示，港务区2021年
二季度中欧班列开行数环比增
长率约107.6%；上半年共开行
120列，累计完成贸易额1.8亿
美元，同比增长30.4%；首次开
行了徐州综保区产品直通西欧
专列，并首次完成单柜货值超
1000万元的突破；首列波兰回
程班列于7月3日抵达陆港铁

路货运中心，打通了一条新的
欧洲回程线路。

此外，港务区积极探索推
进陆路、水路开放和“多点”
进境水果、肉类等海关监管场
地“共享共用”机制；完成进境
原木、粮食等海关监管场地可
行性报告，按申报程序加快
推进。

港务区还加快临港产业招
引。今年上半年以来，港务区
持续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深
圳）、长三角（上海）投资推介
会、杭州湾专题招商恳谈会，分
别与21家企业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近期，我们与万科万纬物
流、深圳宝湾物流等企业洽谈
签约超10亿元项目。排定全

区3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约
724亿元，本年度总投资约87
亿元。”蔡前锋说，“开建的项目
中，已竣工的有3个。‘765’新
签约项目入库4个，完成2021
年全年任务的57%。”

港务区功能建设的逐步完
善，为徐州打造陆港新城培育
发展新动能奠定良好基础。在
此条件下，国家发改委将淮海
国际陆港核心区项目列入“需
中央加大建设用地保障力度的
国家重大项目”，2021年约将
1125亩用于骨干路网建设，加
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目前，商务中心片区开发
已启动实施，铁路物流中心、亿
吨大港等片区将压茬推进、全
面铺开。”蔡前锋说。

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开启“港产城”一体化发展新征程

近日，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汽车）在河北省沧州市设立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标

准验证及全域测试示范基地”。图为7月10日，工作人员在沧州市云图科技自动驾驶

标定与维护中心对L4级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调试。 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