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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汽车工业4.0时代已经有共识，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
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李克强在第六届国际智能网
联汽车技术年会上表示。

 李克强认为，国际上的发达国家通过国家战略协同和各方面的推进，已经形成了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先发优势。

 在李克强看来，面对国际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竞争，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产业化发展过程当
中，还存在着一系列挑战。

 五大挑战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国际上有相同之处，也有我们特殊的地方。”李克强表示，我国智能网联汽
车发展面临五大挑战。

 一是智能网联汽车的相关标准与法规需要健全。我国自动驾驶相关标准的制定权分属政府的不同部门，《公路法》
、《保险法》等并未包含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网络安全法》、《测绘法》等也存在与自动驾驶发展所不适用的规
定，这些方面都亟待完善和改革。

 二是技术亟待突破。智能网联汽车是高新技术的载体，对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来说，技术亟待突破。在技术
领域，自动驾驶相关产业链还不完善，自动驾驶相关的传感器、底盘，包括汽车的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核心技术还需积
累。另外，在系统集成方面的自主能力还有待加强。

 三是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商业化。自动驾驶不仅仅是汽车产品的问题，还涉及到人、车、网、路、云、图一体化。虽
然交通基础设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智能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还涉及到周期长、投资大的问题，以及增加投入后如
何进行商业化运行的挑战性问题。

 四是商业模式不清晰，产业生态不健全。未来自动驾驶运营包括产业链等方面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怎么
获取自动驾驶用的高精度动态地图，如何在自动驾驶的测试场地运用，以及自动驾驶技术方面涉及到商业模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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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社会对智能网联汽车的接受度仍需检验。包括道路伦理、社会安全问题等一系列问题需要面对。特别是在中国
，有一些方面还更需要有效的办法给予解决。

 八条建议

 第一，进一步形成发展战略共识，更加明确顶层设计。自动驾驶是高新技术的载体，在发展过程当中应该能够在各
行各业形成整体发展共识，包括关键技术等方面的共识，完善顶层架构。

 第二，未来中国的智能网联汽车，应该适应中国的本地属性、本地需求，可以称之为中国方案的智能网联汽车。

 中国方案的智能网联汽车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符合中国基础设施标准，包括道路基础设施标准、地图数据标准
、V2X通信标准、交通法规等；二是符合中国联网运营标准，符合中国要求的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联网运营监管、信
息安全等标准；三是符合中国新体系架构汽车产品标准，包括智能终端、通信系统、云平台、网关、驾驶辅助系统、
自动驾驶系统等标准。

 第三，构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体系。重视和掌握智能网联汽车核心技术，加强关键零部件技术研发，才能解决
核心技术短缺的问题。

 第四，构建适应中国方案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中国方案的智能网联汽车是技术变革产品，不仅产品构型新，开
发体系、产业链生态体系同样会发生变化，所以，针对这样一个未来新技术变革的产品，需要构建适应这种变革的中
国方案的产业链，加快产业链布局，打造产业链聚集区。

 第五，推进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智能网联通信环境。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取得了长足进步，下一步需要做智能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完善智能网联的通信环境，包括路面信息化的升级与智能设施建设的双同步，以及相关大数据的
管理、服务、运营平台。

 第六，加强监管，保障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和国家信息安全。加快制定汽车信息安全相关标准和规范，推动中国
汽车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加强对端-网-云各环节的信息安全监管，建设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的基础大数据运
维及监管中心；优先解决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用户数据安全、跨境数据安全，以及车联网应用数据安全问题。

 第七，统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应用和产业推广。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已经有多个智能网联汽
车测试示范基地，但是测试评价方法不尽相同，未来希望做到统筹推进，建立统一的测试评价标准体系，为测试评价
由封闭区域向开放道路过渡提供依据。

 第八，未来应将智能汽车移动出行与社会服务要素融合，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建立生态，为智能时代蓄积
战略资源，能够真正意义上构建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的深度融合，从而达到智能网联汽车实现共享和
谐、绿色环保、互联高效、智能安全的目标。（本文根据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速记整理，文中专家观点
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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