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驾驶是大方向，但很多

问题还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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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是汽车产业与人工智能、物联网、高性能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当前全球汽车与交通出行领域智能化和网联化发

展的主要方向，已成为各国争抢的战略制高点。 

今年以来，自动驾驶商业化在持续推进中。此前北京亦庄开始试点

Robotaxi 商业化，百度和小马智行也正式启动商业化试运营。公众对于自

动驾驶商业化的发展前景充满了期待，不过，商业化发展与规划和白皮书

不同，虽然现在能够肯定自动驾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汽车行业发展的大

方向，但路径选择和具体实现时间还并不明确。 

技术上出发，自动驾驶分为 L1-L5 几个级别，当前大部分汽车自动驾

驶级别处在 L2 的水平，即车辆对方向盘和加减速中的一项操作提供驾驶，

驾驶员负责其他动作，我们常听到的 ADAS 宣传就是 L2。近年来，不少车

企在宣传上说达到 L4，实际上限制条件比较多，很多是在内部测试道路上

能达到 L4，不能应对现实的复杂路况。 

2021 年普遍被认为是自动驾驶 L3 的元年，很多汽车开始配备 L3 级

别的自动驾驶相关设备，比如毫米波雷达甚至是激光雷达，L3 级别能够实

现大部分的自主操作，驾驶员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在必要时候接管车辆即可，

但即使是很多车配备了相关的自动驾驶设备，但在实际车辆行驶过程中，

多数驾驶员还是亲自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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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抢占自动驾驶先机，全球很多国家都在自动驾驶发展上给出了规

划，欧盟于 2017 年 5 月发布第 2 版自动驾驶技术路线图，提出分别在

2020/2023/2025 年实现 L3/L4/L5 自动驾驶；日本最新版《ITS 规划》 于

2020 年 6 月发布，提出私家车到 2020 年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 2025 年

实现 L4 级。202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2021-2023）》提出，2025 年高度驾驶自动汽车实现限定区域

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2035 年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 

笔者认为，相较来看，我国的规划相对合理，从当前的技术进步速度

出发，自动驾驶从试点到真正商业化的周期至少在 10 年以上，并且开始阶

段可能以区域化道路租赁运行为主。并且，自动驾驶相关的硬件和软件还

需要加强。硬件方面，当前人工智能，比如自动驾驶还处在弱智能阶段，

一方面成本很高，比如需要固态激光器，另一方面还无法摆脱工程师的监

管；软件方面，无人监管的车辆运行，很可能遭遇类似于共享单车管理这

样的城市难题。自动驾驶车辆如何投放，如何规范事故责任，很多问题还

没有答案。 

就自动驾驶的发展路径来说，笔者认为，出租车自动驾驶是比较合理

的推进方式，靠为私家车整车提供的自动驾驶来推进自动驾驶发展并不现

实。原因在于，整车的使用场景是开放的，当前自动驾驶很难在短时间达

到 L5，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憧憬 10 年时间达到 L4，需要注意的是，即使

是 L4 级别，其自动驾驶环境也是受到限制的。当用户要长途用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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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复杂的路况需要及时调整自动驾驶车辆的环境参数，实现起来比封

闭城市内运营自动驾驶出租车难度要大很多。 

确定路径是否就意味着发展一帆风顺吗？实际上并不一定，自动驾驶

涉及多项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其最终落地要靠整个产业链的共同努力，而

这些都是前沿科技，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自动驾

驶公司往往选择上市融资，这是由于近几年风投发展迅猛，自动驾驶作为

比较确定的风口一定是风投争相争抢的对象，但这一波上市潮可能遭遇全

球宏观经济周期以及技术研发瓶颈的影响，资本是否有耐心等到自动驾驶

商业化盈利的时刻还不好说。 

不过，自动驾驶常态化盈利的挑战已经明晰，其一、自动驾驶的软环

境，交通规则需要进行相应修改。其二、成立专门机构来认定自动驾驶的

成熟度。其三、在城市中配合规划布局自动驾驶车辆，加强相关基础设施

投放。其四、自动驾驶车辆成本比较高，探索低成本生产。从这些方面提

前布局，政企合力一定能推动市场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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