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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陈澄

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的

“下半场”。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

国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30.7%。此前，工信部、公安部、自然资

源部等五部门，确定了北京、上海、深圳

等20个城市（联合体）为智能网联汽车

“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近日，

记者在入选城市之一南京实地调研时发

现，聚焦“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强大的

云”融合协同发展，南京正在“车路云一

体化”应用领域先行先试。

“聪明的车”越来越多

起步、行驶、转弯、避让、停车……

一系列动作丝滑衔接，会让乘车人认为

驾驶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实际上，记者体验的却是文远小巴——

全球首款前装量产自动驾驶小巴（前装

量产车辆是指在汽车整车厂生产线上

进行装配，且实现批量生产的车辆）。

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这种有

着炫酷外型的“小巴”，正服务于日常通

勤和周末观光线路。车辆会保持30公

里的时速，并根据实时交通信息，自动

完成跟车、转弯、等候红绿灯、通过路口

等操作。坐在车里的安全员只需关注

突发情况，为行车安全保驾护航即可。

而乘客只需提前预约后，上车在刷卡机

处核验预约的二维码即可开启行程。

“文远小巴是全球首款获得德国红

点奖的智能汽车，也是全球首款大规模

商业化落地应用的自动驾驶小巴。”作

为文远知行在南京的研发和运营机构，

文远苏行已在南京江心洲开通 4条自

动驾驶小巴接驳线和观光线，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巴士车身配备了激光雷

达、毫米波雷达、感知摄像头等传感设

备，车内装载的智慧大屏不仅可以显示

当前行驶的车道以及各个车道的车辆

信息，实时车速、道路名称、安全提示等

信息也一应俱全。“文远小巴拥有 360
度无死角感知能力，通过大数据驱动人

工智能学习，能实现安全与舒适兼顾的

规划控制能力。”

无独有偶，来到南京未来科技城无

人驾驶试验路段，一辆“未来号”无人驾

驶电动巴士正缓缓停在记者面前，随着

车门自动打开，记者上车后发现，和文远

小巴类似，这辆巴士的车头和车身都有

着大面积玻璃窗，为乘客提供了开阔的

视野。而且，巴士进行了满足L4级自动

驾驶的无方向盘设计，行进、转向皆由人

工智能控制。同时，车内同样配备了一

位安全员，其手上的移动控制终端，能够

显示预设行驶路线和车路实时工况数

据。“当遇到紧急情况时，可通过车载控制

终端或紧急制动按钮实现避险操作。”

车辆安全员介绍，这辆“未来号”今年已安

全行驶2600多公里，时速一般是10公里

到25公里，每月运行时长约120个小时。

作为“未来号”的研发方，江苏智行

未来汽车研究院院长助理王众介绍，“未

来号”是江苏首辆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

巴士，早在2019年就完成首台交付，并

历经了三次重大迭代，目前车型应用了

集成度更高的设备和控制逻辑更灵便

的算法，具有更出色的表现。王众还透

露，“未来号”集成了复杂道路环境感

知、高精度定位导航、智能决策与协同

控制等诸多前沿技术，因此能实现自主

巡航，并在遇到障碍物时自动避障。

提前铺好“智慧的路”

一个个自动驾驶场景落地的背后，

是南京一直以来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根据最新一轮产业规划，南京

明确提出，力争到2026年，要实现全市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全

域开放，同时，要对重点路口进行智能

化改造，完成3700个路口智能化改造，

打造500个全息感知路口，保证交通信

号机联网率超97%，并将建设统一架构

的城市级云控平台，以及搭建 50个以

上示范应用场景。

“我们理解‘车路云一体化’，离不

开‘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强大的云’

融合协同发展。”南京市工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以云端平台的数据算力和城

市智能化交通基础设施为支撑，推动自

动驾驶技术落地和应用，实现汽车产业

向智能网联方向的转型升级，才能最终

为智慧城市建设增添新动能。

而在“车路云一体化”融合协同发

展过程中，记者发现，南京在“智慧的

路”上重点发力。以南京江心洲生态科

技岛为例，作为南京市新型公交都市先

导区，截至去年年底，江心洲已完成全

岛75个路口、49.5公里道路的智能网联

化改造，5G-V2X车联网也全部覆盖。

“南京生态科技岛面积约15平方公

里，是长江沿线各大城市中唯一位于主

城范围内江中洲岛。”南京生态科技岛

经开区招商中心主任朱延琴介绍，江心

洲的发展愿景是打造一个产业和居住

融为一体的“生态科技城、低碳智慧

岛”。而在成为南京市新型公交都市先

导区之后，江心洲不断提升道路的“智

慧”程度。实际上，不仅助力自动驾驶

产业发展，“智慧的路”对传统驾驶也非

常友好。在岛上驾车时，道路上的智慧

交通牌，会实时显示前往南京城区、南

京南站、禄口机场所需时间，方便每位

进出岛的车主把控驾车时间。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南京

全市已累计完成道路智能化改造110公

里，部署超过 1000个智能网联基础设

施，包括456个RSU（路侧单元）、67个激

光雷达设施和93个摄像头设施等。而

在大规模铺就“智慧的路”的过程中，记

者发现，采取差异化建设路线成为南京

作为试点城市的关键举措。“在具体推

进时，很多道路是以低成本方案进行智

能道路建设和改造，兼具经济可行性和

规模推广性。同时，为推进5G+等多种

通信模式的‘车城网’通信方案应用，南

京在试点区域部署96个5G基站，实现

16平方公里范围内的5G网络信号全覆

盖。”南京市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上市公司成为南京

打造“智慧道路”的重要力量。此前，浪

潮信息携手多伦科技打造的智慧路口

多场景方案，在南京江宁区智慧街区部

署成功，不仅能够灵活满足各类路口场

景，还通过优化改造，将路口高峰期车

辆排队长度降低 10.47%，车辆通行速

度提升 13.24%。目前，这套多场景方

案作为南京先行先试取得的成绩之一，

已在全国 20多个城市推广落地，为更

多城市居民提供智慧交通服务。

打造一朵“强大的云”

“聪明的车”驶上“智慧的路”，还需

“强大的云”这一最关键的环节。而在当

前，“车路云一体化”的难点和症结也大多

集中在这一环节。其中，数据共享是打造

“强大的云”时亟待突破的壁垒与难点。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车路云

一体化”首席技术专家杜孝平此前表示，

当前的“车路云一体化”大规模应用试点，

由于是产业大数据培育和企业数据运营

交织发展的初始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短

板和不足，如共享数据基础构成项不明

确、数据共享边界模糊、数据标准不一、

高质量高价值的数据供给不足等。

“作为试点城市，目前，南京车联网基

础数据底座平台初具雏形，不仅实现了秦

淮、建邺、溧水、江宁等重点区域与市级

中心云平台之间的数据互联，还开放了

38个涵盖数据、服务、消息等多种类型的

接口，为自动驾驶车辆的实时动静态数

据监管提供有力支撑。”南京工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南京的显著做法，是搭建了

市级中心云控平台，从而打破信息孤岛，

实现全市“车路云”信息的无缝对接。

南京市交通集团负责南京市级云

控平台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云

控平台是开放式端口，它支持各厂家网

联设备、各品牌车辆、各厂商平台等产

业链相关企业的数据交互与融通。“通

过平台，基础数据全市共享，并可衍生

出个性化应用场景，包括道路养护车、

快递物流车等。”

为了让数据“上云”更加顺畅，作为

试点城市，南京还积极尝试相关数据的

挂牌交易。今年 7月底，“南京市新型

公交都市先导区（江心洲）车路协同数

据”成功获得数据产品登记凭证，并在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

易，这也是南京市首单实时动态“车路

云一体化”数据资产入表案例。所谓的

“车路协同数据”，包括江心洲 75个路

口通过摄像机、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

等设备感知的道路数据，以及在江心洲

行驶的无人小巴和无人出租车的智能

驾驶实时运行数据。

“本次数据资产入表和数据产品上

架，是立足公交优先、车路协同、数据驱

动的方针，为新技术落地和新模式探索

提供条件和载体。”数据来源方未来都

市出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挂牌的车

路协同数据产品应用场景广泛，比如可

为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等算法开发提供

真实场景的模型训练数据，提升算法模

型的准确性。

南京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除

在南京市内建设一朵“强大的云”，面对

“车路云一体化”发展面临跨行业标准

协同不足、跨区域标准协同不足、数据

孤岛互通不足等问题，南京还发挥江苏

省会城市战略引导作用，牵头建设全省

车联网大数据平台，覆盖全省13个城市

30万个路侧设备设施。同时，南京已牵

头参与37项各类标准制定，依托各大总

部型创新平台，牵头构建长三角和江苏

省车联网标准体系。

“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强大的云”融合协同发展

南京“车路云一体化”应用渐入佳境
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随着近期各大雪场陆续“开板”，

多家平台冰雪游产品售卖开始起量，

这也折射出冰雪经济活力十足。

携程平台上，11月中旬以来，滑

雪跟团、自由行打包线路产品预订

量环比翻倍增长；去哪儿数据显示，

11月以来，平台上全国冰雪相关景

区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三成；

据美团数据，滑雪、滑冰等搜索热度

环比增长超一倍多，哈尔滨位居冬

季冰雪旅游热门目的地首位。

在飞猪平台上，冰雪旅游相关

产品预订也迎来大幅增长。飞猪度

假业务部副总经理周命波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今年旅游业的“冰雪季”

比往年来得更迟，但消费者对冰雪

旅游的热情不减，相关旅游商品的

预订规模已大幅超越去年同期。

2024年冬季文旅消费市场火热

开局，冰雪旅游热力十足。从携程

平台的滑雪酒店套餐产品来看，截

至目前，冬季华北各大雪场的滑雪

酒店预售订单量比去年显著增长，

数十家核心雪场的酒店预售量同比

增长224%。

此外，各大滑雪场近期生意火

爆。携程数据显示，近一个月国内

滑雪场门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20%。当前滑雪预售产品中吉林长

白山销量较高；伴随新品推出和雪

场升级，今年涌现出一批订单激增

的黑马雪场：如河北云顶、张家口

富龙的滑雪酒店套餐订单同比增

长超 10 倍；阿那亚崇礼雪场、长白

山北坡雪场及翠云山滑雪场订单

增长超 4倍。

一批主打滑雪体验的度假村同

样预订火热。飞猪数据显示，仅万

科松花湖度假区，今年滑雪季的旅

游商品上架以来，订单量同比增长

超80%；预约进度明显加快，尽管“开

板”仅过去一周，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在飞猪预售的雪季旅游套餐中已有

超四分之一预约了出行日期。

11月以来，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

区在美团平台上的搜索热度就增长

了超2倍多。北大湖滑雪度假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正式营业以来，平台上

门票酒店预售量均显著增长，“住+
滑”预售单量达到去年同期的 3倍。

南方是北大湖滑雪度假区重要的客

源地，游客占比在 60%以上，这其中

以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地区以及广

州、深圳等华南地区的用户最多。

从目的地看，去年冬天爆火的

哈尔滨，今年仍是冬季顶流。据美

团数据，从今年 12月到次年 1月的

文旅预订单量来看（截至 11 月 28
日），哈尔滨位居目的地城市首位。

携程数据显示，团队线路方面，

哈尔滨同样位列冰雪目的地第一，

近 一 周 跟 团 游 预 订 量 环 比 增 长

40%。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恰逢亚冬

会在哈尔滨举办，将有更多国际游

客体验哈尔滨冰雪成为共识。

与此同时，入冬以来，其他地区的

冰雪游热度也大幅升温。同程旅行数

据显示，11月下旬，长白山和阿勒泰各

大雪场“开板”，快速拉升当地旅游热

度。延边、乌鲁木齐、齐齐哈尔、阿坝

和吉林市成为冬季冰雪游黑马目的

地，截至目前，这些城市冬季旅游热度

同比增长均超过60%；携程平台上，11
月份，新疆乌鲁木齐、富蕴（阿勒泰地

区）的滑雪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倍

以上；11月份内蒙古包车游预订量同

比增长223%。

不少上市公司也十分看好冰雪产

业未来增长前景，并选择加码布局。

雪人股份 11 月 12 日接受机构

调研时表示，展望未来，冰雪运动

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内

冰雪运动的普及率仍存在较大提

升空间。

多地滑雪场生意火爆
冰雪游产品售卖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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