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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无人驾驶开始有了“人情味”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通过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

，

让长途驾驶的

司机从疲惫中解放

；

让人为发生的交通事故得

以减少

；

让

“

最后一公里

”

的外卖

、

快递配送成本

可以降低

；

让矿山

、

港口等各种作业环节的效率

进一步提升

……

这些既是人们对于无人驾驶应

用的美好期冀

，

也是整个行业为之努力的方向

。

然而

，

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

，

也衍

生了不少争议

。

有人认为

，

在智能技术尚未充分

成熟的情况下

，

无人驾驶车辆的规模化推广

，

会

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

也有人认为

，

无人驾驶技术

的迭代会对人工进行大规模的替代

，

甚至会让

“

司机

”

等职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

无人驾驶的发展究竟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

什么影响

？

时至今日

，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始终在

持续

。

近期

，

广州暴发新冠肺炎疫情

，

牵动了全国

人民的心

。

当一辆辆无人驾驶小巴载着食物

、

饮

水

、

药品等物资穿梭在疫情的

“

暴风眼

”

时

，

上述问

题的答案似乎已呼之欲出

。

在此之前

，

很多人对于无人驾驶的理解

，

往往

停留于技术层面

，

却忽视这些技术背后隐藏的

“

人

情味

”。

实际上

，

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的核心本质

，

不

仅仅是为了效率至上

，

更多还是为了服务于人本

身

。

而无人驾驶车辆在抗疫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

则让

“

科技向上

、

科技为人

”

的理念开始变得不再

是一句空话

。

诚然

，

在无人驾驶发展的过程中

，

我们势必要

对与之相关的安全问题

、

法律问题

、

甚至是伦理问

题抱以高度的重视

，

但在重视的同时

，

我们也更应

该看到新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实质改变以及隐

藏价值

。

例如

，

近期

，

滴滴在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了上市

招股书时便着重强调了其对自动驾驶业务的思

考

。

在滴滴看来

，

公司将自动驾驶业务作为其未来

发展的最核心业务

，

并不意味着司机会被取代

，

相

反这恰恰是为了帮助驾驶员来满足未来需求的增

长

。

同时

，

自动驾驶的演进

，

也会带来新的产业链

以及新的机会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无人驾驶技术并非是冷冰

冰的

，

其背后也透露着人性的温暖

，

反映着研发者

和产品设计者的用心

。

如果无人驾驶技术的演进

能始终遵循着

“

以人为本

”

的本质

，

相信在不久的

未来

，

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主动了解它

、

接纳它

，

而

这也将进一步促进其真正走向商业化的落地

。

多场景加速落地 无人驾驶车驶入快车道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在广州荔湾区的新冠肺炎疫情封闭管理区

域，一辆辆无人驾驶车正载着食品、饮用水、生

活物品、药品等物资缓缓驶入“抗疫”前线。

据了解，近期，百度、京东、美团、小马智行、

文远知行等， 均派出了无人驾驶车辆深入广州

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眼”，这其中既包含了“大

块头”的无人驾驶卡车，也囊括了无人驾驶乘用

车、中巴、小巴和外卖配送车等。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经济师陈键华表

示，这是国内、也是全球首次将自动驾驶技术应

用到防疫应急工作的案例。

业内人士认为，无人驾驶车辆在疫情期间所

发挥的作用， 不仅为防疫注入了智能的力量，也

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无人驾驶的场景化落地。

实际上，近期，包括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

卡车、无人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等在内的各类

自动驾驶车辆均进入了密集推广期， 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苏州、长沙等地均在加速自动驾

驶车辆的示范与应用。

中金公司预测，

2020

年

~2025

年将成为我

国向高阶自动驾驶跨越的关键时期，到

2030

年

前后， 有望实现城郊及城市道路的高度自动驾

驶，

2035

年后有望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Robotaxi 初尝付费运营

在北京市亦庄地区的街头， 时常有顶着摄

像头、激光雷达、传感器等各种配置的车辆穿梭

其中。 从外观上来看，除了车顶凸起的装置外，

它们与寻常的车辆并无区别，但实际上，这些却

是真正的

Robotaxi

。

2020

年，百度率先在北京市海淀区、亦庄

地区展开了

Robotaxi

的试运营。今年

5

月，小马

智行的无人驾驶车辆也实现了在京上路。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实探了小马智行和百度

的

Robotaxi

在京运行情况。目前这两家公司的无

人驾驶出租车均处于试运营阶段，运行时间为非

法定节假日的周一至周日。 略有不同的是，百度

的

Robotaxi

可以直接在百度地图

APP

中呼叫，

而小马智行则需要乘客提前填写调查问卷申请

邀请码，待获取邀请码后才能在系统中约车。

值得关注的是，包括小马智行、百度、滴滴

等公司的

Robotaxi

产品， 目前在实际运行中仅

能提供定点约车服务， 即乘客需抵达系统指定

的地点乘车， 最终的目的地也只能在系统中选

择固定选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目前在运营的

无人驾驶出租车更像是在特定道路范围内的区

间“摆渡车”。

证券时报记者经统计后发现， 以北京地区

为例，小马智行所覆盖的停车点约

100

个，而百

度则覆盖了约

50

个停车点。

6

月

15

日下午，证券时报记者通过小马智

行

APP

呼叫了一辆雷克萨斯

Robotaxi

， 全程约

7.7km

，在成功约车后，记者抵达了指定上车点，

等待了约

13

分钟顺利乘坐上该车。

据随车的安全员介绍， 记者呼叫车辆的时

段正处于午休时段，在运营的车辆较少，导致等

待时间略长。他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小马智

行总计投放了

30

辆

Robotaxi

在北京市亦庄区

域进行测试，乘客可免费体验。

据他介绍，平均每辆车每日总计接单量约

10

单，大多数乘客对自动驾驶的出租车还是非常好

奇，也会频繁向安全员提出各种问题，不过为了

保障行车安全，他会主动减少与乘客的对话。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随车的安全员虽然坐

在主驾驶位置，但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并不会手

扶方向盘或对车辆进行主动接管和操作。 在行驶

过程中，该自动驾驶车辆可自行进行跟车、提速、

并线、转弯、避障等，安全员和乘客均可通过车辆

配置的屏幕观察到车辆的行驶轨迹及周围的障

碍物。 据介绍，该车辆的最高时速可达到

70km

。

上述安全员告诉证券时报记者，通常全天下

来，需要他主动接管的时候很少。 在顺利体验过

小马智行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后，记者还通过百度

地图

APP

呼叫了一辆百度的

Robotaxi

，这次仅需

等待

1

分钟，记者便成功坐上了车辆，全程体验

基本与小马智行的自动驾驶车辆并无差异。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

5

月，百度在北京的首钢

园区内开启了

Robotaxi

的付费运营试水，并将随

车配备的安全员从主驾驶位置移动到了副驾驶，

实现了进一步的“无人驾驶”。 据成功体验过该运

营服务的乘客介绍，百度的

Robotaxi

收费较贵，远

高于大多数网约车平台的专车服务收费标准。

据接近百度自动驾驶团队的内部人士透

露， 百度对

Robotaxi

的付费运营仅处于试水阶

段，具体的收费标准还在考量中。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从免费运营到试水收

费模式，百度的

Robotaxi

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监事长马建认为， 自动驾驶出

租车作为智能网联技术在共享出行场景下的重

要落地应用之一， 具有最先实现商业化推广和

落地的潜力， 并将成为自动驾驶最有可能实现

破冰推广的突破口。

无人配送加速落地

“目前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最为明确的三

个方向分别是：

Robotaxi

、 长途货运卡车和无人

配送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经济研究所

总工程师何霞判断， 这三大领域拥有最适合自

动驾驶落地的场景。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今年以来， 除了

Robotaxi

外， 无人配送车与无人驾驶卡车也逐

步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尤其是无人配送车，在

广州的抗疫过程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

“战疫”的新武器。

据广汽集团内部人士透露，

6

月初，广汽集

团与小马智行、 如祺出行联合打造的无人驾驶

车辆就已深入广州抗疫一线， 通过自动驾驶的

方式进入荔湾区， 为封控区域市民运送生活物

资等。 与此同时，百度

Apollo

也调配了无人配

送车支持广州荔湾区隔离区的物资配送。

新石器无人车品牌部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

者，在科技抗疫一线，无人配送车天然具有“零

接触、多功能、全天候”的优势，可充分减少人群

接触，完成户外关键的物资配送。

“无人配送车在疫情中的价值凸显，反映了

其具备很强的落地潜力。”另一位业内人士向记

者表示，未来，无人车要实现规模化场景落地，

还需要依托 “公开路权

-

技术体系

-

量产能力”

为核心的自动驾驶商业闭环。

据相关研究表明，城市配送“最后

1

公里”，

是物流配送业成本最高的地方，而这也是无人驾

驶最具价值的落地场景之一。 目前，京东、美团等

公司早已围绕着快递、商超和外卖等场景展开无

人车送货服务，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日前， 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为京

东、美团、新石器

3

家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颁发

了无人配送车车身编码， 首次给予无人配送车

相应路权， 这意味着无人配送产业发展迎来了

重大“破冰”。

辰韬资本判断，目前，我国无人配送商业模

型已初步形成，技术已能够支撑部分场景需求，

整个行业进入可批量商业应用前夜。据其预测，

2021

年我国末端配送市场规模将超

3000

亿

元，未来

3

年，无人配送整车成本会逐步下降至

10

万元以内，无人配送赛道将率先迎来爆发。

除了无人配送车的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

外， 运行于高速公路区间的无人驾驶卡车也在

近期迎来发展提速期。今年

4

月，无人驾驶卡车

制造商图森未来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

市，成为无人驾驶卡车领域第一股。

今年

6

月，阿里巴巴正式宣布要进军无人驾

驶物流卡车领域，旗下达摩院与菜鸟团队，已联

合启动了公开道路无人物流卡车的定义与研究。

中金公司指出， 无人驾驶在高速公路货物

运输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可行的，无人驾驶卡车

市场空间较大，可有效降低司机的人力成本，提

升货运周转率。

资本热捧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技术在各个应用场景的落地，与

政府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助力有着密切关系。”

业内人士判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无人驾驶行

业的融资热情高涨，点燃了下游的需求，使得越

来越多的自动驾驶公司敢于投入资金。

据不完全统计，

2020

年全球自动驾驶行业

共发生融资事件

39

起，融资规模

431.62

亿元，

较

2019

年增长

30.19%

。

时间步入

2021

年，自动驾驶行业融资变得

更加活跃，仅

1

月，行业内就已经公布了约

144

亿元融资。 今年

6

月，

4

家自动驾驶公司获得累

计超

33

亿元融资。

公开资料显示，

6

月

3

日，高级驾驶辅助系

统（

ADAS

）技术及产品供应商纵目科技宣布完

成累计金额

1.9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1

亿元）

D

轮融资；

6

月

8

日，

3D

激光雷达制造商禾赛

科技宣布完成超

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9.2

亿

元）

D

轮融资；同日，嵌入式人工智能自动驾驶

公司魔视智能宣布获得

1.5

亿元

B

轮融资；

6

月

15

日，聚焦于无人驾驶矿山车的路凯智行宣

布获得近千万元天使轮融资。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 在纵目科技与禾赛科

技近期的融资投资方中， 均出现了刚刚宣布造

车的小米的身影。有业内人士判断，小米加速在

自动驾驶领域的投资， 侧面透露出其对无人驾

驶赛道的重视。

实际上，除了上述公司，文远知行、易咖智

车、环宇智行、飞步科技、宏景智驾、智行者等自

动驾驶产业链上的多家公司， 也在今年完成了

新一轮融资，整个板块成为了资本热捧的宠儿。

申港证券认为， 自动驾驶行业融资额的增

长， 一方面是因为流动性的充裕向一级市场扩

散； 更重要的是随着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和应用

落地，行业逐渐获得资本认可，产业链相关的企

业也受到了互联网巨头和汽车龙头的重视。

记者注意到， 近期多家整车企业及行业跨界

者均将无人驾驶的落地提上了日程，其中，广汽埃

安于今年

5

月宣布与滴滴旗下的自动驾驶公司达

成战略合作， 双方将共同研发一款真正前装量产

的全无人驾驶车， 其中

L4

级的自动驾驶车型将

于

2022

年正式推出；日前，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

案

BU

总裁王军也公开表示， 公司自动驾驶团队

的目标是在

2025

年在乘用车领域实现真正的无

人驾驶。

一位接近百度自动驾驶团队的知情人士表

示，在资本的助推下，未来

3~5

年内，汽车行业智

能化竞争将聚焦于无人化竞争， 无人驾驶的商用

化落地，将成为各个企业竞争的新焦点。

政策支持扫清障碍

有业内人士判断， 无人驾驶技术的商业化

应用，是典型的双边平台经济模型，如果没有足

够的无人驾驶车辆行程规模效应， 是无法吸引

到用户的；反之，在用户不足、布局成本非常高

昂的情况下， 无人驾驶技术的商业化落地将面

临诸多瓶颈。

“无人驾驶的发展，不能仅停留在一辆车、十

辆车、百辆车上，也不应该仅局限于固定的区域、

城市，应该在适应更多、更广的范围”，自动驾驶公

司

Momenta

的政企事务高级总监马琛认为，无人

驾驶技术的发展， 首先要靠

L4

级自动驾驶的规

模化应用，而这些均离不开资本和政策的助力。

近年来， 我国密集出台了诸多支持自动驾驶

发展的政策，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武

汉、长沙等多地设置了自动驾驶示范区，在推动自

动驾驶路测的同时，也加速了其商业化落地。

例如，

2018

年，由公安部、交通部、工信部三部委

联合颁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真正

实现了智能网联汽车从封闭测试到开放道路测试的

跨越；

2020

年，国家发改委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了《智

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明确了到

2025

年，有条件自

动驾驶的智能汽车要达到规模化生产， 要实现高度

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下市场化应用；随

后，同年年底，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促进道路交

通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为

自动驾驶的发展扫清障碍。

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组智能网联资深研究员

何鹏透露，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有

27

座城市发

布了支持自动驾驶测试相关的政策， 其中多个城

市也设立了封闭的测试场地。 在他看来，这些支持

政策与示范区域的设立， 对于自动驾驶乃至无人

驾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今年

5

月，深圳市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

联汽车管理条例（草案）》，进一步放宽了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相关条件， 规定智能网联汽

车可以上特区的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开展道路测

试和示范应用； 高度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驶的智

能网联汽车开展道路测试或示范应用， 经市相关主

管部门审核批准，可以不配备驾驶人。

该政策的发布， 让无人驾驶汽车的上路迎来

破冰式进展。 深圳市未来智能网联交通系统产业

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毕欣表示， 通过实际的测试运

营，整个行业也发现了两重矛盾：其一是技术开发

与产品准入的矛盾； 其二是技术成熟度与商业化

运营的矛盾。

在毕欣看来， 如果无人驾驶车辆未经过大规

模示范应用， 相关技术没有进行规模性的测试和

评价，其商业化落地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此，他

建议要针对无人驾驶的落地场景进行进一步分类

和定义，同时无人驾驶产品的研发、测试、评价等

环节，也需要各个测试区实现互认。

新能源汽车独立评论员曹光平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客观上来讲，目前汽车智能化还无法支撑无

人驾驶车辆大规模普及，但特殊区域、特殊场景里

必须要让无人驾驶车先“行”起来，只有通过不断

的场景化推广， 才能更好地加速车辆的自主学习

和进一步推广。

曹光平表示， 未来从

L1-L5

级的自动驾驶车

辆均会找到适合的应用场景， 会有越来越多的参

与者进入到这一行业，抢占无人驾驶的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