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发布关于公布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按照《工
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智能网
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3〕268号）安排，
在自愿申报、组织评估基础上，确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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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南京、苏州和无锡成功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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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路云一体化”
应用试点城市公布
南京苏州无锡入选

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南
京将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作为培
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近
年来陆续获批“双智”试点城
市、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互联网示范城市等一批与智能
网联汽车密切相关的国家级试
点，还集聚了一批智能网联汽
车全产业链优质企业，持续部
署智能化基础设施，规模化示
范成效显著。

注重集群发展，形成了全
产业链优质生态。目前，南京
全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上下游企业 500 余家，已形成
龙头企业带动的“8+7+3”产业
格局，即中汽创智、一汽研究院
等8大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平台，
南汽、南京长安等 7 大整车企
业，T3出行、运满满、鱼快创领
3大总部级运营平台，全面支撑
南京智能网联汽车从研发、生
产到应用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同时，南京市注重布局基
础设施，具备互联互通良好条
件。全市信号灯联网率已达
90%，已建成5G基站3.8万个，
每万人拥有 5G基站数位列全
省第一；已初步建设全市统一
的城市级车联网互联互通平
台，部分区域云控基础平台已
建立，可实现与城市信息模型
基础平台（CIM平台）等的数据
互通，同时具备智能网联汽车
安全监测能力。南京还发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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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南京打造多维场景，
规模应用服务初见成效。全市
共拥有4家导航电子地图制作
测绘资质单位，北斗高精度定位
系统在高精度激光扫描车、无人
清扫车等场景获得广泛应用；城
市公交、出租联网率逐步提升；
江宁、建邺、秦淮、溧水等区已开
展“精准公交示范”“自动驾驶接
驳”等特色项目；市交通集团建
设运营经验丰富，自动驾驶接驳
累计服务4万人，公交、停车场
等领域数据应用探索省内领
先。强化标准协同，健全跨域身
份互认体系。南京市牵头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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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展省内标准互认。已建成智能
网联汽车网络靶场平台、在环
仿真试验等各类测试平台，并
高标准完成工信部车联网身份
认证和安全信任试点工作。

今后，南京将以获批此次
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
应用试点为契机，积极推动全
域开放，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打
造统一架构的城市级云控平
台，搭建示范应用场景，促进产
业链上下游在宁集聚，打造全
国领先的“车路云一体化”技术
创新、终端推广和规模运营三
大标杆。

“车路云一体化”
南京有什么优势？

1

2 这次试点要达到什么效果？
一是建成低时延高可靠的网

联云控基础设施。以覆盖试点城
市全域为目标，持续提升智能化
路侧基础设施与云控基础平台覆
盖率；通过规模部署标准化的网
联云控基础设施，满足智能网联
汽车跨区域服务的一致性和连续
性需求，全面带动提升车载网联
终端装配率与使用效果，为全国
规模化应用推广奠定基础。

二是促进多场景自动驾驶规
模化应用。结合智慧城市、智能
交通、产业发展等需求，因地制

宜开展智慧公交、智慧乘用车、
自动泊车、城市物流、自动配送
等多场景的规模化应用试点，不
断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移动出
行需求与不同商用场景的车辆
作业需求，全面提升城市交通安
全水平和出行效率。

三是探索形成“车路云一体
化”投建运新型商业模式。明确
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
试点商业化运营主体，鼓励探索
国资平台、车企、运营商、科技公
司等多主体投资共建、联合运营

的发展模式，探索形成互融共
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新型
商业模式。

四是形成统一的标准与测试
评价体系。通过共同开展标准
研究工作，构建统一共用的智能
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以及
智能交通、车辆智能管理、基础
地图等标准体系，建立完善“车
路云一体化”测试评价体系，全
面支撑智能网联汽车的模拟仿
真、封闭场地、实际道路等测试
验证能力建设。

目前，全国共建设17个国家
级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7个车联
网先导区、16个“双智”试点城市，
开放测试道路32000多公里，发
放测试牌照超过7700张，测试里
程超过1.2亿公里，各地智能化路
侧单元（RSU）部署超过8700套，
多地开展云控基础平台建设。但
是，各地“车路云一体化”建设尚
未能搭建形成完备的系统架构。

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

化”应用试点将充分发挥前期测
试区、车联网先导区、“双智”试
点等试点工作的建设基础，推动
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
技术落地与规模应用。一是进
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通过统一的
架构设计，推动城市级建设、城
市群“连片”基础设施建设，打破

“碎片化、烟囱式”的“单点”部
署，实现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
应用实践。二是强调车、路、云、

网、图、安全等各环节统筹协调
发展，突出“网联赋能”加持作
用，从场景上覆盖协同预警、协
同驾驶辅助、协同自动驾驶等不
同等级的网联化功能应用。三
是进一步明确组织机制，建立地
方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应
用试点协同工作机制，明确“车
路云一体化”试点的建设运营主
体，探索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
运营等商业模式。

如何与前期支持的试点项目做好延续？3

车路云又称车路协同、车联
网等，是指通过车辆及其他交通
参与者、路侧基础设施、云控平
台、相关支撑平台、通信网等组成
的一个复杂大系统。这个系统能
够实现车辆与车辆、车辆与路侧、
车辆与云端的信息交互和协同，
从而提高整个交通系统的感知、
决策和执行能力。

事实上，从单车智能到“车
路云一体化”，汽车智能化不仅
仅是简单的迭代，还有彼此的交
互与助力。

“单车智能和‘车路云一体
化’不是两条独立的技术路线，二
者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单车智
能是‘车路云一体化’的基础，‘车
路云一体化’能够为车辆提供赋
能。”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李骏认为，一方面，单车智能
通过发挥“车路云一体化”所具备
的双数据感知、复杂场景的协同
决策、群体智能等优势，将未知场
景转化为已知场景，降低不安全
场景的安全风险，进一步提升自
动驾驶汽车驾驶性能和自动驾驶

安全性；另一方面，“车路云一体
化”系统提供数据规模和数据类
型，通过获取路侧场景数据，对车
端数据形成有力的补充，促进数
据开发与运营，开发出更高质量
的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模型。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李克强认为，单车智能感知
能力受到约束，希望有更广阔的
视角能获得更好感知，扩展感知
能力，“车路云一体化”可以在此
基础上优化，避免单车智能的立
体特征造成交通事故和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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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