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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城市街头，一辆“全
副武装”的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吸引
了人们好奇打量的目光，“头戴”激光雷达，驾
驶座空无一人，能够自主完成变道、提速、转
弯等驾驶动作。 而在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
城的道路上， 一辆自动驾驶接驳示范线巴士
正在路上行驶， 它通过在沿线全路段部署高
清相机、雷达等智能感知设备，实现路网全息
感知，到站停靠时，乘客们纷纷上车体验……

不知不觉中，自动驾驶已走进我们的生
活，被越来越多人认可、接受，并成为新兴的
出行方式。

据报道， 近期有多地发布自动驾驶测试
区域扩大的消息。 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
范区 3.0 阶段解锁了“五站两场”中的北京南
站， 明确了经开区往返北京南站的自动驾驶
测试范围；浙江杭州开放八城区 3474平方公
里作为智能网联车辆测试应用区域， 占全市
面积超 20%； 广东深圳公布新增 43条道路，
全市自动驾驶开放道路里程达 944公里。

随着关键技术加快突破， 示范应用不断
扩面，“车路云一体化” 建设逐步推进， 近年
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已进入技术快速演进、
规模化应用发展的新阶段， 并加速迎来爆发
期，有望在这一高科技产业领域实现领跑。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公布了
一份名单，包含长安、比亚迪、广汽、上汽、北
汽、一汽、宇通、蔚来等在内的 9 个汽车生产
企业和使用主体组成的试点联合体，将在北
京、上海、广州等 7 个城市展开智能网联汽
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

业内人士认为，试点工作将促进智能网
联汽车产品的功能、性能提升和产业生态的
迭代优化，L3 与 L4 级自动驾驶商业化进程
加速，未来或有部分车企率先在中国实现自
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落地。

“L3”与“L4”级自动驾驶指的是什么？ 依
据我国实施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驾驶
自动化分 6级。L0至 L2为驾驶辅助，驾驶员
需全程监控驾驶；L3 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
驶员在紧急情况执行接管；L4为高度自动驾
驶；L5为完全自动驾驶。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 行业普遍认为，

汽车要实现不依靠人的完全自动驾驶仍具
有较高难度。 有行业人士表示，目前的自动
驾驶技术总体上处于“人车共驾” 阶段，从
“有这样的技术”到“真正好开好用”，还需要
经历一个过渡阶段。

乘联会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新能源
乘用车 L2 级及以上的辅助驾驶功能装车
率已达到 55.3%；今年 1-2 月，进一步上升
为 62.5%。

可以预见的是，智能驾驶乃至自动驾驶
将成为车企新一轮竞争中的关键角逐点。

特斯拉在智驾方面的实力不容小觑，其
完全自动驾驶系统（FSD）何时在中国正式落
地成为了热议话题。6月 3日，百度地图公布
了特斯拉实测 V20 版本的视频，并宣布“百
度地图车道级导航即将上线特斯拉”， 这被
视为特斯拉 FSD 在中国市场实现本土化应
用之路上的新进展。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也在不遗余力地提
升智驾能力，打造智慧出行体验。4月 24日，
华为乾崑 ADS�3.0智驾系统正式发布。 凭借
在无图智驾、全向防碰撞、全场景泊车等维
度的全面升级，其场景理解能力更加接近人
类司机，使驾驶决策更加精准、安全。 据介
绍， 华为乾崑 ADS�3.0智驾系统将为东风旗
下岚图 / 猛士，赛力斯旗下问界，奇瑞旗下
智界，广汽旗下传祺，北汽旗下极狐 / 享界，
长安旗下深蓝 / 阿维塔以及江淮旗下新品
牌等众多汽车产品赋能。

由百度 AI 大模型赋能的极越汽车采用
与特斯拉相同的纯视觉路线研发智驾方案，
加之“百度地图车道级导航”共同提供双重保
障，致力实现“有百度地图的地方都能开”。据
了解， 极越的自动驾驶功能在用户中的渗透
率非常高， 约有 90%车主都在使用极越 PPA
智驾，智驾里程占比更是超过了 50%。

当自动驾驶功能逐渐成为“标配”，高级
别自动驾驶的大规模应用还有多远？

“自动驾驶不是单纯的汽车技术， 而是
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 智能驾驶革命也已经
到了突破时刻，特斯拉 FSD 入华将带来鲶鱼
效应，激发产业发展活力。 自动驾驶量产落
地的最后障碍如何打通， 企业如何开发、保
险如何跟进等问题都需要创新。 ”同济大学
汽车学院教授朱西产表示。

“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运用， 还需要足
够的数据积累和场景训练。 ”广汽集团总经
理冯兴亚表示， 让自动驾驶汽车“有数能
算”， 是自动驾驶汽车快速量产落地的关键
所在。 他建议，对自动驾驶汽车需要收集的
场景及地理数据权限进行适度放开；推动各
地尽快放开高速路、快速路测试场景，并完
善道路测试过程中管理配套要素的建设。

此外，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还需持续完
善法律法规支撑。 业内人士建议，进一步完
善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立法，在全国层面明确
自动驾驶系统运行时的法律要求、产品准入
要求、事故认定边界、产品责任等。

关于自动驾驶出行，用户最关心的还是
如何保障行车安全问题。 蔚来公司创始人李
斌表示，“解放精力、减少事故，这些都是智
能（辅助）驾驶给用户带来的利益。 ”他表示，
就蔚来目前的产品而言，人车共驾与单独由
人开车相比，安全性已提高 6.26倍。

然而，自动驾驶的安全性能仍需不断提
高，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长
君认为，部分企业对通行安全认识和保障水
平不足，仍需持续优化完善方案，全面消除
验证安全隐患，确保自动驾驶系统上路通行
达到预期安全水平。

总的来说，无论是特定路段有条件的无
人驾驶乘坐体验，还是规范使用辅助驾驶功
能的“AI帮我开车”体验，都极大反映出科技
带来的出行乐趣与便利。 但无论自动驾驶技
术如何进步， 出行安全永远应该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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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闻到了 6G 的味
道。 ”在 6月 18日举行的全球新
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合作组织
（GTI）国际产业大会上，GTI 主席
高同庆表示，6G 发展逻辑与
4G、5G 不一样，6G 的发展将升
级为绝对的场景需求导向，消费
机器人、智能终端、网联汽车、低
空经济等领域将推动 6G 移动
智能创新的快速发展。

当前，人形机器人、智能驾
驶、无人机、智能家电等移动终
端的加速应用对移动通信网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人形机
器人产品与人进行流畅的互动
存在时延的问题。“人工智能推
理的需求激增，进一步促进了移
动智能融合发展。”高同庆表示，
当前移动通信正在从 5G-A 向
6G 发展，智能时代网络、算力等
基础设施能力需与时俱进。

信息基础设施是关键底座，
带动上游产业转型升级、赋能下
游低空应用拓展， 是贯通全产业链的关键
“枢纽”。中国移动总经理何飚表示：“聚焦智
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
中国移动正在探索 5G产业产品创新和应用
场景，前瞻性地布局 6G应用等产业生态，加
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
社会数智化转型。 ”

在低空经济领域，中国移动构建低空数
字基础设施， 推动技术迈向规模化商用，打
造超过 50个行业标杆。相关技术人员介绍，
在低空网络方面，公司已在部分城市建成了
兼顾低空和地面通信的 4.9GHz 一网多用网
络，2025 年将在 6+4 个重点城市持续扩大
规模化试点。 这些低空网络将有力支持外
卖配送、物流载货、安防巡检、城市管理、
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应急救援等
创新业务发展。

事实上，业内已经达成共识，5G-A 技
术能力的释放正是迈向 6G 的前提。“过去
一年，5G-A 正在从产业共识走向规模化
部署。”华为常务董事汪涛在演讲中表示，
在新兴应用高速喷涌的时代下，5G-A 通
信基础设施在网络速度、物联网应用场景
以及商业化变现等方面仍然存在挑战和
提升空间。面向未来，推动全球统一标准、
完成频谱准备以及推动产业链成熟是迈
向 6G 时代的关键。“从终端设备和芯片的
研制，到网络建设、运营，是面向 6G 构建
完善的、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关键所在。”汪
涛认为。

会上，与会嘉宾分享了全球信息科技领
域的发展趋势及最新进展，呼吁以合作为纽
带， 共建繁荣生态。“作为 GTI 的发起方之
一，中国移动愿与全球产业伙伴携手，依托
GTI 等国际平台，围绕‘需求、标准、技术、生
态’等方面，推进 5G-A/6G一体化发展。 ”何
飚说。

大会上，GTI联合中移智库、全球知名科
技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等 20 余家产业合
作伙伴发布《移动智能融合发展指数报告》
《AI 智算中心新时代》《5G-A 赋能信息消费
“新三样”白皮书》及业界首款 5G-A 具身智
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 进一步凝聚全球力
量，共同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加速智
能社会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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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颠覆性力量重
塑全球教育格局，青少年人工智能素养培育
已成为教育创新的战略支点。 2024年 11月，
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的通知》， 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基础教育改
革的关键领域。

“AI发展已超越技术范畴， 正重塑人类
生活方式、工作模式及教育本质———不仅革
新教学工具方法，更推动教育目标从知识传
授转向高阶能力培育。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
知科学系主任、清华大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
刘嘉在“编程教育对青少年 AI 意识及认知
能力发展影响” 课题研究启动仪式上表示，
在 AI 高效处理复杂任务的背景下， 传统教
育模式面临根本性挑战， 亟须强化 AI 难以
替代的新型能力。

据了解，研究课题《编程教育对青少年
AI 意识及认知能力发展影响》 涵盖三大方
向：青少年 AI 意识现状调研、专家对 AI 意
识培养路径的建议、 编程教育对 AI 意识的
促进作用。

其中，“AI 意识” 包含 AI 技术认知、AI
伦理判断及 AI 应用敏感度；“核心能力”涵
盖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学科融合能力与自
我效能感；“认知发展”聚焦元认知水平与创
造性思维。

“农耕时代拼体力，工业时代拼技巧，AI
时代核心竞争力是‘脑力’。”刘嘉认为，AI可
以拥有知识，但智慧需人类重构，稀缺性与
创造力是未来生存关键。

作为课题的联合发起方， 猿编程创始
人、少儿编程研究院院长李翊认为，编程教

育核心不在于学习编程，而在通过编程去学
习，提升人工智能的核心素养，教育目标正
从“少儿编程”技能培养向“青少年认知发
展”转变。

李翊剖析了这一转变背后的三大动因：
第一，数字时代信息过载对青少年认知发展
提出全新挑战；第二，以知识灌输为核心的
传统教育模式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创
新需求；第三，当代青少年普遍面临学习内
驱力不足与兴趣缺失的严峻现实。

李翊还介绍，鉴于这些变化，已将核心
培养目标从教授编程技能升级为青少年认
知发展能力的系统性提升。 据了解，基于多
年教育领域的实践，他提出了提升青少年人
工智能核心素养的“4C 体系”，即提升底层
认知能力、锻炼复合思维能力、赋能学科融
合、促进自我效能。

刘嘉也同样精准定位了青少年编程教
育的本质内涵：“学编程不等于学代码，重在
掌握面向未来的思维操作系统；教编程不等
于技能培训，本质是通过编程教育提升底层
认知和计算思维。 ”

据介绍，也是基于上述教育洞察，猿编程
和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发起了这项
重点课题研究。 现场与会嘉宾表示，该研究
成果将为编程教育行业提供科学化的课程
设计范式， 同时为家长选择编程教育产品
建立科学参照体系， 从专业标准与用户认
知两个维度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

据透露， 这项研究计划于 2025 年年底
完成，后续将通过专题学术论坛向社会展示
研究数据、应用案例及教育实践模型。

来源：人民网

从“技能培养”到“认知发展”

业界助推青少年 AI素养升级

智能改变出行———

自动驾驶正在走入我们的生活

浪
潮
将
至，

场
景
应
用
驱
动
产
业
变
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