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人駕駛物流車，作為智能網聯汽車領
域的創新產物，是一類具備高度自動化駕駛

功能、專門服務於物流運輸環節的運載工具。相較於傳統道路車輛，其在車輛
結構、控制系統及應用場景適配性上存在顯著差異。

經濟觀察家

無人物流車的技術與應用
從載重

能力和應用
場景維度劃

分，無人駕駛物流車主要涵蓋重型運
載工具、小微型運載工具以及微型配
送機器人。重型運載工具常見於港
口、幹線物流等場景，承擔長距離、
大運量的貨物運輸任務；小微型運載
工具則活躍在城市物流配送站點間、
半封閉或封閉園區內，負責中短距離
的貨物轉運；微型配送機器人多用於
室內或 「最後一公里」 配送場景，實
現精準到戶的貨物投遞。

產業鏈各環節特徵
無人駕駛物流車產業鏈呈現出複

雜性與技術集成性，由上游核心技術
及零部件供應、中游整車製造與系統
集成，以及下游應用場景三大環節構
成。

上游環節作為產業基石，聚焦於
為無人駕駛物流車提供核心技術支撐
與關鍵零部件。傳感器技術是其中關
鍵要素，激光雷達通過發射激光束並
測量反射光的時間來構建高精度的三
維環境模型，為車輛提供精準的距離
感知；攝像頭則利用圖像識別技術，
捕捉車輛周圍的視覺信息，識別道路
標識、障礙物及其他交通參與者；毫
米波雷達基於毫米波頻段的電磁波，
實現對目標物體的距離、速度和角度
測量，尤其在惡劣天氣條件下表現出
良好的可靠性。芯片與算法同樣不可
或缺，高性能計算芯片負責處理海量
的傳感器數據，運行複雜的自動駕駛
算法，實現車輛的路徑規劃、決策控
制等核心功能。

中游環節主要承擔整車製造與系
統集成重任。整車製造商依據不同的
應用場景需求，設計並製造適配的車
輛平台，確保車輛具備良好的性能、
可靠性與安全性。系統集成商則將各
類傳感器、芯片、算法及線控底盤等
關鍵部件進行整合與調試，構建完整
的無人駕駛物流車系統，使其各部件
協同工作，實現高度自動化的物流運
輸功能。

下游環節側重於將無人駕駛物流
車推向實際應用場景，並提供配套的
運營服務。應用場景涵蓋封閉／半封
閉場景與開放道路場景兩大類型。在
場景中，如倉儲園區、工業廠區、港
口等，由於環境相對可控，交通狀況
較為簡單，無人駕駛物流車能夠實現
常態化運營，有效提升物流運輸效
率，降低人力成本。運營服務則包括
車輛的調度管理、遠程監控、維護保
養以及數據分析等，通過智能化的運
營手段，確保無人駕駛物流車高效、
穩定運行。

落地場景深度洞察
（1）封閉／半封閉場景應用：

倉儲園區應用成效
在倉儲園區場景中，無人駕駛物

流車的應用已取得顯著成效，成為提
升物流效率、降低運營成本的重要手
段。倉儲園區內貨物的搬運、分揀與

配送工作強度大、重複性高，傳統人
工操作不僅效率低下，還容易出現人
為失誤。無人駕駛物流車通過搭載先
進的導航定位系統、傳感器以及智能
調度算法，能夠在園區內精準規劃行
駛路徑，自動完成貨物的裝卸、搬運
與分揀任務。

以京東的智能倉儲園區為例，其
引入的無人駕駛物流車實現了貨物從
入庫、存儲到出庫全流程的自動化操
作。在入庫環節，無人駕駛叉車能夠
快速、準確地將貨物搬運至指定存儲
區域；存儲過程中，通過智能調度系
統，車輛能夠高效地在貨架間穿梭，
完成補貨、盤點等任務；出庫時，無
人駕駛配送車則能夠將貨物精準送達
分揀區或裝車區。

（2）開放道路場景應用：城市
末端配送挑戰與機遇

城市末端配送作為物流配送的最
後一環，直接面向消費者，具有訂單
分散、配送路線複雜、交通狀況多變
等特點，一直是物流行業的痛點所
在。隨着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及消費
者對配送時效性要求的不斷提高，城
市末端配送的壓力日益增大。無人駕
駛物流車在城市末端配送場景中的應
用，為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與機遇。

然而，城市開放道路環境複雜，
交通參與者眾多，信號燈、斑馬線等
交通設施密集，對無人駕駛物流車的
感知、決策與執行能力提出了極高的
挑戰。為應對這些挑戰，企業紛紛加
大技術研發投入，提升車輛在複雜城
市環境下的適應性與安全性。

例如，九識智能推出的新一代自
研L4級無人配送車，配備了多線激光
雷達、高清攝像頭及毫米波雷達等多
種傳感器，能夠實現全方位環境感
知；同時利用深度學習算法對海量
的道路場景數據進行訓練，使車輛
能夠準確識別行人、車輛、交通標識
等各類目標物體，並做出合理的決
策。

技術發展前沿領域
感知與決策技術作為無人駕駛物

流車實現自動駕駛的核心技術，近年
來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在感知技
術方面，激光雷達、攝像頭、毫米波
雷達等傳感器性能不斷優化與升級。
決策算法作為無人駕駛物流車的 「大
腦」 ，負責根據感知系統獲取的環境
信息做出合理的行駛決策。深度學
習、強化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在決策
算法領域的應用日益深入，使車輛能
夠在面對複雜多變的交通場景時，快
速、準確地做出最優決策。例如，端
到端的深度學習模型通過對大量實際
行駛數據的學習，能夠直接將傳感器
輸入映射為車輛的控制指令，避免了
傳統決策算法中複雜的模塊劃分與手
工設計，顯著提升了決策的實時性與
準確性。

5G和車與萬物互聯（V2X）技術
的快速發展與應用，為無人駕駛物流
車的智能化升級提供了強大的通信支

持。5G技術具有高速度、大帶寬、低
時延的顯著優勢，能夠實現無人駕駛
物流車與雲端、其他車輛及道路基礎
設施之間的高效數據傳輸。在實際應
用中，5G技術使車輛能夠實時上傳大
量的傳感器數據至雲端進行分析處
理，同時快速接收雲端下發的地圖更
新、交通信息等指令，提升車輛的運
行效率與安全性。例如，在城市末端
配送場景中，無人配送車通過5G網絡
與配送中心實時通信，及時獲取訂單
信息、優化配送路線，確保貨物能夠
準時送達客戶手中。

V2X技術則進一步拓展了無人駕
駛物流車的信息交互範圍，實現了車
與車（V2V）、車與基礎設施（V2I）、車
與人（V2P）及車與網絡（V2N）之間的
全方位信息交互。通過V2V通信，車
輛能夠提前獲取周圍車輛的行駛速
度、方向、位置等信息，實現車輛間
的協同駕駛與避障，提高交通流的整
體效率。V2I通信使車輛能夠與道路上
的信號燈、交通標識牌等基礎設施進
行通信，獲取實時交通信號狀態、道
路施工等信息，優化行駛策略。例
如，在路口處，無人駕駛物流車通過
V2I通信提前知曉信號燈的變化情況，
合理調整車速，避免不必要的停車與
啟動，減少能源消耗與行駛時間。
V2P通信則通過與行人攜帶的智能設
備進行通信，車輛能夠及時感知行人
的位置與意圖，提高對行人的避讓安
全性。

強化軟硬件安全性
安全性始終是無人駕駛物流車發

展的首要考量因素，近年來，隨着技
術的不斷進步，自動駕駛系統的安全
性得到了顯著增強。

在硬件層面，通過引入冗餘設計
（Redundant Design）理念，為關
鍵傳感器、控制器以及執行器配備備
份系統，當主系統出現故障時，備份
系統能夠及時接管車輛控制，確保車
輛安全運行。例如，在一些高端無人
駕駛物流車上，配備了兩套獨立的激
光雷達系統，當其中一套出現故障
時，另一套能夠繼續為車輛提供環境
感知信息。

在軟件層面，不斷優化的安全算
法與故障診斷機制能夠實時監測車輛
的運行狀態，對潛在的安全風險進行
預警與處理。例如，通過對傳感器數
據的實時分析，利用異常檢測算法及
時發現傳感器故障或數據異常情況；
在決策算法中融入安全約束條件，確
保車輛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做出安全、
合理的決策。同時，車聯網通信系統
的構建使車輛之間能夠實現信息共享
與協同防禦，當一輛車檢測到危險情
況時，能夠及時將信息發送給周圍車
輛，共同採取避險措施，提高整體交
通系統的安全性。此外，加強對數據
安全與隱私保護的技術研發，防止車
輛運行數據被竊取或篡改，保障車輛
的安全運行與用戶信息安全。

（作者為外資投資基金董事總經
理）

淵謀遠略
袁淵

A12 經濟 2025年6月5日 星期四

責任編輯：邱家華

美單邊主義逆全球化 美元地位下降
2024 年

11月，美國
白宮經濟顧問

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發布了一份題
為《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使用指南》的報
告，被市場稱為 「海湖莊園協議」 。其
核心目標是復興美國製造業、鞏固美元
的儲備貨幣地位。

所謂 「海湖莊園協議」 折射出了
美國重塑全球規則體系的執念，試圖以
制度設計解決結構矛盾。然而，這種自
上而下的構想既缺乏微觀基礎，也缺少
理論支撐。全球貿易體系發展至今，強
美元並非問題的根源，弱美元亦不會成
為解決的方案。

首先， 「特里芬難題」 （Triffin
Dilemma）是結構性而非技術性矛
盾。《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使用指南》實
際上是試圖解決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全
球貨幣體系的核心困境── 「特里芬難
題」 即美國既要為全球提供流動性，又
要維持本國貨幣和金融穩定，二者天然
衝突。這不是一個可以通過政策調整或
制度重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
結構性的悖論。

從國際收支平衡來看，經常賬戶
和金融賬戶的差額理論上應互為鏡像，
即一方為順差時，另一方通常為逆差。
因此，經常賬戶與金融賬戶同時出現淨
流入的情況在實際操作中基本是不可能
的。

以美國為例，常年保持着經常賬
戶的逆差與金融賬戶的順差。從微觀主
體來看，比較優勢才是決定全球產業分
工的核心邏輯，而不是匯率的高低。製
造業的興衰，從根本上取決於資本、勞
動力、技術和制度環境的相對效率。如
果忽視微觀層面的生產效率與要素配置
差異，靠弱美元提升出口競爭力，終不
過是短期賬面的改善。從博弈論的角度
來看，經濟體的抉擇始終基於各自的收
益函數，而非建立在 「空中花園」 式的
設想之上。而在全球金融制裁頻率升高
的背景下，美債已不再是被無條件信任
的資產──這意味着協議體系所依賴的
核心資產基礎，其本身正面臨着信用折
價。

其次，海湖莊園難有協議，只有
重估。過去的美元具有避險屬性。在全
球金融動盪、地緣衝突升級時，資本會
自動湧入美元資產，推動美元指數上
揚。但2024年以來，這一機制已經出
現裂隙。今年以來，美國重啟貿易戰，
市場避險情緒升溫。從美元資產收益來
看，美國聯儲局已步入降息通道，美元

資產的 「避險收益」 正不斷收縮。利差
作為匯率支撐的關鍵因素正在消失，美
元對主要貨幣的利率優勢逐漸減弱。

財政失控 主權評級降
美債作為 「全球無風險資產」 的

屬性也正在被市場重新審視。惠譽在
2023年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
調至AA+，理由正是對美國財政失
控、政治僵局頻繁上演的擔憂。一旦
「無風險資產」 概念本身動搖，美元的
定價基礎也將受到衝擊。從地緣政治的
角度來看，美國本身已成為全球系統性
風險的重要源頭，而非避險錨定的提供
者。這一轉變並非情緒化判斷，而是現
實邏輯的自然延伸。當前全球的不確定
性，很多正源自美國自身──單邊主
義、貿易戰升級、金融制裁泛化，以及
內部政治極化所帶來的政策波動。

最後，全球化的分裂、重組與多
層次強化是美元走弱的潛在邏輯。支撐
美元走弱的邏輯，不再僅僅源自利差或
財政赤字的傳統宏觀因素，而是更加深
刻的全球結構性演變──全球化正在發
生 「分裂─重組─多層次強化」 的轉
變，這一趨勢正在削弱美元作為單一主
導貨幣的基礎邏輯，加速其全球角色的
邊際減弱。

（1）全球化正經歷 「分裂」 與
「區域化」 的重構。過去三十年，美元
體系之所以能夠維繫，是因為全球經濟
相對統一、規則趨同、資本與貿易高度
一體化，美元天然充當全球貿易與金融
的結算中介和信用錨。但近年，美國主
導的單邊制裁及 「關稅武器化」 的頻繁
使用，正在實質性撕裂這一全球共識。
「非美元區」 正在以多邊結算、雙邊貨
幣互換等方式，構建 「局部替代美元體
系」 的基礎設施。

（2）全球化正在進入 「多層次強
化」 階段，跨國經濟聯繫並未消失，而
是在安全考量下走向差異化分層。這意
味着美元在 「高敏感」 戰略安全領域
的使用將受到更多限制，而在 「低敏
感」 的全球交易中也面臨本幣結算的挑
戰。

歸根結底，全球化的分裂與重
組，並未終結全球互聯，反而帶來了更
複雜的、多層次的網絡化結構。在這種
新結構中或將由多個區域貨幣、結算平
台、信用錨組成網絡化貨幣體系。在這
個新體系中，美元依舊重要，但將不再
唯一。

（作者為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
家、董事總經理）

▲5G和車與萬物互聯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為無人駕駛物流車的智能化升級提供了強大的通信支持。


驅動樓市復甦的六大動力

踏入六月
意味下半年將
至，而香港樓

市展現回暖跡象，預料樓價將穩步回
升。受多項利好因素推動，筆者預計下
半年樓價或升約5%，以下就從六個方
面分析驅動樓市復甦的關鍵動力。

其一，人流復甦帶動經濟增長。
去年12月中央重啟深圳赴港 「一簽多
行」 政策，初期效果雖未顯著，但現已
逐漸顯現。繁忙時段交通擠塞，旺區及
旅遊熱點人潮湧動，顯示人流顯著增
加。這股人氣不僅提振零售與消費市
場，更為樓市交易注入活力，支撐物業
需求穩步回升。

內地資金湧入港股利樓市
其次，內地資金湧入港股，間接

利好樓市。金融界估計今年流入港股的
「北水」 可達2萬億元，推動股市表現
亮眼。港股活躍受惠於資金流入及新股
上市熱潮，市場動能持續增強。股市向
好與經濟及樓市表現相輔相成，投資者
信心提升，帶動物業市場需求上升。

其三，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緩和為
市場提供喘息空間。中美對話後關稅大
幅下調，商家壓力減輕，得以加速業務

拓展並分散風險。雖然特朗普施政仍有
不確定性，但市場預期未來數月相對穩
定。香港商家向來擅於應變，預料將把
握這一機遇積極發展業務，鞏固經濟復
甦基礎，從而改善樓市氣氛。

其四，拆息回落減輕業主負擔。
近期樓宇按揭利率降至3厘以下，資金
成本降低令業主及投資者心態更為樂
觀。利息支出減少不僅提振消費意欲，
亦降低投資者急於沽售物業的壓力。持
有物業的投資者無需大幅減價競爭，樓
價因此有望止跌並逐步回穩。

其五，租金回報率高企吸引投資
者入場。隨着租務需求上升，租金持續
上揚，平均回報率達3.5厘，部分屋苑
甚至超過4厘。相較定期存款，物業投
資的回報優勢顯著，吸引精明投資者趁
勢入市。穩定的租金收益為長線投資者
注入信心，進一步鞏固樓市需求。

其六，零售及飲食行業漸有起
色，反映經濟活力增強。特區政府近年
推動的 「盛事經濟」 與 「夜經濟」 成效
漸顯，人流增加帶動消費熱潮。商舖市
場亦較之前幾年有改變，縱使舊租戶結
業，也有新租戶迅速進駐，反映商業活
動正穩步復甦。

（作者為利嘉閣地產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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