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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武漢報道）目前智駕管
制方案主要是兩種，一種是激光雷達，一種是視覺方
案。多數業界人士認為視覺方案是智駕發展趨勢，但
需要不斷更新模型，持續進行數據訓練。當前技術條
件下，車企多通過配合搭載激光雷達、毫米波雷達等
其他傳感裝置，來提高智駕可靠性。
車企也不斷探索新技術確保智能駕駛安全。4月中

旬，嵐圖發布全球首個 L3 級智能架構「天元智
架」。嵐圖CEO盧放介紹，該L3級智能安全駕駛系
統可雲端生成高保真駕駛場景訓練樣本和實時多源數
據融合，並結合用戶駕駛數據，優化車端大模型策
略，使得智駕系統能更高效地應對複雜場景。在日常
行駛中，能夠實時監測車輛前、後、底部和兩側的碰
撞風險，並採取相應主動防禦措施。
智駕進階亦離不開法規與金融的「軟」支持。在現
行法律法規下，司機仍是安全行車的第一責任人。全
國人大代表、小鵬汽車董事長何小鵬在今年全國兩會
建議行業主管部門完善事故責任認定體系，明確不同
級別智能駕駛汽車在事故責任中的劃分原則，制定具
體的事故責任認定邊界與統一標準，以避免責任認定
的模糊與爭議。
在金融支持方面，已有車企嘗試與保險公司合作推
出智駕險，但這一產品仍處於試點階段，主要由車企
向保險公司購買，車主通過車企進行選購。業界人士
呼籲，要鼓勵車企與保險公司聯合開發適配智能駕駛
的保險產品，從而解決用戶在使用智駕功能時的後顧
之憂。

專家解讀

強監管遏制浮躁 助行業健康發展

「「零接管零接管」」誤導用戶誤導用戶
開智駕睡覺釀禍開智駕睡覺釀禍特稿

「軟」「硬」升級 提高安全度
近年，伴隨輔助駕駛成為新能源
車的標配，很多駕駛員對此產生依
賴性。同時，不少銷售人員誇大智
駕優勢，聲稱「零接管」「完全解
放雙手」，甚至讓不少消費者錯誤
地認為是「無人駕駛」，給交通安
全埋下隱患。
今年3月29日晚間，三名女大學

生駕駛一輛小米SU7標準版，從湖
北武漢前往安徽池州途中發生碰撞
後爆燃，造成三人身亡。據已披露
信息，事故發生前該車輛處於NOA
（領航輔助駕駛）狀態，事發路段因
施工修繕，用路障封閉自車道、改道
至逆向車道。事故發生後，多地高速
提醒慎用和勿用輔助駕駛。此外，去
年11月，一位駕駛員在滬渝高速湖
北仙桃段開啟輔助駕駛後打起瞌睡，
導致發生追尾事故；今年4月，廣東
一男子開啟智駕後分心睡覺，夜間在
高速狂飆百公里被罰。

「智駕不是『代替』開車，而是
『幫助』輔助開車，讓車更安全。
現在的智駕至多是L2級別。」東風
嵐圖汽車CEO盧放告訴香港文匯
報，目前汽車營銷宣傳很混亂，有
些車企稱配有高速NOA是高階智
駕，還有的將最高配車型才有的智
駕能力指代到所有車，但是用戶對
此並不知道。在他看來，不是不能
宣傳智駕，而是不能進行「忽悠
型、狂轟亂炸、洗腦型」的宣傳。
今年2月，工信部、市場監管總局

發文要求車企提供自動化等級等信息
時，應當真實、全面，不得作虛假、
誇大系統能力或引人誤解的宣傳，確
保消費者正確理解和使用智能網聯汽
車產品，防止駕駛員濫用風險。應急
管理部針對近期智駕事故也發文強
調，車企在宣傳中須避免誤導，而駕
駛員也必須握緊自己的方向盤。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武漢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第二十一

屆上海國際汽車工業展覽會日前落下帷幕，與以往不同的

是，今年車展上關於自動駕駛的宣傳發生了顯著變化，「高階智駕」「零接管」的表述已

經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準確的「輔助駕駛」字眼。展台工作人員不再滔滔不絕地炫

耀智能配置和自動駕駛賣點，而是反覆強調電池防護、車身強度、隱私保護；而消費者在

試駕的時候，最常提出的不是零百加速多少秒，而是「出了故障能不能自己接管」「碰撞

後車門如何打開」等問題。安全，成為了壓倒一切的話題。行業分析人士稱，車展前，官

方已出台監管智駕營銷行為的措施，意在遏制浮躁氛圍，引導行業理性有序發展。

駕駛自動化等級劃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L5級
完全自動駕駛，
無任何環境限制

L4級

L0級

L1級

L2級

L3級

應急輔助，如預警或緊急制動

部分駕駛輔助，如自適應巡航、
車道保持輔助

組合駕駛輔助，如高速領航輔助
（NOA）、自動變道（ALC）

有條件自動駕駛，系統主導，
駕駛員可有限脫離，在緊急情
況執行接管

高度自動駕駛，可在限定場
景（如封閉園區、固定路線）
內完全自主駕駛

●●車展標語開始車展標語開始突出突出「「安全安全」」字眼字眼。。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今年車展上，我在小米展位並沒有看到任何與
智能駕駛相關的展示。」有觀眾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展台主打的標語是『人
車家全生態』，強調的更多是智能生活場景。」該
觀眾還指出，不只是小米，整個車展上，許多車企
在宣傳時也明顯減少了對自動駕駛技術的強調。
「特別是一些提供智能駕駛解決方案的上游企業，
也變得格外謹慎，描述上非常小心。」

市售車輛智駕僅為L2級
不久前發生的一宗與自動駕駛相關的事故，為本
屆車展蒙上陰影，也促使曾經無序競爭的智能駕駛
行業進入了冷靜期。「小米的輔助駕駛，其實只是
L2級別。」在展館一角，一位智能駕駛解決方案企
業的工作人員悄悄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在我
們和車企合作時，宣傳也非常謹慎。所謂『自動駕
駛』，現在其實只限於商用範圍，必須在特定場
景、特定路段運行，還得配備安全員隨時監控。絕
不敢對外宣稱可以直接在民用場景使用。」
此前應急管理部表示，目前市售車輛提供的智能輔
助駕駛功能，最多也只屬於L2級。根據內地2022年
發布的《汽車駕駛自動化分級》標準，駕駛自動化分
為6級（詳見附表），其中L0至L2為駕駛輔助，駕
駛員需全程監控駕駛。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只有
到達L3級別才是機器開車，駕駛員可在緊急情況再
執行接管。今年車展上，就算一些軟件企業技術上已
支持L3，但目前也只能以L2的名義提供服務。

參展前車企修改廣告字眼
另據業內人士透露，車展開幕前，許多車企連夜
修改了宣傳材料，並刪除了大量涉嫌誇大宣傳的措
辭，例如比亞迪對「天神之眼」的宣傳改為駕駛輔
助，理想汽車原計劃為現有產品推出「智駕版」現
在改成「智能版」，激光雷達企業禾賽科技將其最

新的激光雷達感知方案名稱從「千里眼」臨
時改為「千厘眼」。華為也把宣傳視頻的字
幕從「智駕」改為「智駕（輔助）」等。
2月底，工信部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智能

網聯汽車產品准入、召回及軟件在線升級管
理的通知》，明確要求車企嚴格執行產品准
入和軟件在線升級備案制度，強調企業需
「明確系統功能邊界和安全響應措施」，
「不得進行誇大和虛假宣傳」，嚴格履行生
產一致性和質量安全主體責任，業界評價稱
智能網聯汽車迎來強監管時代。

「組合駕駛輔助」成官方表述
4月中旬，工信部召集60多家汽車企業舉行智能

網聯汽車產品准入及軟件在線升級管理的專題會議，
強調智駕技術必須充分開展組合駕駛輔助功能的測試
與驗證，明確系統功能邊界和安全響應措施，嚴禁誇大
宣傳和虛假宣傳。值得注意的是，「組合駕駛輔助」已正
式成為官方表述，過去廣泛使用的「智能駕駛」「智駕」
等詞彙不再被提及，標誌着相關領域在表述和推廣上的規範
化進一步加強。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聯合中國汽車工程學會隨
後發布《關於規範駕駛輔助宣傳與應用的倡議書》，要求企業
「嚴格依據《汽車駕駛自動化分級》命名功能，杜絕模糊或誤導
性表述」。
「安全」成為此次車展的高頻詞彙。有參展的智能駕駛公司不

僅在宣傳字樣上標明「智能輔助駕駛」，還在演示屏幕上特意提示
「駕駛員全程手扶方向盤」。各車企在發布會上着重強調安全，廣
汽集團執委會委員黃永強表示，廣汽集團將為未來L4車型的自動駕駛
安全擔責兜底；吉利汽車集團首席執行官淦家閱20分鐘內提了61次
「安全」，強調安全是智能駕駛輔助的先決條件；小鵬汽車CEO何小鵬
則宣布將開啟行業首個 「AI智能輔助駕駛安全訓練營」。
車展的新品發布也聚焦安全之上。比如，賽力斯推出其創新的智能安全系

統，提供零部件的奧托立夫全球首發Omni safety全位安全解決方案等。此
外，華為聯合11家車企發布智能輔助駕駛安全倡議，主張實事求是地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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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嵐圖發布全球首個L3級智能架構「天元
智架」。 香港文匯報武漢傳真

●參觀者在第二十一屆上海國際
汽車工業展覽會的小鵬G6展車內
體驗車載智能系統。 新華社

隨着監管政策收緊，行業

對智能駕駛未來發展的討論

也愈發理性。國際智能運載

科技協會秘書長張翔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監管加強並不

意味着智能駕駛行業將放緩發展

步伐，恰恰相反，這是一次對行

業過熱現象的降溫，有助於推

動技術健康、有序演進。

張翔指出，此次監管的核

心在於規範智能駕駛功能的

營銷行為，而非限制技術研

發。近年來，部分車企為爭

奪市場份額，存在誇大宣傳

智能駕駛功能的現象，將輔助

駕駛能力包裝成「L2+」甚至

「L2.999」等概念，實則遠未達

到真正意義上的自動駕駛標準。這

種不規範宣傳不僅誤導了消費者，也

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行車安全風險。

「小米車禍事件成為行業問題的一個導火

索，暴露出智能駕駛領域法律法規滯後、企業營

銷誇大等深層次問題。」張翔指出，目前國內在司法

層面上尚缺乏針對智能駕駛事故責任劃分的明確規

定，消費者在遇到相關事故時，往往難以釐清責任

歸屬。同時，由於大多數車企掌握着後台數據，缺

乏獨立第三方託管，導致事故認定中存在「運動員

兼裁判員」的問題，進一步增加了責任認定的複雜

性和不確定性。

針對這些問題，工信部近日發布的文件明確要

求，車企在宣傳智能駕駛功能時必須採用統一術

語，禁止各自為政，避免消費者被各類模糊表述誤

導。張翔表示，雖然工信部公告並不能直接取代法

律規範，但通過政策引導和行業整頓，將有效促使

車企在宣傳中更加審慎務實，有助於推動行業理性

健康發展。

張翔強調，儘管監管力度加大，但新能源汽車和

智能駕駛領域的技術創新步伐不會因此放緩。行業

整體仍有望向L3乃至L4階段穩步邁進。他同時提

醒，儘管加強監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行業內的

浮躁氛圍，但車企長期存在的流量焦慮和生存壓

力，仍需通過技術突破和產品體驗提升來根本解

決。相關部門應加快完善智能駕駛領域的法律法規

體系，從源頭上為行業創新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提供

更加堅實的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神神州州熱點熱點

●第二十一屆上海國際汽車
工業展覽會日前落下帷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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