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科幻照进现实：自动驾驶

在中国的进展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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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四化”（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和“碳中和、碳

达峰”双碳目标下，中国汽车产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智

能化”核心之一的自动驾驶，在监管、技术和商业化方面持续积累、不断

完善，即将迈入发展快车道。我们建议，为了抓住中国智能汽车的“机遇

窗口”，车企和供应商应从开发路径、生态圈构建和人才策略等三方面重

新审视自身自动驾驶战略。 

自动驾驶将颠覆人们的出行模式和工具选择，这一趋势一直被各国政

府、车企与供应商、消费者以及投资机构所高度关注。高级别自动驾驶何

时能实现一直众说纷纭，实现路径也不尽相同。作为新生事物，存在争议

和前景不清晰也是非常正常。通过跟踪分析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我们有理

由相信，未来三年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将驶入快车道。 

驱动力一：清晰的顶层规划，地方政府积极鼓励试点，推动监管不断

完善 

2020 年，发改委、工信部等 11 个国家部委联合印发了《智能汽车创

新发展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目标： 

2021 年 7 月，工信部印发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意见，为 L3、L4 自

动驾驶汽车量产奠定了基础。 

各级地方政府对自动驾驶也给予大力支持。截止到 2021 年年底，地

方政府已新建 20 余个智能网联示范区，开放 3500 多公里测试道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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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在示范区进行监管试点，覆盖准入、数据安全、事故处理及技术标准

全链条。 

更为重要的是，相关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自动驾驶法律法规的制

定延续了“中央政府定纲领、地方政府落实试点”的思路，并基于地方试

点助推未来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制定。我们观察到，各地政府非常务实地

不断推进和优化监管体系。 

比如深圳市首次高规格对自动驾驶专项立法。相关自动驾驶法规制定

由市人大委员会牵头，并系统推进立法监管。另一个特点是，深圳的自动

驾驶法规在我国为首次覆盖全监管链条，尤其在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方面

具有标杆意义。 

驱动力二：中国消费者对自动驾驶充满热情，电动化的加速以及自动

驾驶出租车的试运营有助于加深消费者认知 

麦肯锡未来出行中心的调研显示，与欧美主要国家消费者相比，中国

消费者对于自动驾驶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购买时的关注度和支付意愿也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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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动车快速发展也将进一步加深广大消费者对自动驾驶的认知。

2021 年中国电动车渗透率快速增长，2021 年 12 月已突破 20%。较燃油

车，电动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方面搭载率更高。在造车新势力和自主高端新

能源品牌推动下，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地图和 AI 芯片，且能提供 L3 体验

的量产车辆（“准 L3”车辆）价格已下探至 20-30 万元区间，2022 年或

将成为中国准 L3 自动驾驶量产开端之年。 

2020 年起，北京、上海等多个智能网联示范区内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投入试运营，引起了中国消费者的热情关注。截止到 2021

年底，已经有上汽、百度、滴滴、T3 出行、小马智行、文远知行、元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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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AutoX 等多家公司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开始试点商业化运营。以上海安

亭智能网联示范区为例，享道出行（上汽）、萝卜快跑（百度）、小马智行、

AutoX 等企业共投入 100-200 辆商业化试运营车辆，预计占当地共享出行

服务车辆的 10%以上。 

根据我们的现场调研，安亭的居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自动驾驶出租车

的服务。尽管普通出租车往往在路边排队，可乘客却在用手机下单自动驾

驶车辆。自动驾驶出租车日均订单也达到了十多单，已经快接近正常网约

车出行的单量水平。而我们在苏州的调研发现，某共享出行服务提供商运

营的 Robotaxi 试点更进一步，已经开始收费。虽然此项服务尚在宣传推广

过程中，好奇和感兴趣的消费者已经为试点车辆贡献了可观的订单。 

驱动力三：完整的本土自动驾驶产业链已初步形成，构建高级自动驾

驶应用场景的企业不断涌现 

自动驾驶产业链相关的软硬件技术栈较多，目前看，自动驾驶技术栈

每一个细分环节在中国均有本土供应商出现。核心价值链上，已有部分企

业具备成为一级供应商、甚至 0.5 级供应商的实力。同时，核心算法、激

光雷达、AI 芯片等领域均有具备全球竞争潜力的本土企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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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私有自动驾驶车辆、自动驾驶出租车两大乘用车高级自动驾

驶应用场景，以及干线物流、港口、矿场等商用车自动驾驶高级应用场景

中，中国企业不断涌现。  

虽然部分创新企业短期内存在商业变现难度，但随着应用场景不断丰

富，中国的相关创业团队有望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这个时间点上，作为自动驾驶集大成者的整车企业，必须尽快明确

自动驾驶业务的战略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规划三大关键议题。同时，

技术栈中的各类供应商应密切关注车企客户的决策走向。 

自动驾驶业务的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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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行业对自动驾驶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动驾驶

对所有整车企业的战略意义都相同。整车企业首先需要明确自动驾驶业务

的总体战略定位，即自动驾驶对企业而言是打造核心差异化的重中之重，

还是“跟随不落队”就行，抑或介于两者之间？这一战略定位的明确，是

整车企业思考后续三大议题时的前提条件，因此不同企业在三大议题上的

战略选择可能差别巨大。 

同时，无论自动驾驶战略定位如何，在尚未实现 L5 之前，所有整车企

业均需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深入思考自身自动驾驶业务的具体打法和

差异化落脚点，例如是否可在自动驾驶适用场景/ODD 等方面根据目标客

群特点与竞品实现差异化，而不是基于冷冰冰的几个技术指标规划自动驾

驶业务。 

关键议题一：L3 和 L4 的开发策略 

短期内，准 L3、L3 方案需重点关注上市时间和监管要求。2022 年中

国市场“准 L3”量产下，海外算法本土适配或本土开始自研可能会错过竞

争黄金窗口期，可考虑制定上市时间导向的采购、商业合作策略或根据上

市时间提前进行硬件预埋。同时截止到 2021 年年底，国家层面 L3 监管尚

未明确，车企需持续关注监管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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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L4 开发需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路径。车企可考虑采取由辅

助驾驶（ADAS）循序渐进或双轨并行路线实现 L4 自动驾驶。这两条路线

各有优势和劣势，车企需结合自身战略定位和技术能力进行综合考虑。 

关键议题二：中国自动驾驶生态圈构建策略 

自动驾驶生态圈的构建非常关键，是车企实现产品领先以及差异化体

验的核心支撑。车企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共生共赢的伙伴关系。

比如，如何重新定义供应商？重新定义采购规则？数据如何开放与共享？

知识产权的归属与利用等等。目前已有车企与算法公司探索走一条共建之

路。过程中虽然少不了磨合，但突破传统，构建共同生态能力的目标一致，

我们相信是能走出一条路来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8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