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和林：自动驾驶要走上正

轨，还要补哪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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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攻破自动驾驶应用场景难点，将是产业发展方向 

信息安全是底线，信息共享是关键，信息、技术的透明、安全、可靠

是根本。 

近年，智能网联汽车是市场和资本的“香饽饽”，随着相关扶持政策

的落地，以及消费者接受度的不断提升，自动驾驶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期。在这一片热捧中，却迎头一盆冷水，蔚来的车祸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冷

静的审视自动驾驶的未来。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

入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强汽车数据安全、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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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升级、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一致性，

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随后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汽

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出台，在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脱轨”的自动驾

驶该回归正轨了。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迫在眉睫 

三联屏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跨视觉自动驾驶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产品

的出现，让智能网联汽车成为未来汽车行业发展的趋势。与 5G 网络、智

能算法、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使得智能汽车不仅仅是单纯的交

通工具，更是一个能实时更新且“产量丰硕”的移动数据库。 

其实，现在的汽车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重要的数据

节点。 

根据相关调研，一台智能汽车每天至少可以收集 10TB 数据，且收集

的数据不仅仅包含驾驶员言语、行为等车内信息，而且还可以采集、测绘

路面信息，堪称活地图。比如，特斯拉，其路面信息采集之精细，可以精

确到路面上的小水坑。但是，这样的数据收集、处理、传输、使用、反馈

过程每天都在重复，甚至是在驾驶人、乘车人、路人未知情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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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智能网联汽

车销量为 303.2 万辆，同比增长 107%，渗透率保持在 15%左右。预计到

2025 年，我国 L2、L3 级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将占全部汽车销量的 50%。 

如此庞大的汽车拥有量，配合数字技术、自动驾驶技术的广泛应用，

可以说，道路上的任何一个“毛细血管”都将被透明化记录。这其中，除

了客观的道路场景以外，还包含了大量的个人隐私。那么，在这种态势下，

大规模、过度和重叠的数据收集让汽车数据安全管理变得迫在眉睫。 

信息保护不意味着拒绝信息共享 

正如前文所说，大量的数据需要得到保护，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信

息保护并不意味着拒绝信息共享，共享依旧是数字经济时代让数据发挥价

值的根本前提。 

无论是《意见》，还是《规定》，本身并不是为了限制数据共享和使用，

而是建立数据收集使用过程中的规则，让数据以合理、合法的路径，在合

适、有限的领域内，发挥数据经济社会价值，让数据风险可评估、可监测、

可防控。 

那么，如何在做好数据保护的前提下促进数据信息共享，笔者认为可

以走一条特殊的数据确权道路，即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 

欧盟曾经在 2018 年进行了一次投票，指出“自动驾驶汽车产生的数

据是自动生成的，本质不具有创造性，因而不适用于版权保护和数据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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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笔者并不认同这种做法，消费者是数据的提供者，而且这些数据与消

费者的隐私等紧密相关，那么在信息时代，数据既然已被视作生产要素，

那么就应当具有资产属性。我们应当将所有权交给消费者，明确个人信息

的信息所有权，一切信息获取、共享均需消费者的授权，必须在授权的范

围内合理合法的使用。这一点中汽协秘书长王耀部长也同样指出，用户的

数据所属权归车主所有，只有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车企才能利用数据提

供服务。 

同时，所有权对应的就是处置权，这一点在法律层面所有权所包含的

四个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也就是处置）中就有所体现。消费

者的数据由消费者做主。消费者有权处置信息，就是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

的数据是否提供给平台，是否同意进一步挖掘，而且可以随时监督数据使

用和共享范围，也可以必要时取回数据。只有当消费者有权处置自己的信

息，被赋予的数据所有权才有意义，这一点可以借鉴京东打造的数据中心，

允许用户关闭个人数据接口的做法，来保证数据的个人所有权。 

比如，当前出行平台可能获取包含个人工作、家庭、生活等信息，出

现了信息泄露问题，事实上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信息保护墙，导致信息所

有者权益受损，且投诉无门，成为待宰的羔羊，更严重的是，有些数据还

会涉及机密。。因此，通过法律明确信息所有权，规范平台数据使用，对数

据来源、用途、追踪监控，是信息所有者可以对个人信息确权、授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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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重要前提。 

而使用权交给平台和车企则是数据资源共享的前提，这种做法类似农

村的土地流转，虽然土地是集体所有，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

是，这些土地可以在一定范围流转和规模化运用，提高生产效率。 

汽车数据也是如此，大量的数据是智能驾驶科技迭代的基础。所以，

不必因噎废食，而是要在基于所有权的信息保护之上，进行数据脱敏和使

用权的分离，促进数据信息的流转。 

攻破自动驾驶应用场景难点，将是产业发展方向 

虽然离真正的商用、普及，我们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自动驾驶已经

从技术研究阶段逐渐过渡到实践阶段，相关产业链也正在逐渐从粗放式向

精细化发展。 

以车辆感知为例，通过感知系统可以识别地理位置、周边环境、车况，

保证自动驾驶的安全，高精度的定位模块只管重要。同时，感知系统的零

件，比如激光雷达、毫米雷达等，也都将形成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眼下，自动驾驶技术上并不能完全达到无人驾

驶。根据自动驾驶的明确分级，目前主要的 L2 和 L3 仍然是特定场景下的

自动辅助驾驶，对于场景的依赖性很高。因此，攻破自动驾驶不同应用场

景难点，并逐步实现商业化，将是未来产业精细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比如，既然无法做到无人驾驶，就可以更好的辅助人们驾驶，凯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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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5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