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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大勇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副 部 长

辛国斌在近期举行的中国电动

汽车百人会论坛（2025）上表示，

将有条件批准 L3级自动驾驶车

型生产准入。与此同时，不少车

企披露各自 L3级自动驾驶落地

的时间表。

专家表示，通过智能辅助驾

驶，可以为驾驶员带来更轻松的

驾驶体验，同时有助于提升驾驶

安全性。L3级自动驾驶有望在

未来得到广泛应用，这也是相关

车企加码L3级的重要原因。

车企加码L3级
近期，奇瑞、广汽、极氪 3家

车企先后发布智驾方案，并披露

L3级自动驾驶车辆量产时间表。

其中，奇瑞推出“猎鹰智驾”

系统，宣布将于 2026 年实现 L3
级技术上车；极氪发布 L3 级自

动驾驶技术架构——千里浩瀚

H9 智驾方案，表示将在极氪全

新旗舰 SUV极氪 9X光辉版首发

搭载；广汽则提出开启首款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的量产上市销

售工作。

在更早的 2 月份，长安、小

鹏汽车等车企纷纷发布 L3级自

动驾驶量产的消息。在长安的

系列智能化计划中，2026年天枢

智驾系统将实现全场景 L3级自

动驾驶。

“相关车企纷纷加码 L3 级

自动驾驶的原因，主要在于多方

面的推动力。”资深人工智能专

家郭涛表示，一方面，技术进步

使 L3级自动驾驶从理论走向现

实，硬件和软件的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法规

逐渐完善为 L3级自动驾驶的落

地铺平了道路，减少了法律和监

管上的障碍。

“竞争压力推动。”北京市社

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坦言，车

企意识到，在智能驾驶领域取得

领先地位，对于提升品牌形象、

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需求强烈。”中国通信

工业协会数字平台分会副会长

高泽龙表示，消费者对自动驾驶

技术的兴趣日益浓厚，特别是在

城市交通拥堵、长途驾驶疲劳等

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L3 级

自动驾驶能够提供更安全、舒适

的驾驶体验，满足市场对高科

技、智能化汽车产品的需求。

全面普及尚需时日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驾

驶自动化从 L0-L5按 6级划分：

L0级为驾驶员驾驶，L1、L2级分

别为驾驶员主导、系统辅助；从

L3 级别开始，车辆控制权逐渐

交由自动驾驶系统，L3 级为有

条件自动驾驶，L4 级为高度自

动驾驶，L5级为完全自动驾驶。

“L3级自动驾驶的优点主要

体现在 3 个方面。”中国民协新

质生产力委员会秘书长吴高斌

介绍说，一是减轻驾驶员疲劳。

在高速公路等特定场景下，L3
级自动驾驶可以接管车辆，让驾

驶员得到充分休息。二是提高

行车安全性。自动驾驶系统可

以实时监测周边环境，降低交通

事故的发生概率。三是提高行

车效率。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根

据路况自动调整车速和行驶轨

迹，减少拥堵现象。

“L3 级的最大价值在于，首

次实现‘由系统承担驾驶责任’

的历史性转变。”努曼陀罗商业

战略咨询董事长霍虹屹表示，在

L2 级及以下等级，驾驶员始终

是主控方，系统只是辅助；而 L3
级则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驾驶

任务可交由系统完成，驾驶员可

以真正“脱手脱眼”，这对改善驾

驶体验、提升安全性是一次质的

飞跃。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相关车

企纷纷加码 L3级自动驾驶并规

划了时间表，同时技术的进步也

使得 L3 级自动驾驶进入发展

“快车道”，但仍有难题待解。

“目前，L3级自动驾驶仍面

临技术稳定性、安全性、法规完

善性及消费者接受度等多方面

的挑战。”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

盟副秘书长袁帅说。

“L3级自动驾驶能否全面普

及，取决于两个关键条件：一是

法规环境的统一与完善，二是高

可靠、低成本的技术规模化能

力。”霍虹屹认为，当前 L3 级自

动驾驶更可能率先在高阶车型、

高价值场景中落地，如高端家用

车、高速通勤等，逐步“由点及

面”扩散。

中国投资协会上市公司投

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支培元也

认为当前 L3级自动驾驶的全面

普及仍面临挑战。技术方面，

极端天气、复杂路况等特殊场

景下，系统可靠性有待提高；成

本方面，高精度传感器等硬件

成本高昂，导致搭载 L3 级自动

驾驶的车型售价偏高，限制消

费者接受度。“此外，法规和伦

理问题也需进一步完善，如事

故责任界定等。因此，未来全

面普及尚需时日。”

展望L4级
目前 L3级自动驾驶尚处推

广初期，但已有企业开始布局

L4 级自动驾驶。例如，在长安

的系列智能化计划中，2028年将

实现全场景 L4 级功能；广汽则

计划到 2026 年年初，成为国内

首家稳步推进 L4级自动驾驶产

品规模化运营的车企。

“ 从 L3 级 到 L4 级 自 动 驾

驶，需要实现多方面的技术跨

越。”袁帅说，首先，L4级自动驾

驶需要更强大的传感器和更精

准的算法，以应对更加复杂多

变的道路环境和交通场景。其

次，L4 级自动驾驶需要实现更

高程度的自动化，几乎在各种

条件下都能实现自动驾驶，而

无需驾驶员干预。第三，L4 级

自动驾驶还需要解决事故责任

认定、车辆成本、保险风险评估

等关键问题。

“从 L3 级到 L4 级的跨越需

要多方面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涉

及环境感知、决策规划、冗余处

理等多个方面。这些技术的进

步和创新将推动自动驾驶技术

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实现 L4 级

乃至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高

泽龙说。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西安高

新区的主导产业之一，也是西安

高新区两个千亿元级产业之一。

近年来，西安高新区抢抓全

球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

网联化加速转型的发展机遇，锚

定“百万辆整车、千亿级集群”目

标，构建起“整车制造为核心、创

新研发为引领、全产业链协同”

的发展格局，积极打造新能源汽

车产业“智造硅谷”，推动新能源

汽车产业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成

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中

极具竞争力的重要一极，书写中

国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时代篇

章。

铸就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近年来，西安高新区紧盯汽

车产业转型“风口”，以“政府推

动+龙头带动+市场运作”模式，

运用投行思维、链式思维、增量

思维、闭环思维，深耕新能源汽

车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

体”生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动能强劲。

2024年，西安高新区新能源

汽车产量突破 107万辆，占陕西

省总量的89.3%、全国的8.3%，成

为全球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

基地。西安高新区动力电池、汽

车电子等关键配套产业同步扩

张，联合汽车电子、弗吉亚、延

锋、东风李尔、双英汽车等知名

配套企业落户，聚集汽车产业上

下游企业 180余家，产业规模约

2600 亿元，其中工业企业 80 余

家，产值约 2300亿元，服务及商

贸业企业 100余家，营业收入超

300亿元。

目前，西安高新区已形成涵

盖整车制造、电池材料、汽车零部

件、服务体系的本地化供应链，成

功跻身“千亿元级产业集群”行

列，为陕西省乃至全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引领产业发展潮流

创新是西安高新区汽车产业

的核心基因，更是高新区新能源

汽车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引擎。

据统计，目前西安高新区已

累计建成 20余家国家级、省级、

市级汽车产业创新平台，涵盖动

力电池、智能驾驶、底盘架构等

关键领域。

法 士 特 汽 车

传动工程研究院

突破高效变速器

技术瓶颈；芯派智

能电源电驱系统

创新中心推动电

控技术国产化；比

亚迪西安汽车及

零部件检测中心

构建起覆盖整车、

系统、零部件、材

料的全链条检测验证体系，成为

技术迭代的“硬核”支撑……

创新的关键在人才。近年

来，西安高新区创新“校招共用”

“订单式培养”模式，联合西安交

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建

立人才定向输送机制，形成“研

发有平台、转化有通道、成长有

空间”的创新生态，为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培育肥沃土壤。

构筑一流产业链生态

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的领

跑者。近年来，西安高新区充分

发挥比亚迪、法士特等链主企业

引领带动作用，聚焦汽车核心零

部件和关键增量部件两大重点

领域，实施“一企带一链”工程，

围绕链主龙头企业开展链式招

商，形成“整车制造-核心部件-
后市场服务”全链条闭环。

在补链上，北极雄芯、富特

科技、泰孚集团、杰华特等一批

项目落地西安高新区，有力补齐

了车规级芯片、电池、内饰、汽车

电子等核心零部件短板，比亚迪

新能源整车零部件本地配套率

达到60%，形成涵盖整车制造、电

池材料、汽车零部件、服务体系

的本地化供应链。

在延链上，西安高新区布局

新能源微网产业，落地奇点能

源、领充创享、麦格米特等项目，

构建“分布式电源+储能+能量转

换”新赛道。奇点能源在强链上

推动链主龙头企业实施智能化

技改，引入仰望U8、宋 Plus等高

端车型，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及中

科创达智能座舱基地，推动产业

向电动化+智能化“双轮”驱动升

级。

面向未来，西安高新区正以

全球视野谋划产业升级，聚焦智

能网联、氢燃料汽车、车规级芯

片等前沿领域，加快引进新整车

企业及核心部件项目，推动“三

电”系统、智能驾驶技术向国际

领先水平迈进，加快建设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高

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

强国贡献高新力量。

比亚迪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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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伟叶伟 通讯员通讯员 张静攀张静攀

西安高新区打造新能源汽车西安高新区打造新能源汽车““智造硅谷智造硅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