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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大勇

6月4日，全国标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公示《关于征求<智能网

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

求>拟立项强制性国家标准项

目意见的公告》。这意味着L2级

辅助驾驶的强制性国标的落地已

是板上钉钉。

专家表示，国家标准为L2级

辅助驾驶系统设定最低安全门

槛，意味着所有车企在设计和生

产相关产品时，都必须达到这一

基本的安全标准。这不仅有助

于规范市场秩序，防止低质量、

不安全的产品进入市场，还能显

著提升整体道路交通安全水平。

国标实施迫在眉睫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

市场信息联席会分会此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国

内新能源乘用车 L2级及以上的

辅 助 驾 驶 功 能 装 车 率 达 到

66.3%。随着技术成熟以及相关

法规逐渐完善，辅助驾驶在向低

价市场渗透。

伴随 L2级辅助驾驶技术的

普及，部分车企在进行智驾宣

传时夸大其词，模糊辅助驾驶

与自动驾驶概念，将辅助驾驶

包装成自动驾驶进行宣传，误

导了消费者，导致悲剧发生。

尤其是今年 3 月底发生的小米

高速公路碰撞致 3人死亡事故，

引发全社会关注。

“当前，辅助驾驶市场存在一

些问题，如不同车企的技术水平

差异大、安全标准不统一等，这为

消费者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随着技术的成熟和相关法规的逐

渐完善，实施L2级辅助驾驶国标

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城市发展

研究院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袁帅认为，国标的实施

能够规范市场秩序，确保所有车

企生产的辅助驾驶系统都达到一

定的安全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权

益。同时，国标还为技术创新提

供明确的方向，推动行业朝着更

加安全、可靠的方向发展。如果

不及时实施国标，随着低价市场

渗透率的提高，可能会出现更多

因安全性能不达标而引发的事

故，对消费者和整个行业都将造

成不利影响。

“普及本身并不等于安全，甚

至可能在没有标准规范的条件下

诱发过度依赖。一旦车主对系统

功能误判，认为辅助驾驶等同于

自动驾驶，将极大增加安全风

险。”知名商业顾问霍虹屹坦言，

技术普及的速度必须有法规规范

同步配套，否则就是“跑得快的车

没有刹车”。因此，L2国标的出

台，不仅是对行业现状的回应，更

是对未来潜在风险的预防。

“技术的快速普及若缺乏相

应法规约束，易出现鱼龙混杂的

局面。低价市场消费者对价格敏

感，若车企为降低成本在安全上

打折扣，后果不堪设想。”眺远咨

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承远表

示，国标的实施可以及时规范市

场，确保低价车型的辅助驾驶功

能同样安全可靠，避免因安全标

准不一致引发的市场混乱，保障

消费者权益，引导行业有序发展，

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持续扩张奠定

坚实基础，由此实施国标迫在眉

睫。

需强化安全监管

据了解，该标准计划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提出，委托全国汽车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能网联汽车

分会执行，项目周期为 22个月，

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中国汽车技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等。

根据公示，本标准适用于装

配了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M和N
类汽车。本标准规定了组合驾驶

辅助系统的通用技术要求，主要

包括运动控制能力、驾驶员状态

监测、驾驶员干预、系统边界及响

应、系统探测能力、系统安全性要

求、功能安全等方面，并规定相应

的审核要求，明确典型工况的试

验方法。

“国家标准的实施对于保障

道路交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北

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

为，通过设定统一的安全标准，可

以确保所有搭载 L2级辅助驾驶

系统的车辆在关键安全性能上达

到一致水平，从而减少因系统缺

陷或不足而导致的交通事故。

“当前，L2级功能在量产车

中快速普及，但技术路线、功能定

义和安全冗余缺乏统一规范，部

分企业为降低成本弱化安全设计

（如传感器配置、算法鲁棒性）。”

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表示，L2
级辅助驾驶强制国标的确立，可

倒逼企业提升安全基线，避免因

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事故风险

差异。例如，国标可规定传感器

最低配置和算法验证场景，确保

功能在典型场景（如跟车、车道保

持）中的可靠性。“长期看，统一的

安全门槛有助于建立消费者信

任，推动技术健康迭代，而非陷入

‘配置军备竞赛’忽视本质安全。”

“这将强制车企达到统一的安

全基准，减少因性能缺陷或误导宣

传导致的事故。同时，标准通过覆

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研发、测试、生

产），可推动行业技术升级和测试

设备完善，间接提升整体道路安全

水平。”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理事

会常务主席支培元说。

L3还有多远

随着 L2级辅助驾驶强制国

标的落地已成定局，业界对于L3
级自动驾驶国标何时落地充满期

待。

“当L2级辅助驾驶的安全框

架逐渐清晰后，L3级自动驾驶国

标的推进进程确实有可能会加

速。”王鹏表示，L2级辅助驾驶作

为 L3级自动驾驶的前置技术阶

段，其安全框架的清晰为L3级自

动驾驶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和依据。

“随着L2级辅助驾驶技术的

成熟和安全性能的提升，公众对

于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的信心

和接受度也会相应提高，这将为

L3级自动驾驶的立法创造更加

有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同

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可能会基

于L2级辅助驾驶的经验和教训，

加快L3级自动驾驶的立法进程，

以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更快

发展。”王鹏说。

然而，也有专家认为L2级辅

助驾驶对于 L3级自动驾驶的推

动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会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但

L3级自动驾驶立法进程受多因

素影响。”高承远表示，L3级自动

驾驶涉及更复杂的交通场景、伦

理道德考量以及跨部门监管协调

等问题。尽管 L2级国标实施会

加速各方对自动驾驶安全规范的

探索，但L3级立法还需综合考量

技术成熟度、社会接受度、基础设

施配套等多方面因素，需稳步推

进，不可一蹴而就。

“L3的关键转折在于责任主

体从人转向系统，而这需要更清

晰的法律、伦理和监管框架支

持。在 L2标准逐步形成行业共

识后，相关部门将更具备制定L3
规则的现实基础和实践经验。换

言之，L2标准是行业‘从实验走

向制度’的前奏。只有打好了根

基，L3才有可能更快落地。”霍虹

屹说。

LL22级辅助驾驶强制国标落地成定局级辅助驾驶强制国标落地成定局

本报讯 （记者 张伟）近日，记者

从 2025阿里云中企出海峰会深圳站

获悉，小鹏汽车和阿里云继在国内全

方位合作之后，也在海外展开深度合

作，依托阿里云全球基础设施与领先

的AI能力，小鹏汽车正加快构建适配

海外市场的技术体系。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成为“出海”

新主力。小鹏汽车深耕欧洲市场，同

步推动东南亚、中东非等海外市场的

发展。今年第一季度，小鹏汽车海外

销量登顶新势力出口第一，海外销量

同比增长370%。

为支撑快速扩张的海外市场，小

鹏汽车与阿里云合作实现关键业务系

统的全球快速部署，保障海外业务的

上线速度和可用性。

据介绍，阿里云国内外一致的服

务协同及本地化团队，为小鹏汽车海

外重大项目提供贴身驻场支持。得益

于此，小鹏汽车“出海”开服速度提升

100%，研发运维效率提升80%。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云的全栈AI

优势正助力小鹏汽车加速构建海外技

术体系。基于阿里云灵骏智算，小鹏

汽车建成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万卡规模

智 能 计 算 集 群 ，算 力 储 备 高 达

10EFLOPS，集 群 利 用 率 峰 值 达 到

98%，并建立秒级故障发现和处置的

高可用容灾体系。该集群使小鹏汽

车“云端模型工厂”迭代周期平均缩

短至 5天，支持大模型快速迭代。目

前，小鹏汽车正推进 720亿参数规模

模型的训练与优化，构建支持预训

练、后训练、模型蒸馏及车端训练的

全流程闭环。其中720亿参数规模世

界 基 座 模 型 ，具 备 更 强 长 链 推 理

（CoT）能力，最新一代大模型成果已

搭载在小鹏G7上。

小鹏汽车副总经理、全球基础设

施负责人谭蔚华说：“我们和阿里云一

起构建了中国和海外之间的技术框

架，中国和海外的技术架构是一体的，

这样可以快速地把国内的研发团队复

制到全球，在不同的地方开服及开展

其他业务都能很快地应用。”

小鹏汽车小鹏汽车““牵手牵手””阿里云阿里云
加快建设海外技术体系加快建设海外技术体系

6 月 26 日，宇通客车出口中亚地区的

第1万台车辆在河南省郑州市宇通新能源

厂区海外承装车间正式下线。目前，宇通

是中国出口中亚市场最多的客车品牌，也

是中亚市场最大的新能源客车供应商。

上图：工作人员在宇通新能源厂区海

外承装车间作业。

下图：当日宇通客车出口中亚地区的

第1万台车辆在河南省郑州市宇通新能源

厂区海外承装车间正式下线。

新华社记者郝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