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绩高铁开始试运行

8 月 29 日， 列车乘

务员在宣绩高铁试运行

列车上欢迎乘客。

当日，宣绩高铁开始

试运行， 全线开通运营

进入倒计时。 宣绩高铁

地处安徽皖南山区，线

路自宣城站引出， 终至

绩溪北站， 是长三角城

际轨道交通网中的骨干

线路，正线全长 111.6 公

里， 设计时速 350 公里。

项目建成运营后， 对进

一步完善路网布局，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周牧 摄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迅速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未来出行的重

要载体，处于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引领着全球交通领域深刻变革。

“‘车路云一体化’作为这一变革中的关键，对于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落地至关

重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李克强

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届沈阳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表示， 今年前 5 个月我国 L2 级乘用车占

有率超过 50%，L3 级进入准商业化阶段，L4 级示范规模正在持续扩大， 智能驾驶、“车路

云一体化”有望加快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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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路云一体化”规模应用提速

权威发布

中国人民银行：

坚持支持性货币政策立场

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消息，近日，中国人民

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主持召开两会代表委

员、专家学者及金融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分析研

究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听取相关意见建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宏观政策力度进一步

加强，一系列扩内需、稳预期、防风险的政策举

措相继出台， 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我

国经济基本面是稳健的。 与会代表还就如何提

振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 稳预期强信心、

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保持金融机构健康

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潘功胜表示， 今年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稳

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精准有效， 在 2 月、5

月、7 月先后三次实施了比较大的货币政策调

整，有力支持经济回升向好。 下一阶段，中国人

民银行将落实好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宏观政

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的要求，继续坚持支

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 加强逆周期调节， 综合

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 同时，研究储备增量政策举措，增

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 支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 （罗知之）

商务部：

将指导有关地区

全面推进实施“两张清单”

8 月 30 日，国新办就《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举行发布会。 会上，商务部

副部长李飞表示，下一步，将指导有关地区，全

面推进实施“两张清单”，持续优化外资企业服

务，力争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各

类企业营造更加高效便利的准入环境。

李飞介绍，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属于国民待

遇的一部分， 适用于境内外各类经营主体。 外

资准入负面清单属于外商投资管理的范畴，仅

适用于境外投资者。 此前， 这两张清单在调整

中已经做到了紧密衔接。

李飞还表示， 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

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高地， 改革发展基础好，

外商投资活力足， 适用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更

短，开放程度更高。 在市场准入方面，海南自由

贸易港等地区在全国统一的清单基础上， 实施

放宽市场准入的特别措施。 （孙红丽）

市场监管总局：

上半年查办网络

不正当竞争案件 2157 件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4 年上半年，各

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 6076 件，

其中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 2157 件。 8 月 27 日，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价监竞争守护行动工作推进

会暨规直打传工作座谈会在辽宁大连召开。

会议指出，2024 年上半年， 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聚焦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解决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扎实推进价格监督检查和反

不正当竞争守护行动，取得积极成效。 反不正当

竞争专项执法稳步推进，组织开展“你拍我查”活

动， 聚焦医药领域商业贿赂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发布《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加快推进反

不正当竞争法修订。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深入

开展，聚焦重点行业、重点收费主体持续开展执

法检查， 发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合规指

南》，建立涉企收费监测点 4225 个。

会上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上半年，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 6076 件，比去

年同期增长 29.8% ，罚没 3.78 亿元 ，其中网络

不正当竞争案件 2157 件 ，占 35.5% ；检查涉企

收费单位 4.48 万家，立案 1253 件，督促退还违

规收费 3.93 亿元。 （孙博洋）

“车路云一体化”建设升温

今年 7 月初， 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5 部门发布《关于公布智能网联

汽车“车路云一体化 ”应用试点城

市名单的通知》，确定北京、上海、

深圳、广州、武汉、重庆等 20 个城

市（联合体）作为首批“车路云一体

化 ”应用试点城市，以加快形成全

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车路云一体化”是指在车路协

同的基础上引入云端和其他支撑

平台，通过利用地图、气象等平台

信息实现更安全可靠的自动驾驶，

是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方案 ”产业

化落地的关键 ， 同时也是智慧交

通、智慧城市的重要解决方案。 不

少人形象地称之为“聪明的车 + 智

慧的路 + 强大的云”的互相协作。

此前， 北京已发布近 100 亿元

“车路云一体化”新基建项目规划；

武汉“车路云一体化 ”重大示范项

目获武汉市发改委批准，备案金额

达 170 亿元。 同时，深圳、福州、沈

阳等地相关项目或获得审批，或已

开启招标。

应用试点城市名单发布后 ，

“车路云一体化”建设进一步升温。

7 月中旬， 长春市宣布计划未来 3

年投入 127 亿元，进行“车路云一体

化”建设，全面打造交通枢纽、城市

道路、快速路、高速公路等典型示

范应用场景。 7 月下旬，总投资额高

达 11.95 亿元的广州北部湾区（花

都）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

应用试点项目获批。 8 月 21 日，均

胜电子披露 ，将为宁波高新区“车

路云一体化 ” 项目提供 5G—V2X

网联产品。

在政策和资金的加持下，我国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正在实现

新突破。“当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

测试示范大量开展，各个地方依托

示范区建设，完善路云包括交通信

息在内的基础设施，正在形成‘车

路云一体化’落地的实践案例。 ”李

克强说。

应用仍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车路

云一体化” 应用试点加快推进，但

仍面临多重挑战。“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城市参与程度越来越深，车企参

与程度却比较浅。 ”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坦言，

“没有车企参与的车路云， 就使得这

个产业功能出现短板。 ”

“智能网联汽车是一个高新技

术产品，而高新技术产业化应该具

备两个条件 ， 技术闭环和商业闭

环。 有技术闭环未必有商业闭环，

但是没有技术闭环一定没有商业

闭环。 ”智能网联汽车迄今为止尚

未形成商业闭环，在他看来主要有

两大原因。 一方面，当前“车路云一

体化 ”及示范仍在初级阶段，系统

以单车智能为主，车企数据尚未接

入，也未能接收。 没有实时数据，技

术上就不能形成闭环。 另一方面，

当前绝大部分“车路云一体化”系

统仍为烟囱型架构，未实现分层解

耦、跨域共用。

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智能

驾驶高级总监付斌认为，当前在推

进“车路云一体化 ”过程中实际存

在 4 个问题。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

“碎片化”，难以支撑自动驾驶技术

和网联功能的规模化示范应用；其

次， 大量基础设施投入建设成本高，

企业深入参与资金压力大，商业化前

景不明朗；再次，跨行业的系统兼容、

技术标准的统一尚待解决，缺乏与新

技术新产品应用相配套的法规和制

度；最后，各企业间的数据开放程度

不高，难以支持示范应用。

数据是“车路云一体化 ”可持

续的重要驱动因素。“车路云能够

使数据进一步汇聚，让数据变成资

产，得到分级、分类地挖掘和运营，

这是‘车路云一体化 ’实现商业回

报的关键。 ”张永伟同时指出，政策

和标准也是“车路云一体化 ”落地

和广域应用的重要保障，既需要国

家部委制定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围

绕车路云众多的场景，比如公交场

景 、市政场景 、高等级车辆上路的

场景 ，由地方来推进政策 、标准和

法规的创新。

多方合力破解难题

今年 2 月 27 日，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发布《车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产值增量预测》报告。 报

告称，车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产值增量主要来自 4 个部分：

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化路侧基础设

施、云控平台和基础支撑。 在中性

预期情景下， 预计到 2025 年、2030

年，车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产值增量为 7295 亿元、25825 亿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8.8%，行业

潜力巨大。 有专家表示，这样的基

础建设投资力度堪比高铁项目，加

快其产业化落地有利于推动我国

经济增长。

“‘车路云一体化’ 的建设与发

展，前提在于坚定的战略共识和持

续的学习能力。 ” 张永伟表示，当

前，城市在试点推进过程中遇到很

大阻力，即在有车、有路、有云跨行

业跨领域试点中，体现了协调和组

织的难度。 做单项的事情相对容

易，做一个系统的工程就变得非常

困难。 因此，在试点工作中首先必

须解决对车路云认识的落差问题，

解决推进这样一个新质生产力需

要构建的体制机制问题。

专家们还表示，“车路云一体

化”的定位不仅不应局限于汽车产

业本身 ， 更应将其视为一种新型

基础设施体系， 与交通、 城市管

理、 应急响应等多领域深度融合。

通过构建“车路云一体化”平台，实

现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这将极大

地提升城市交通管理水平和社会

治理效率。 （杨忠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