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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 
应用试点及对我区的发展建议 

 

“车路云一体化”是指通过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将

人、车、路、云的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融合为一体，实现智

能网联汽车交通系统的安全、节能、舒适及高效运营的信息

物理系统1。目前，各地纷纷开展相关技术落地应用，产业发

展前景广阔。 
                                                              
1 国家智能网联车企创新中心：《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规模建设与应用参考指南（1.0 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4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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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体系建设 

2024 年 1 月，我国提出“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战略，随

着五部委在 2024 年 7 月发文2确定 20 个城市（联合体）为应

用试点城市，“车路云一体化”迎来产业规模化建设和应用

的关键时期3。 

（一）为什么开展应用试点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截至 2023 年底，

我国共建设 17 个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7 个车

联网先导区、16 个智慧城市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

城市4，国内智能网联汽车已进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

发展的关键时期，“车路云一体化”被认为是推动智能网联

汽车规模化应用的关键所在。“车路云一体化”建设处于初

期探索阶段。各地“车路云一体化”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

未能搭建形成完备的系统架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碎片化”

现象，难以支撑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和网联功能的规

模化应用，有必要通过“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大力推

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如何开展应用试点 

“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以“政府引导、市场驱动、

统筹谋划、循序建设”为基本原则，推动建成一批架构相同、

标准统一、业务互通、安全可靠的城市级应用试点项目，具

体包括以下建设内容5。 

                                                              
2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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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联通装函〔2024〕181 号） 
3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车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产值增量预测（2025/2030）》 
4 中国政府网：《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将试点》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的通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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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夯实“车路云一体化”发展基底 

智能化路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交通信号机和交通

标志标识等联网改造，实现联网率 90%以上；重点路口和路

段同步部署路侧感知设备和边缘计算系统。蜂窝车联网终端

装配率提升方面，蜂窝车联网（C-V2X）技术是能保证低时

延和高可靠性能的车联网专用无线通信技术，试点运行车辆

应 100%安装 C-V2X 车载终端。建立城市级服务管理平台方

面，建设云控基础平台，实现与车端设备、路侧设备、边缘

计算系统和其他交通、城市管理平台的安全接入和数据联

通；建设或复用城市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监测平台。高精度地

图安全应用探索方面，鼓励开展北斗高精度位置导航应用；

开展高精度地图应用、众源采集及更新、高精度位置导航应

用等先行先试和应用试点等。 

2．健全“车路云一体化”应用保障体系 

一是完善标准及测试评价体系，构建“车路云一体化”

场景数据库，提升智能网联汽车的模拟仿真、封闭场地、实

际道路等测试验证能力，推动形成相应的测试评价体系。二

是建设跨域身份互认体系，健全 C-V2X 直连通信身份认证

基础设施，建立路侧设备和车辆接入网络的认证机制，支持

跨车型、跨城市互联互认互通。三是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能力，确保自动驾驶系统在激活状态下遵守道路交通相关法

律法规；建立交通违法、交通事故、安全员异常干预等安全

事件研判机制等。四是探索新模式新业态，明确“车路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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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应用试点的商业化运营主体，支持新型商业模式探索；

鼓励数据要素流通与数据应用。 

（三）应用试点如何规模化 

为推动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技术落地与规模

应用，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通

过统一的架构设计，推动城市级建设、城市群“连片”基础

设施建设，打破“碎片化、烟囱式”的“单点”部署，实现

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应用实践。二是强调车、路、云、网、

图、安全等各环节统筹协调发展，突出“网联赋能”加持作

用，从场景上覆盖协同预警、协同驾驶辅助、协同自动驾驶

等不同等级的网联化功能应用。三是拓展试点应用场景，鼓

励在限定区域内开展智慧公交、智慧乘用车、自动泊车、城

市物流、自动配送等多场景应用试点。四是进一步明确组织

机制，建立地方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应用试点协同工

作机制，明确“车路云一体化”试点的建设运营主体，探索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等商业模式。 

二、国内试点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一）加快智能网联汽车发展速度 

北京市基于大模型生成道路、车辆、人流、天气等仿真

数据，加快自动驾驶仿真训练，优化车路云网一体化技术路

线，探索 FSD、ASD6等单车智能技术，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

车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上海市加快研发车载感知、驾驶决策、

主被动交互、协同控制、区域信息融合等核心技术，在特定

                                                              
6 FSD、ASD 分别为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和华为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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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开展 L4 自动驾驶示范。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和

内生安全关键技术研究，推动应用示范与标准体系建设。 

（二）加快建设车路云基础设施 

江苏省无锡市将智能网联道路建设分为基础、中级、高

级三个等级，每个等级按照相应的应用场景按需配备交通运

行状态监测、道路桥梁监测传感、路侧计算等设施，对城市

道路进行智能网联化改造。北京市路侧基础设施改造部署了

至少包括电警/卡口、鱼眼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边缘计算、

路侧通信设备等设施，道路交通流量大、非机动车和行人复

杂的路口按需配置激光雷达，加快路侧基础设施建设。四川

省成都市打造公交信号优先的首条车路协同示范道路，依托

智慧灯杆挂载视频 AI 设备对公交车辆运行状况进行监测，

结合路口信号配时，高峰期实行“绿灯延长”或“红灯早断”

的信控策略，保证主要进口道的公交车优先通过。 

（三）加快打造车路云管理平台 

北京市统筹车、路、云、网、图五大要素，依托高级别

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融合车载传感器、路侧视频设备、高

精度地图、交通管制信息、天气环境等多源数据，构建交通

大模型平台，精准预测交通流量及拥堵情况，优化交通信号

灯控制机制，做好车辆出行路径的动态规划与交通引导。湖

北省武汉市构建集开放测试、封闭测试、仿真测试“三位一

体”的公共测试平台，并基于车城网、安全监管、交管平台

的互联互通实现环境全面感知和车城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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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拓展车路云应用场景 

海南省统筹旅游公路智能化建设，发布了两批测试和示

范应用道路，实现博鳌东屿岛车联网试点等不同场景测试示

范。以 2023 年环岛旅游公路建成为契机，打造自动驾驶环

岛旅游公路，形成“点—线—块—面”的车联网发展布局。

湖南省长沙市通过开发智能网联信号优先算法实现公交优

先通行功能。通过沿线 26 个路口智能信号机与路侧单元对

接，以及优先通行算法，打造智慧公交线路示范场景。此外，

长沙还支持基于省、市两级开放测试道路，创新开展自动驾

驶重卡、出租车的高速测试示范。 

三、我区发展“车路云一体化”对策建议 

一是加强“车路云一体化”核心技术攻关。利用我区在

汽车电子电气架构、汽车整车控制器、车身控制器等方面的

研究优势，推进在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智能座舱系统、车联

网系统等方面科研能力建设，解决关键技术难题。二是加强

规模化车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依托柳州车联网一期项目建设

经验，加快车联网智能路侧感知、智能网联、车联网数据中

心及公共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扩大建设覆盖范

围，加速推进我区“车路云一体化”建设步伐。三是加强产

学研多主体合作交流。推进广西科技大学、广西汽车研究院、

上汽通用五菱等合作，实现产学研融合的协同创新。积极引

入国家级科研创新机构和国内车联网重点企业，立足技术创

新、产学研转化、生态培育三个方面，加快推进我区“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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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一体化”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四是加强区域联合体合

作建设。基于北部湾城市群的合作基础，聚焦“车路云一体

化”区域联合体建设蓝海，共建自动驾驶示范区，凝聚高质

量发展强大合力，推进我区“车路云一体化”发展进程。 

 

（执笔人：黄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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