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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能路云融合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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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路云一体化”展开试点

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智能网联
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
知》），宣布将从2024年至2026年开展“车路云一体化”
应用试点。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试点重点聚焦和解决行
业发展难点痛点，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与信息技术、
能源、交通管理等多领域深度融合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
战略契机。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经过多年探索发展，形成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但也面临着不少行业痛点。工信部副部长
辛国斌表示，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上，车路协同还不够充
分，“过去有一些传统思路，就是希望把车端打造为全能
的，所有问题都希望通过车端来解决，中国提出实施车路
云协同发展思路，该由车端解决的问题通过车端解决，该
由路端解决的问题由路端解决，该由云端解决的问题由
云端来解决。”

相较于单车智能技术路线，“车路云一体化”可实现车
辆行驶和交通运行安全、效率等性能综合提升，已成为我
国重要的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方向。2023年7月，《国家车
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2023版）》
发布，提出要以智能网联汽车为核心载体和应用载体，牵
引“车-路-云”协同发展；11月，《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
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12月《自动驾驶
汽车运输安全服务指南（试行）》印发，推进汽车智能网联
的政策组合正在快速搭建，为高级别自动驾驶规模化、商
业化应用提供有力支撑。

新能源车将成“移动充电宝”

在汽车与“路网”“云网”加快融合发展的同时，汽车
与能源网的深度融合也在提速。1月4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
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向社会发布。业内专家认为，新
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将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
力系统构建，并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指出，新能源汽车通过充换电设施与供
电网络相连，构建新能源汽车与供电网络的信息流、能量
流双向互动体系，可有效发挥动力电池作为可控负荷或
移动储能的灵活性调节能力，为新型电力系统高效经济
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业内专家表示，新能源汽车不仅有运输的功能，还是
一种储能的工具。“过去电网只能通过充电设施给电动汽
车充电，利用不了电动汽车移动储能的功能。”中国电动
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说，车网互动可以
实现两头受益，“我国现在的存量电动汽车已经达到
2000多万辆，可以在用电高峰期给电网供电。因此电动
汽车就相当于移动的虚拟电厂，为电网增加了能够参与
调节的移动电源，丰富了电网调节能力；另一方面，车主
将电动汽车里的电通过充电桩卖给电网，也可以获得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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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使
得汽车、能源、信息、交通产业进
入深度融合阶段。近期政策的
密集发布表明，新能源汽车正在
从“单兵突进”发展到“多业协
同”，“车能路云”产业融合生态
加速建立。相关研究机构报告
指出，2030年“车路云一体化”
相关市场规模将超14万亿元。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新
能源汽车作为一个装载电池的智能化产品，储能是其很
重要的功能和发展方向。车网互动对电网的平稳发展，
对我国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将有很大
促进作用。

《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国车网互动技术标准
体系初步建成，充电峰谷电价机制全面实施并持续优化，市
场机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加大力度开展车网互动试点示
范，力争参与试点示范的城市2025年全年充电电量60%以
上集中在低谷时段、私人充电桩充电电量80%以上集中在
低谷时段，新能源汽车作为移动式电化学储能资源的潜力
通过试点示范得到初步验证。

产业融合孕育新商业模式

早在2023年11月，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
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进一
步明确，对经过试点实证的自动驾驶和“车能路云”融合的
先进技术和产品、可行方案、创新机制，支持推广应用。而
近期发布的《通知》《实施意见》则将进一步推动“车能路云”
融合商业化落地。

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车安全研究员薛强表示，
规模化示范应用的开展，标志着智能网联汽车从封闭园区、
封闭道路示范和测试阶段，正式迈向实际道路指定区域的
试点应用阶段，“我们距离建设全域大规模智慧交通、智慧
道路、智慧城市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蘑菇车联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磊表示，本次试点明
确建设智能化路侧基础设施，是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领域的又一项历史性创新。他认为，通过各项先进技术的
广泛应用，以及路侧设施的高度智能化和联网化改造，实现
了车路协同的高效运行环境，将推动智能交通产业升级，奠
定数字城市建设与未来出行方式变革的基石。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通知》要求明确“车路云一体化”
试点的商业化运营主体，探索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模
式，支持新型商业模式探索，这对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产业
链上下游协同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孕育至关重要。

随着“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落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
市场增长空间有望大大拓宽。根据赛迪前瞻产业研究院报
告《数据驱动时代 “车路云一体化”加速自动驾驶商业化
进程》，2022年中国智能网联车市场规模近6000亿元，
2030年有望突破5万亿元，“车路云一体化”相关市场规模
超14万亿元。

在“车网互动”方面，《实施意见》明确，鼓励针对居民个
人桩等负荷可引导性强的充电设施制定独立的峰谷分时电
价政策，并围绕居民充电负荷与居民生活负荷建立差异化
的价格体系，力争2025年底前实现居民充电峰谷分时电价
全面应用，进一步激发各类充换电设施灵活调节潜力。

崔东树相信，随着后续出台居民充电峰谷分时电价政
策，低谷电价足够便宜，“车网互动”能够成功大规模推广。

在推进“车网互动”的过程中，充电桩的改造也是一个
重要影响因素。目前的充电桩仅有单向充电功能，不能实
现双向充放电。《实施意见》要求，大力推广智能有序充电设
施，原则上新建充电桩统一采用智能有序充电桩，按需推动
既有充电桩的智能化改造。

《实施意见》明确，初步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鲁、川
渝等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开展车网互动规模化试点示范，
力争2025年底前建成5个以上示范城市以及50个以上双
向充放电示范项目。 据经济参考报

“车路云一体化”重庆样本雏形初显
数据显示，2023年重庆汽车产量全国第二，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37%。

当前重庆打造世界级的万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上半场是新能源化，下半场则是智能网
联，核心在于生态体系的建设和打造。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公维洁表示，重庆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态势良好，她注意到很多企业已在此落户，重
庆已初步形成了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生态。

重庆正组织实施汽车核心软件，高端器件与芯片，人工智能等重大重点专项，布局攻关操作系统，车归集芯片，自动驾驶智能
网联汽车关键技术。去年12月发布的28个揭榜挂帅项目中，智能网联汽车占5项。同时，重庆还在积极构建示范应用，推动国家车

联网先导区，西部自动驾驶开发测试与示范运营基地等示范区建设，依托政策先行区优势，率先开展无人驾驶汽车商业化运营。此外，
重庆建成研发测试法规认证，监督检验全链条协同的测试评价体系。目前，重庆已形成以长安为龙头、赛力斯等10多家整车企业为配套、上

千家配套企业为支撑的“1+10+1000”优势产业集群，具有完整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相关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2041万辆，其中2023年全
年新注册登记743万辆。

截至 2023 年 12 月，全
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
859.6万台，同比增加65%。

我国已成立17个国家级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7
个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路侧
基础设施建设超过8500套，
5G基站开通超过300万座。

2023年前装车路协同技
术C-V2X已超过30万辆，
2024年新车基本都会配备联
网通讯模块。

能
端

路
端

网
端

商报图形 秦刚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