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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抢滩”万亿市场新蓝海 智能驾驶商业化落地按下“加速键”

本报记者 于典 张家振 上海报道

“到 2025 年，本市初步建成国

内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

体系，产业规模力争达到 5000 亿

元。”为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上海

市提出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培育发

展目标，并推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日前印发的《上海市加快智能网联

汽车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上海市将立足

于打造新空间格局，拓展协同互补

的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空间，其中包

括高起点规划建设临港高等级自

动驾驶示范区，多维度支持打造嘉

定智能网联汽车完整生态圈和打

造协同互补的智能网联汽车创新

发展集群等。

在上海市等地大力抢占智能

网联汽车发展先机的同时，威马汽

车和华人运通旗下的高合汽车（高

合 HiPhi）等多家“造车新势力”也

在大力布局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等

技术研发和应用工作。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 2022 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采访了解到，威

马汽车携旗下威马W6在上海金桥

智能网联测试示范区进行了全新

自动泊车技术 AVP 的首秀。威马

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沈晖

表示：“威马汽车始终与上海市人

民政府、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保持紧密合作关系，为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事业贡献

力量。

本报记者 夏治斌 石英婧 上海报道

日前，飞凡汽车官宣其全栈

自研的 RISING PILOT 全融合高

阶智驾系统正式落地，并将在 10

月随飞凡 R7 一同交付给用户。

据悉，上述智驾系统是由飞凡智

驾团队的 500 多位研发人员历时

900 余天，从 0 到 1 攻坚克难完全

自主研发而成。

飞凡汽车在智能驾驶领域的

布局，只是当下行业的一个缩影。

在“新四化”（智能化、电动化、共享

化、网联化）的行业浪潮下，自动驾

驶行业迎来发展的风口期。国家

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相关政策、规

范、标准以及行动方案，从战略层

面推动行业的发展。

资本圈也在关注着智能驾驶。

“当下特定场景的无人驾驶开展得

如火如荼，特定场景无人驾驶商业

化路径大致经历去人、常态化运营、

单车效率提升、场景运营效率提升、

公司综合经济效益提升的环节。今

年矿山已经有公司实现了去安全

员，进入去人后常态化运营测试以

及提升单车运营效率测试，无人物

流小车、港口有些实现了去人化，也

有些实现了半去人化。”

日前，在由上海辰韬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韬资本”）

主办，中信证券、投中网、盖世汽车

协办的“2022 智能驾驶商业化落

地与产业发展趋势主题研讨会暨

项目联合路演”活动上，辰韬资本

董事长林新正如是说道。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此

次路演活动共吸引了70家投资机

构参与，9家国内头部的智能驾驶

公司参加项目演示，其中大部分垂

直行业应用建立了营利模式，已逐

渐开始营收变现，个别创业项目即

将进入上市辅导阶段，直冲IPO目

标。这也意味着，行业未来的“独

角兽”竞逐已开始。

伴随着智能驾驶产业发展突

飞猛进，从传统车企、智能驾驶初

创公司到出行公司及科技企业，

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相关从业者涌

入市场，这也引发了新一轮创业

投资的巨大热情。“原计划定向邀

请20至30名投资机构的朋友，但

没想到感兴趣的投资圈朋友有这

么多，实际上到场的投资机构共

70 家。”在当天的路演活动现场，

林新正笑称。

随着智能驾驶在越来越多特

定场景里的商业化落地，也越来

越受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资

者的高度关注，该赛道也迎来第

二轮投资热，资本持续助力。

辰韬资本合伙人郭晓斌在研

讨会上通过《新形势下关于智能驾

驶赛道的投资复盘与前瞻》的主题

分享透露，辰韬资本坚持独立判

断，以终为始，一开始就对各种不

同场景进行了深度的研究，并选定

容易率先实现商业落地的场景进

行投资布局或参与企业孵化，在港

口、矿山、末端配送等领域的投资

及投后服务都取得了不俗的口碑。

据郭晓斌透露，辰韬资本选择

的时间点不算是智能驾驶投资的

第一波机会，而是第二波机会。

2015年前后，智能驾驶赛道萌芽兴

起，当时引起一股投资热潮。辰韬

资本这个阶段轻度参与，更多是观

察思考，寻找更适合的切入角度。

“直至 2018 年到 2019 年，特别是

2019年，无论是技术落地还是商业

转化层面，智能驾驶行业都取得不

小的突破。辰韬资本在第二波正

式进入，选择这个时间点，我们认

为是非常好的机会。”

记者了解到，辰韬资本目前

已收罗智能驾驶八大应用场景中

半数以上的行业，每个垂直行业

均有投资标杆创业项目，而这只

是抢先布局产业链的第一步。据

悉，辰韬资本未来还将着眼延伸

智能驾驶产业链，构建头部资本

培育下的产业生态群。

郭晓斌分析称，智能驾驶垂

直领域的机会窗口巨大。“去年一

年快递和即时配送等订单数上千

亿，如果实现 50%的无人化，也有

小几千亿的市场。其他各个垂直

领域也都在千亿规模以上，加起

来也是万亿市场。”

而在盖世汽车创始人周晓莺看

来，智能驾驶领域市场空间广阔，但

真正落地仍有难度，在国家政策加

持下，初创公司仍需将产业资源与

资本高质量对接，由资本为企业提

供权威、及时的资本市场服务，二者

相互扶持、相互赋能、共同进步。

林新正表示，现在国内创业

公司估值比国外要高，原因是国

内的资本市场，每一波新兴产业

在二级市场都会有一次比较明显

的估值溢价兑现的机会，这个估

值溢价比国外要高出许多。“因而

国内投资新兴产业时可能估值会

比较高，初看比较贵，但是真正选

对赛道以后，投资收益仍十分可

观，这可能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阶段有很深层次的关系。”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驾驶的

商业化现状及展望》主题对话环

节，6位来自智能驾驶一线的企业

家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谈了智能

驾驶落地现状，以及对智能驾驶

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对各自所在

的智能驾驶场景相比其他领域，

在实际的商业化落地中的优势及

难点进行了阐述。

上述出席嘉宾普遍认为，目

前智能驾驶商业化已经处在黎明

看得见曙光的阶段，但还存在一

些障碍和困难需要克服，如在商

业上，车的成本、运营的成本如何

比人更低。此外，也非常需要标

准和法规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但郭晓斌认为，这

恰恰对智能驾驶是非常好的时机，

各个不同的细分赛道都迎来广泛

关注，融资市场上也获得非常好的

成绩。“当前，各家企业非常注重商

业化落地的时间表，更加务实。部

分企业甚至考虑未来一两年上市，

投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将对企业

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和务实的期

待，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规律。”

智能驾驶赛道备受资本青睐

实际上，2022 年，我国自动驾

驶技术已经走过科学期、技术期，

正在向产品期过渡，不同场景的应

用也正加速落地。全无人化商业

化运营也从单个城市、单个区域的

试点，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矿山、

港口等限定场景的商业化落地应

用方兴未艾。

记者注意到，在上述路演活动

中，包括港口、矿山、干线、清扫、末端

配送等细分赛道的头部企业，就各自

在商业、技术方面的进展进行了分

享。而在参与路演中的企业，如斯年

智驾，已在国内多个港口商业落地；

于万智驾专注无人驾驶智能环卫赛

道，已在多地的街道上现身；木蚁机

器人致力于无人叉车及智慧物流解

决方案，已与多家仓库合作。

以参加此次路演的企业易控

智驾为例，该公司创始人Wason因

早期目睹矿业现场的生产情况，率

先进入矿业智能驾驶领域。2017

年，Wason锁定了矿区的无人驾驶

赛道，并于2018年5月成立易控智

驾。通过迅速开发出适合矿业应用

的智能驾驶产品，率先实现矿区赛

道唯一在车规级MCU的域控制器

上实现L4级无人驾驶常态化运营。

今年6月20日，易控智驾在特

大型露天煤矿国家能源集团新疆

准东露天煤矿进行常态化“安全员

下车”，目前已连续运行 70 余天，

24小时作业安全零事故。这也意

味着，矿山无人驾驶行业进入商业

化的“前夜”。

有关数据显示，易控智驾在准

东露天煤矿常态化“安全员下车”

后，最高时速达到35km/h，无人驾

驶的效率达人工效率的80%。截至

8月，易控智驾自有宽体车超过100

辆，无人驾驶累计运行里程114万

公里，无人驾驶累计运输土石方量

507万方。目前，该公司已经实现

了数千万级的真实场景无人驾驶运

营运输收入。

同样聚焦矿区智能驾驶赛道

的还有北京踏歌智行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踏歌智行”）。对于矿

区智能驾驶的市场前景，踏歌智行

联合创始人、CSO张彦表示：“矿区

智能驾驶赛道的市场规模至少是千

亿级的，我们粗浅地测算过，这个市

场大概是三四千亿的规模。”

“公司是在2016年成立的，去

年实现了 4000 万元的营收，今年

预计会有 2 亿元左右的营收。”张

彦表示，“公司之所以会在营收上

有这么大的突破，核心就是公司把

制约矿区行业渗透的两大问题给

解决了。”

张彦告诉记者，第一，公司已

经率先在行业做到常态化“安全员

下车”；第二，要做到全矿无人驾驶

闭环，就需要有单体全矿无人驾驶

业务，这一点公司也已经做到了。

“突破这两个阈值，就会出现10倍

速拐点。公司有个客户，以往交给

我们做的业务可能不到10%，但今

年已经决定将剩下的 90%的业务

都交给我们在一年内做完。”

记者注意到，参加此次路演的

企业中，另一个实现变现的典型案

例是易咖智车，该公司自2018年启

动创业，专注耕耘末端物流配送市

场，生产无人配送车。仅两年内就

实现第一单营收，其后营收保持每

年3倍以上的增长速度，目前年营

收已突破2000万元。

在辰韬资本执行总经理贺雄

松看来，智能驾驶垂直行业已迈过

试验探索期，行业内各企业针对各

场景都有相对成熟的技术方案。

下半场，各领域的发展重点将放在

场景与技术的打磨上，致力于找到

更多变现机会。

“如果从 0 到 100 是一个创业

的完整周期的话，这一次路演的项

目都属于5到10，目前形成了相对

清晰的业务逻辑，并且实现了具体

的应用场景，行业处在快速成长的

阶段。”周晓莺说，路演的企业具备

较鲜明的特点，且资本方对这些实

力公司很青睐，愿意长期陪跑。

林新正表示：“假设有一天特定

领域的无人驾驶效率接近有人的时

候，那将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

接近有人的时候就不是简单地讲和

有人驾驶 PK 了，实际它是碾压性

的，它是一个潮流。一个是传统产

业形态消亡，一个是新产业形态兴

起。特定场域有人驾驶相关产业的

市场空间都将折现到无人驾驶。”

多个场景已实现商业化落地

2025年产业规模剑指5000亿元

上海抢占智能网联汽车创新高地推动L4级自动驾驶商业化应用

近 年 来 ，随 着 全 球 汽 车 产

业 进 入 创 新 变 革 的 发 展 新 阶

段，智能网联汽车正成为汽车产

业创新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技术

高地。

作为全国汽车产业重镇，上

海市提出将统筹利用国内外创

新要素和市场资源，对标先进技

术和发展理念，高起点高标准高

质量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突

破，提升自主创新活力，完善自

主技术标准体系，打造创新发展

高地。

根据上述《实施方案》提出

的发展目标，到 2025 年，上海市

将初步建成国内领先的智能网

联汽车创新发展体系。产业规

模力争达到 5000 亿元，具备组合

驾驶辅助功能（L2 级）和有条件

自动驾驶功能（L3 级）汽车占新

车生产比例超过 70%，具备高度

自动驾驶功能（L4 级及以上）汽

车在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实现

商业化应用。

据了解，为实现上述发展目

标，上海市提出了七大重大任务，

具体包括：紧盯新技术突破，构建

自主配套的智能网联汽车关键技

术体系；抢抓新终端布局，抢占智

能网联汽车发展先机；加快新生

态培育，形成跨界融合的智能网

联汽车核心产业体系；打造新空

间格局，拓展协同互补的智能网

联汽车发展空间；推动新应用落

地，布局面向未来的智慧交通场

景；夯实新基建配套，超前建设智

能网联汽车路网设施；强化新规

则保障，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创新

的制度环境。

例如，在增强整车企业核心

竞争力方面，上海市经信委和发

改委等相关部门将支持整车企业

培育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网络安全等核心能力，围绕

前瞻技术开发、整车集成应用、核

心装备攻关、出行服务保障，布局

一批示范创新项目，扩大高端智

能网联汽车市场份额，打造国内

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标

准”智能网联汽车品牌。

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多地

也在大力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行业

相关政策落地。其中，安徽省发

改委此前已出台《支持新能源汽

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质扩量

增效若干政策》，具体举措包括：

组建运营安徽省新能源汽车和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主题母基金，对

特别重大项目可以直投方式给予

支持等。

此外，国内首部关于智能网

联汽车管理的法规——《深圳经

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

也已于今年 8 月份正式生效。该

《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国内智能网

联汽车法律的空白，有望为国家

层面及其他城市推出相关政策提

供参考，从而进一步推动L3+自动

驾驶的落地，为自动驾驶商业化

运营提供更多支撑。

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集群

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引导与支

持下，智能网联汽车的市场规模

不断提升，车辆的智能程度与技

术实力也正在成为消费者评判标

准的关键因素之一。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迅猛发

展，也带动了以车规级芯片和汽

车软件为代表的核心技术市场的

规模壮大。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规模已由 2017 年的 998

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2556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6.8%。

而智能网联汽车作为集环境

感知、规划决策、多等级辅助驾驶

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系统，同样需

要人工智能和应用生态的赋能。

在 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上，华人运通旗下的高合汽车全

新科技平台HiPhi Developer首发

亮相，华人运通创始合伙人、高合

汽车整车智能副总裁李谦表示，

HiPhi Developer 搭建的“场景智

能”为行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功

能开发思路，或将成为未来出行

重要解决方案。

“回顾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

展，可以发现国内新能源汽车用

户的认知和需求都在发生改变。”

李谦表示，用户更关注体验感而

非功能配置，但智能汽车始终没

跳脱出单体智能硬件堆砌的怪

圈。“100 个功能不如一个极致的

场景体验”，这是 HiPhi Developer

对未来出行的诠释。

而在此前举办的成都国际车

展上，高合汽车旗下的第二款旗

舰 车 型 HiPhi Z 也 迎 来 正 式 亮

相。据了解，依托搭载的禾赛

AT128 线激光雷达，HiPhi Z 拥有

超高的全局分辨率、超远的测距

能力，为智能辅助驾驶能力的显

著提升提供了更多空间。

同样是在2022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举办期间，威马汽车携旗下超

算力可进化智能纯电SUV——威

马W6，在金桥智能网联测试示范

区进行了自动泊车技术功能展演。

威马也是全国首批在金桥智

能网联测试示范区进行实地测试

的整车企业。据介绍，相比市面

上主流的自动泊车技术，威马汽

车AVP具备无人驾驶、无需学习、

无限距离等三大特征，也是国内

最快落地、最快量产的L4级无人

驾驶技术。

威马汽车方面表示，在智能

驾驶领域，公司已完成了 V2X 车

路协同技术到AVP无人自主泊车

技术的突破；在企业发展领域，公

司通过“私桩共享”与“智慧停车”

项目，完善了自身作为“智慧出行

新生态服务商”的战略布局。

据介绍，威马汽车未来将致力

于处理更复杂的城市开放道路场

景，真正实现“全场景泊车-城区道

路-城际高速”用车的智能化场景

全覆盖。目前，威马已向市场交付

了超10万台智能纯电乘用车。

在“造车新技术”企业加速转

型，聚焦智能技术迭代的同时，多

地也在抢占先机布局各类新兴产

业园区。

近日，上海智能汽车软件园

正式落地嘉定区上海国际汽车

城。根据计划，到2035年，将建成

“理念超前、设施完备、服务高质、

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智能汽车软

件港，在自动驾驶、数字系统、智

能座舱、车联网核心领域形成世

界级的产业集群。

在开园仪式上，中国科学院

院士、上海华科智谷人工智能研

究院院长何积丰表示：“智能汽车

作为三大智能装备业之一的重要

载体，对我国推动数字化经济起

到重大作用。上海智能汽车软件

园的开园是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

一个里程碑，说明汽车工业软件

进入到更高的发展水平。”

“造车新势力”攻坚智慧出行方案

随着智能驾驶在越来越多特定场景里的商业化落地，该赛道也迎来第二轮投资热，资本持续助力。
智能驾驶的下半场，各领域的发展重点将放在场景与技术的打磨上，致力于找到更多变现机会。

日前，飞凡汽车官宣其全栈自研的RISING PILOT全融合高阶智驾系统正式落地。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