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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 7日，国家发改委等 5部门发布《钢铁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
《炼油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
《水泥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旨在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加大节能降碳
工作力度，支撑完成“十四五”能耗强度降低约束性指标。（查看更多）

2024年 5月 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 保障新能源高
质量发展的通知》，针对网源协调发展、调节能力提升、电网资源配置、新能
源利用率目标优化等各方关注、亟待完善的重点方向，提出做好消纳工作的举
措，对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具
有重要意义。（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7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电力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

通知，强调要加强电力网络安全事件应急能力建设，规范各单位电力网络安全

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最大限度消除电力网络安全事件带

来的危害和影响。（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中国气象局、国家林草局发布《关于开展风电和光伏发电资源普查试点工作的
通知》。为准确掌握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资源条件，以更大力度推动新能源高
质量发展，决定选择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西藏、青海等 6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率先开展风电和光伏发电资源普查试点工作。重点将从摸清开发
现状、评估资源禀赋、明确开发条件、评估可开发量四方面开展工作。（查看
更多）

自 2024年 6月 1日起，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调整工商业分时电价有关
事项的通知》实施，本次调整旨在为更好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在
改善电力供需状况、促进新能源消纳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用户调整用电负荷，
鼓励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辆等电动汽车更多在低谷时段充电，根据用电负荷变化、
新能源出力特点等因素，结合现行分时电价政策执行评估情况。（查看更多）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406/t20240607_1386774.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6/content_6956401.htm
https://zfxxgk.nea.gov.cn/2024-05/16/c_1310777555.htm
https://zfxxgk.nea.gov.cn/2024-05/24/c_1310777424.htm
https://zfxxgk.nea.gov.cn/2024-05/24/c_1310777424.htm
https://fgw.henan.gov.cn/2024/05-29/3000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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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 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分布

式光伏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24〕92号），聚焦园区、公

共机构、交通基础设施、城市与农村建筑等领域，鼓励光伏全覆盖与综合利用，

支持技术创新和适用型产品研发。政策提供电价、税收、金融支持，简化手续，

强调规范管理与安全监管，旨在加速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

（查看更多）

https://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44362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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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 12日，据工信部数据，2024年 1-4月，我国光伏产业总体保持高位

运行。根据光伏行业规范公告企业信息和行业协会测算，全国晶硅光伏组件出

口量达 83.8GW，同比增长 20%，光伏产品出口总额达 127亿美元。

（查看更多）

中国能建工程研究院和中国能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导编制的 GB/T44079-
2024《塔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站运行规程》正式发布实施。该标准由中国能建主

导编制，是我国首个塔式光热电站运行标准。（查看更多）

2024年 06月 07日，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门印发《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老旧机车淘汰更新行动，一是加

快老旧机车淘汰。支持老旧机车淘汰报废。二是鼓励新能源机车更新。组织有

关企业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场景打造谱系化、平台化中国标准新能源铁路装备

平台，实现机车排放、油耗、舒适性等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方案

也鼓励老旧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查看更多）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年 6月 6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 100 亿元公司债 券的议案》。主要用于满

足公司经营需要、补充流动资金、偿还有息负债、支持项目建设 及运营、权益

出资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12日，华能彭州制氢示范站成功售出第一车氢气，标志着华能首个

大规模水电解制氢项目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该项目位于四川成都，氢气产品纯

度达 99.999%，设计年产 1860吨，相比天然气制氢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67
万吨，可满足 500辆氢燃料电池车用氢需求。（查看更多）

https://wap.miit.gov.cn/jgsj/dzs/gzdt/art/2024/art_1194fdb287ad4755a4e87951e7712638.html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19B8508AEDC14286E06397BE0A0A616D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zhghs/202406/t20240607_4142138.html
https://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4-06-07/601012_20240607_EX20.pdf
https://new.qq.com/rain/a/20240613A06HKQ00


新能源专刊 | 2024 年 6月上

5

2024年 6月 7日，蛟龙港双流园区虚拟电厂储能项目签约仪式在成都蛟龙港展

示中心举行。该项目设计容量 50MW/100MWh，预计年均可实现 3000万度的

放电量，是当前川内最大规模的用户侧储能项目。

（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8日下午，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9H级燃气电站项目 1号机组一次
性通过 168小时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采用 700兆瓦等级燃气-蒸汽
联合发电机组蒸汽最高初参数，全年纯凝发电效率可达 63.7%，为目前国内 700
兆瓦级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最高水平。作为四川电网的骨干调峰电源，项目投产
后将优化四川电源结构，提升供电可靠性，促进地方天然气资源本地转化，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社会、经济发展等提供强大支撑。

（查看更多）

https://news.bjx.com.cn/topics/xunidianchang/
https://news.bjx.com.cn/topics/chunengxiangmu/
https://news.bjx.com.cn/html/20240612/1382321.shtml
https://interview.chinanews.com/cj/2024/06-08/102309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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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行业发展概述——兼议自动驾驶行业投融资关注要点

作者：黄思童 严彬瑜

近年来，汽车行业在电气化 x 智能化的革命进程中被不断重塑，自动驾驶

成为全球汽车厂商与投资者争先布局的焦点板块之一，但目前市场增量面临瓶

颈，高级别自动驾驶的研发和硬件成本不断上涨，同时安全性和可靠性等关键

问题尚未解决，商业化进程不及预期。本文拟通过梳理自动驾驶汽车的产业链、

相关法规政策，从资本角度分析自动驾驶行业投融资趋势及法律层面的关注要

点。

一、自动驾驶概述

“自动驾驶”这一人工智能领域的概念自 1920 年被美国工程师法兰克·斯

特普尔提出后，经数代创新尝试与技术更迭，在 1961 年由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团

队搭建了沿用至今的基础技术架构——机器学习与硬件设备相结合。德国奔驰、

美国达尔巴以及谷歌均使用了该种技术架构开发自动驾驶汽车。近年来，随着

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迅速发展，除自动驾驶领域的创业

公司及独角兽外，以特斯拉为代表的国外新能源车巨头，以蔚来、理想和小鹏

等为代表的中国造车新势力，以苹果、百度、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及科技巨

头，均纷纷加入自动驾驶这条略显拥挤的赛道。

1.自动驾驶的定义

“自动驾驶”汽车，指通过搭载先进的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

结合现代通信与计算机技术，具备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调控制等功能，进

而最终实现由智能系统替代人类操作的新一代汽车。全球范围内多个机构针对

自动驾驶技术发展阶级提出过不同的分类标准，各类标准在具体级数划分、参

考要素方面存在差异，但对不同级别的描述存在共性。根据认可度较高的美国

汽车工程协会（SAE International）指定的标准，自动驾驶分为六个等级i：

分级 L0 L1 L2 L3 L4 L5

名称 无辅助驾驶 简单辅助驾驶 部分辅助驾驶 部分自动驾驶 高度自动驾驶 完全自动驾驶

运行
由驾驶员执行

所有驾驶任务

利用环境信息对

控制转向、加减

速等简单操作进

行辅助

引入高级辅助驾

驶（ADAS）

特 定 应 用 场 景

下，由自动驾驶

系统完成驾驶操

作，驾驶员需对

干预请求做出适

当响应

特 定 应 用 场 景

下，由自动驾驶

系统完成所有驾

驶操作，无需驾

驶员对干预请求

做出适当响应

在所有场景下，

由自动驾驶系统

执行所有的驾驶

任务

应用
场景

全场景
特定场景
自适应巡航或车

道保持辅助系统

特定场景
智能巡航辅助

自适应辅助与车

特定场景
交通拥堵路段自

动驾驶

特定场景
港口无人集装箱

运输车

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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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保持辅助系统 高速公路自动驾
驶

机场无人行李运
输车

从 L3 级别开始，自动驾驶系统将可以（至少在特定应用场景下）替代人类

成为驾驶任务执行者，因此在行业内 L3 被划定为重要分水岭。

2.自动驾驶的核心环节及产业链

自动驾驶技术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感知层、决策层与执行层三大环节的核心

技术：其中感知层负责检测车况和路况并将信息传递至决策层，决策层基于人

工智能、机器视觉、深度学习、车联网等技术对感知信息进行识别判断，包括

基于高精地图的路径确定、基于车况、路况与限制条件的操作选择与规划，最

终形成驾驶指令并传递至执行层以完成驾驶操作ii。

自动驾驶产业链

技术环节

能力要素 传感器 地图开发 计算平台 自动驾驶软件 V2X
网络安全
防护

控制执行

能力实现要件
激光雷达

传感器芯片
高精地图 智能芯片 算法 通信网络

网络安全

技术
车辆驾驶操作

代表企业
博世

松下

谷歌

百度

英特尔

英伟达
Waymo

高通

华为
Argus

特斯拉

奥迪

资料来源：中金证券研究报告、德勤咨询

自动驾驶的技术路径主要有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纯视觉识别”方案和以

Waymo 为代表的“多传感器融合”方案。前者是将驾驶系统视为“生物体”，

摄像头为模拟人眼，持续深化开发 AI 算法模型与芯片以增强系统的“神经”与

“大脑”，并通过特斯拉积累的海量驾驶数据不断学习以提升操作能力；后者

被除特斯拉之外的其他厂商采用，主要通过配置更为复杂的传感器系统，包括

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等，精确感知环境以供决策与控制iii。

两条技术路径的竞争本质是“AI 算法+硬件逼近人脑能力的速度”（视觉识

别方案）vs“激光雷达等硬件设备对数据量、算法弥补程度及其降价速度”

（多传感器融合方案）。在这场技术竞赛中，多传感器融合方案选用者必须解

决激光雷达高昂的价格和后续迭代升级不便带来的压力，未来发展将极大依赖

于硬件成本降低速度；而特斯拉的视觉路线虽在未来或许能具备规模化成本优

势，但由于视觉算法开发难度高，现今尚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后续在开发速度、

系统安全性及稳定性方面将面临较大挑战。

二、自动驾驶行业法规政策

我国从战略层面到地方政策层面早早便开始探索车、路、云三位一体的智

能化建设，我们总结近三年国家层面的法规建设情况如下：
年份 机构 法规/政策与内容

2020 发改委、工信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建设智能网联汽车大数据云控基础平

控制决策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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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 11部委 台。

2020 工信部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系列文件，标准体系包括智能网联汽

车、车辆智能管理、智能交通等六项标准，明确标准化建设工作。

2020 交通部

《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持续推动自

动驾驶研发应用，建设一批国家级自动驾驶、智能航运测试基地，围绕典型

应用场景和运营模式，推动先导应用示范区建设。

2020 交通部

《关于促进道路交通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指导意见》，提出以“鼓励

创新、多元发展、试点先行、确保安全”为原则，大力发展车路协调研究与

应用，并列出 12项具体任务与保障措施。

2021
住建部和工信

部

《关于组织开展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工作的通

知》，推动云控平台、基础地图等技术研究，加速规模商用化进程。后续进

一步发布《关于确定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第一批试点

城市的通知》，公布首批 6个试点城市；同年 12月，发布《关于确定智慧城

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第二批试点城市的通知》，新增 10 个

试点城市。

2021 工信部

《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加强自动驾驶

汽车安全管理四项要求，要求配备系统风险识别与防风险措施功能、人机交

互功能，提高汽车数据安全、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管理

2021

国 家 市 监 总

局、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基于驾驶自动化系统能够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程

度，根据在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角色分配以及有无设计运行范围限制，将

驾驶自动化分为 0级至 5级。

2021
工信部等 10

部委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加速推进 5G 赋能自动驾

驶汽车、交通、通信等重点领域。

2021 工信部

《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打造车联网

（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服务综合监测平台，加快智慧停车管理、自动驾驶等

应用场景建设，推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载运工具、环境网联化和协同

化发展。到 2023 年底，在国内主要城市初步建成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

2022
交通部与科技

部

《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促进道路自动

驾驶技术研发与应用，突破融合感知、车路信息交互、高精度时空服务、智

能计算平台、感知-决策-控制功能在线进化等技术，推动自动驾驶、辅助驾

驶在道路货运、城市配送、城市公交的推广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非自动驾

驶车辆混行系统安全智能管控技术研究，研制适应自动驾驶的交通安全设

施。

2022 工信部
《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进一步细化车联网网络

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

2022
工信部和公安

部

《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促进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提升智能网联汽车产品性能和安全运行

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实施内容包括产品准入

试点、上路通行试点和应急处置。

2022 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维护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的通知》，

规定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测绘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和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的适用与执行问题。

2023 自然资源部
《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 版）》，到 2025 年，国家将

初步构建能够支撑汽车驾驶自动化应用的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标准体系。

工信部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2023 版）》

2023
工信部及国家

标准委

《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全服务指南（试行）》，到 2025 年，系统形成能够

支撑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通用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到 2030

年，全面形成能够支撑实现单车智能和网联赋能协同发展的智能网联汽车标

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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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交通部
《公路工程设施支持自动驾驶技术指南》，以车辆在公路上进行自动驾驶的

需求出发，对公路工程设施提供辅助信息的能力与范围进行研究和细化。

2023 交通部

《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全服务指南（试行）》，针对自动驾驶适用范围、基

本原则、应用场景、自动驾驶运输经营者、运输车辆、人员配备、安全保障

和监督管理等八部分提出具体要求。

2023

工信部、公安

部、住建部、

交通部

《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在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工作基础上，遴选具备量产条件的搭载自动驾驶功能

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开展准入试点；对取得准入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在

限定区域内开展上路通行试点。

2024

国家发改委、

国家数据局、

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

《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推进城市

智能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

2024

工信部、自然

资源部、住建

部、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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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智

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系统架构设计和多种场景应用，形成统一的车

路协同技术标准与测试评价体系，健全道路交通安全保障能力，促进规模化

示范应用和新型商业模式探索，大力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发展。

此外，全国各地政府自 2015 年开始陆续出台多个扶持性政策鼓励智能网联

汽车发展，北京、上海、深圳、重庆、长沙等城市均已进行自动驾驶相关立法

工作并搭建试验区积极推进产业落地iv。

三、自动驾驶行业投融资趋势及法律关注点

结合海内外融资情况来看，受经济衰退、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项负面

因素影响，资本市场在经历了上半场占位布局的喧嚣后，逐渐回归理性，由多

点布局转向看重商业化、量产落地速度，这无疑为尚处成长期的自动驾驶企业

带来了极大的挑战v：从行业发展特性来说，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难度高、周期

长、资金需求量大，且对软硬件集成度与供应链管理均有较高要求，即使是已

具备较高经验与资源积累的大厂也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推进落地与量产；从监管

侧来说，虽然自动驾驶行业一直受到国家及地方的政策扶持，但如今仍然尚未

有自上而下、全面统一的法律制度，仍有大量诸如产品/事故责任分配等存在争

议的问题有待解决，政策不稳定性将长期存在。因此，类似封闭场域的自动驾

驶（例如物流园区、矿场等）这种能更快实现商业化的自动驾驶项目，也逐渐

成为这个领域的香饽饽。

自动驾驶行至中场，行业技术与功能是否会迎来新一轮爆发期尚未可知，

但在企业、投资者与各国政府主推商业化落地的时期，可以预见在经历前中期

市场与资本的筛选与验证后，自动驾驶产业链各功能领域或将迎来技术功能的

融合期，收并购无疑将成为融合重点方式之一；而当市场格局进一步稳定后，

收并购还将为企业完成跨功能领域融合继续助力vi。

结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方向、境内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在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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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申请上市与运营过程中的关注点与“发难点”，以及我们在相关领域的投

并经验，谨在此就自动驾驶领域的投融资提示以下关注要点：
风险点 提示

资质与许可

关注企业道路测试、测绘资质情况。目前国内各地均开始着手开放自动驾驶道

路测试，企业需要符合各地监管机构对测试主体、安全保障、保险、驾驶员、

与报告制度等的多项要求，在申请登记后方可在特许时间、地点范围内上路测

试；海外各国也多为道路测试设置了牌照许可制度。此外我国对测绘活动实行

资质管理制度，企业及从事测绘的人员均需具备相应资质/执业资格。因此，在

交易中需审慎核查企业及/或其合作方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及开展测试与测绘的行

为合规性。

技术研发能力和知识

产权

调查、评估企业的创始团队背景、研发实力、技术储备和知识产权情况。自动

驾驶属典型科技导向行业，交易需特别关注团队背景、长期稳定性与研发实

力，且需重点核查人员竞业限制义务约定、知识产权权属约定、权利申请情况

与纠纷情况、技术传输情况，以排除后期成果转化障碍及政府（海内外）审查

风险。

安全性和可靠性

关注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审核企业在测试和验证方面的制度与数

据。基于行业特性，监管机构与消费者均对智能汽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高度敏

感，而智能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尚处“算法黑箱”状态，事故责任检测耗时耗

力，强如特斯拉也面临多项安全事件压力，应高度重视完善安全测试与风险评

估体系，并检查企业是否全面、妥善记录、存储安全测试和验证结果。

市场前景和商业模式

关注现有及未来不同区域市场前景和商业模式。中国是自动驾驶初创公司第二

活跃国家，入局企业特点不一，需关注企业现有及未来运营区域与汽车制造

商、零部件供应商、城市规划机构等相关方的合作情况；此外，许多头部车企

已将出海提上日程，鉴于海内外市场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中国较为冷清的自

驾巴士应用场景在欧美地区为热门板块；消费者对租赁/出售模式偏好程度差异

等）vii，应着重关注企业出海的本土化方案搭建与资源积累。

数据合规

关注企业对车内用户个人信息、环境感知数据、以及数据跨境传输的管理制度

与风险。自动驾驶对数据有强烈依赖，从研发到应用均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应

注重审核企业对相关数据采集、存储与处理全流程的管理制度并评估制度及执

行的合规性。

-------------------------------------------------------
iSAE Levels of Driving Automation™ Refined for C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udience，网址：
https://www.sae.org/blog/sae-j3016-update
ii《中金 | AI 十年展望（三）：AI视角下的自动驾驶行业全解析》，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kSW9Nn9brtL-c2adhpOesA
iii《汽车科技新趋势系列》，中金公司研究院
iv《车陆云一体化系统白皮书》，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v《2023 智能驾驶行业研究报告》，甲子光年智库
vi《智能驾驶：路线、变革、机会》，兴业证券汽车团队
vii《2022 自动驾驶行业报告》，Renevo Capital Limited

https://www.sae.org/blog/sae-j3016-update
https://mp.weixin.qq.com/s/kSW9Nn9brtL-c2adhpO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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