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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推进车路协同

根据媒体报道，2024 年 8 月 16 日，

美国交通部正式发布《美国国家 V2X

技术部署计划》。该计划准备在 12 年内，

按短、中、长三期，达到 V2X 车联网

在全国高速公路上覆盖率达到 100%，

在全国主要 75 个城市路口的覆盖率达

到 85% 的目标。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

车路协同提高行驶安全性。

该计划还有很强的实操性。一是明

确了技术路线，在 DSRC 和 C-V2X 中选

择了 C-V2X。二是经过了广泛的协调，

联邦政府、各州政府、相关企业和各行

业机构都参与其中。三是美国联邦政府

还准备给予相关州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

补贴。美国政府此举，可以促进美国汽

车产业智能网联汽车新技术的发展，但

并不会对中美汽车产业在这方面的竞争

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上，我国提出车路协同的技术

路线早于美国，在C-V2X技术创新方面，

也走在世界前列，工业和信息化部早在

2018 年就为 C-V2X 发布频谱。美国此

举甚至可以看成是对我国 C-V2X 技术

路线的肯定和跟随。但是，对于产业技

术路线发展如何考量？却值得讨论和思

考。

一段时间以来，业内对于智能网联

汽车技术路线的选择，一直存在疑虑。

疑虑在于到底是走车路协同还是单车智

能？虽然产业的主流意见是车路协同，

我们在技术上也一直领先，但很多人心

中一直存有疑问，车路协同的技术路线

董扬

车路协同



89

2024 年第 6 期

到底对不对？疑虑主要来源于三

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和技术先进

的大公司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一路

线？二是法律法规不完善，智能

驾驶车辆上路和道路信息采集还

有一些障碍。三是市场条件还没

有完全形成，智能道路和智慧城

市建设进度明显慢于车辆技术的

发展，相关标准也正在讨论和制

定中，开发产品并稳定生产的条

件还不具备。

对此，笔者认为：第一，产

业发展进入创新引领新阶段，关

于发展技术路线的思考方法应该

改变。在过去的追赶发展阶段，

重点参考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

经验和路线是正确的。而现在则

需要我们自己闯出一条路来，要

敢为天下先。这其实更难。自己

开路就更不能乱闯，要从技术规

律和市场规律出发。以车联网的

技术路线为例，记得工信部原苗

圩部长曾经讲过，他与美国同行

讨论过 DSRC 路线和 C-V2X 路线，

美国由于 5G 方面发展没有我们

快，而前期又有很好基础，想坚

持 DSRC 路线，而我们 5G 发展快，

可以毫不犹豫地实施 C-V2X 路线。

现在美国政府也决定用这条路线，

说明他们的指导思想也是遵从产

业技术发展客观规律。

第二，在创新引领发展新阶

段，法律、法规、政策要跟上产

业技术发展的步伐。在过去的追

赶发展阶段，法律、法规、政策

的主要取向是规范市场，以严管

为主，而现在则是支持创新，政

府的管理也要改变，要包容创新。

希望政府能够尽快修订不适应创

新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产

业界也要主动去推动法律、法规

和政策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推动法律、法规、政策创新，

是产业界完全应该做的，不应该

消极等待。

第三，在创新引领发展新阶

段，在努力做好本领域技术创新发

展的同时，要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在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同时，要支

持促进智能道路和智慧城市的创新

发展。不同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发

展本来就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的。车路协同和单车智能是两条技

术路线，单车智能只要做好我们自

己就可以了，而车路协同则有赖于

相关产业的技术发展和基础设施的

建设，路阻且长。这一点也与跟随

发展阶段明显不同。那时候，各行

业的发展路线都有成功的国际经验

可以参照，我们主要做好自己就可

以了。而现在，要做好汽车产业的

创新发展，必须加强与相关产业的

交流，共同发展。在促进相关产业

发展方面，只有分散的、单一的企

业的努力是不够的，行业组织的作

用尤其重要。具体到技术路线，笔

者认为，高端的智能驾驶，需要巨

大的算力和海量的数据存储，靠单

车智能是难以达到市场化的。

总而言之，在创新引领发展

新阶段，技术路线的确定，要多

考虑产业规律和市场需求，不能

过多依赖国际经验。在产业创新

的同时，政府管理也要创新，上

层建筑要跟上经济基础发展的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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