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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和全链条安全标准是关键

2018年某网约车平台接连发生两起安全事件，一
度将网约车安全问题推到风口浪尖。经过多轮整改
和技术革新探索，哪些新标准和新应用能有效提高安
全乘车系数？

作为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线下系列活动
之一的“网约车安全保障”论坛，日前在河南郑州举
行，院士专家、监管部门和网约车平台负责人纷纷建
言献策。

“移动App的漏洞和被破解风险是主要安全威
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络安全响应中心主任卜哲
说，移动智能终端安全直接影响着网约用车安全，手机
App存有车联网云平台账户、密码等信息，若出现安全
漏洞，极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威胁乘车人安全。

卜哲认为，由于产业链长、防护环节众多，尽管整
车厂商、网约平台已加快安全布局，却尚未开展深入
合作，因此虽然网约车行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尚难以
完全杜绝安全隐患。

他表示，全面、可操作性强的安全标准应成为网
约车行业安全发展的必要手段，构建全链条的安全防
御体系将是必然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表示，技术缺陷和漏洞给
违法违规行为以可乘之机，各平台和监管部门要通过
构建主动免疫防护新体系，来筑牢网约车的安全防线。

滴滴技术负责人则介绍，通过不断推进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精细化管理水平，网约车安全性能得到更好
保障。近年来，由于加强实时监控车辆运行、行程分
享、110报警、分析司机不安全驾驶行为、干预车行轨迹
异常现象等做法，网约用车安全系数正逐步提高。

强化监管、技术创新出实招

在福建厦门，该市交通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的“厦
门市出租汽车行业监管系统”的大屏幕上，网约车平
台的车辆、驾驶员、订单、运营轨迹等信息实时显示，
任何违规信息都会被监管人员重点关注。

事实上，自2017年起，厦门自主建成全国首批网
约车信息化监管平台，实现“以信息化手段管理信息
化平台”的目标。

“摸清网约车平台在厦门运营的家底，我们才有
底气为厦门市民守住安全底线。”厦门市交通局运输
事业发展中心出租车科负责人表示，当乘客与司机发
生纠纷或出现突发事件时，监管部门可以通过信息化
手段第一时间介入，维护各方利益。

同厦门一样，自2019年起，全国多地逐步推出跨
部门联合审查机制、网约车退出机制、专兼职分类管理
等创新举措，目前网约车投诉量已下降到较低水平。

今年7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平台公司安全运营自律规范》团体标准和《私
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公司安全运行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对网约车、顺风车安全管理标准化和规范
化进程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据了解，作为网约车、顺风车行业的首部安全团
体标准，两项安全标准均涉及行程分享、110报警、紧
急联系人、行程录音、号码保护等基础性安全功能要
求，全面做好司乘人员出行过程中的安全保障。

同时，为确保安全事件的快速响应与合理处置，
标准规定应在接到安全投诉后24小时内处理且5日
内处理完毕；应设立线上调查取证机制，确保24小时
对接警方调查取证工作组等安全要求。

激浊扬清，网约车出行安全仍任重道远

受访专家认为，安全性依然是网约车类互联网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而随着无人驾驶等新技术的使用，
安全性考虑还应从个体层面上升到系统层面。

“对企业而言，将安全作为首要考量因素必然会
带来大量成本投入，但这样的投入是完全有必要的。”
互联网专家尹生表示，对网约车平台而言，安全性是
其核心竞争力。

今年以来，无人驾驶网约车陆续出现在广州、上
海、长沙等地街头，用户在尝鲜的同时，也开始担心车
辆联网后的网络安全问题。“未来无人驾驶普及后，不
仅仅是车联网，而是社会系统的联网，系统的安全性
需得到充分的论证。”

尹生提出，有关部门在将自己的系统接入的同
时，除了要追踪监测乘客的人身安全状态，还要警惕
不法分子借由联网车辆对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同时，
无人驾驶车辆在发生道路安全事故时，责任如何划分
也需要留足顶层设计的空间。

除对乘客安全提出更高要求外，加强对网约车驾
驶员安全保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的乘客坐车不
戴口罩，有的乘客甚至可能对驾驶员做出出格举动。”
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现在部分网约车
平台推出车载安全设备用以保护司乘双方安全，同时
也可将记录内容用来调节交易纠纷，但要在隐私保护
和人身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专家建议，各地监管部门在更新监管科技的同
时，也要强化对平台的制度约束，例如制订网约车企
业行为的负面清单、实行企业的信用清单管理，对于
违规多次的平台进行一定期限的停运整改等，倒逼平
台强化合规运营。

近日，在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飞行控制团队
控制下，“天问一号”探测器主发动机工作480余秒，

顺利完成深空机动。
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技术创新让乘坐网约车更安心
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 颜之宏

作为“互联网+”推动产生的新业态，网约车近
年来蓬勃兴起。据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去年11
月发布的《中国网约车安全发展研究报告》，国内每
3个打车人中，至少有1人使用网约车，获得城市经
营许可的网约车平台已超过140家。

网约车行业给大众带来了不少便利，然而由于
其去中心化、零工经济的特点，网约车呈现出与传统
出租车不同的安全规律。5G时代到来，如何创新
技术手段、管理方法，让网约车更加安全、舒心？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 徐海涛）近期，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季恒星教授研究组与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等机构合作，研
制出一种新型黑磷复合材料，充电9分钟即可恢
复约80%的电量，使兼具快速充电、高电荷容量、
长寿命优点的锂离子电池成为可能。

近期，季恒星团队采用“界面工程”策略将黑
磷和石墨通过磷碳共价键连接在一起，在稳定材
料结构的同时，提升了黑磷石墨复合材料内部对
锂离子的传导能力。

据了解，具备每千克350瓦时能量密度的锂
离子电池，能使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接近1000公
里。“我们希望能发现一款既能在综合性能指标方
面给行业以期待，又能适应工业化电池生产流程
的电极材料。”季恒星教授说，他的团队将进一步
深入认识这款新材料的微观结构、理化性质和电
化学反应过程等基础科学问题，了解产业界对电
池材料的性能需求，推进新材料在电动汽车、消费
电子等行业的应用发展。

中美科学家研制出
可快速充电的锂离子电池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