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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号灯和公交站可跟车辆“对
话”，你听说过吗？

市民李旭最近就发现了这件稀奇
事——他到永川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在离红绿灯还有200米且
前面还有公交车遮挡的情况下，Ro-
botaxi竟提前“看到”红灯自动减速了；
李旭又来到高新区乘坐自动驾驶公交
车（Robobus），离公交站还有 500 米
时，Robobus也提前“看到”了公交站的
实时人流情况。

原来，这是车路协同发展带来的新
体验——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告知”车
辆运行情况，辅助车辆决策。

随着本月初我市入选全国第二批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
同发展试点（下称“双智”试点）城市，
《重庆市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也于近日出台，像这样的车路
协同场景会越来越多。重庆如何抢抓

“双智”试点机遇，让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更加“默
契”？重庆日报记者展开了采访。

现 状
加快布局车路协同发展，

积累山地城市测试经验

交通信号灯和公交站与车辆“对
话”，是怎么实现的？

“交通信号灯添加了智能元素。”百
度Robotaxi相关负责人介绍，智能交
通信号灯将自己的颜色、倒计时等运行
数据，实时传送给车路协同路侧边缘平
台，平台再发送给车辆。即便车辆前面
有障碍物，无法“看到”红绿灯，也依然
能安全高效行驶。

而Robobus之所以能提前得知公
交站的人流情况，是因为公交站安装了
融合感知、边缘计算与5G协同设备，将
感知到的人流信息传输给车路协同路
侧边缘平台，平台再传送给车辆，市民
李旭就从车辆显示屏上实时看到了相
关信息。

为什么要推行车路协同发展？重
庆理工大学教授石晓辉都告诉记者，单
车智能成本高，而且有些交通场景无法
通过单车智能技术实现，比如自动驾驶
出租车就很难越过庞大障碍物看见红
绿灯，也无法感知道路积水、滑坡危险
状态，这就需要建设智慧化的城市基础
设施，辅助智能网联汽车感知外界，确
保智能网联车辆乃至自动驾驶车辆高
效、安全、畅通行驶。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市正加快
布局车路协同发展。如两江新区正在
建设全国第四个、西部第一个国家级车
联网先导区，已在礼嘉部署云控平台、
智能交通信号灯、自动驾驶巴士等，并
在9个路口布局了鱼眼摄像机、激光雷
达等路侧设备，为市民开放体验；在龙
盛进行了约11公里道路的智能化部署，
安装59个摄像头、33个激光雷达、38个
毫米波雷达等，实现智能网联公交车、
出租车、环卫车等累计15台车应用。

在永川区，由招商车研和百度等联
手共建的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与示
范运营基地，已对30个路口进行智能化
改造，不仅接通了智能交通信号灯，还
安装了摄像头、雷达、边缘计算设备等，

实时感知路口状况。
高新区也投运了全国首条自动驾

驶接驳线路。该线路长5.4公里，建设
了智慧公交站、智慧斑马线、智慧匝道、
智慧十字路口等，部署了2辆自动驾驶
车，通过C-V2X、5G、边缘计算等技术，
实现车路两端之间的融合感知和信息
共享。

“重庆是山地城市，布局车路协同
测试场景具备山地特色，覆盖隧道、急
弯、陡坡等，形成了西部地区应用场景
最丰富、测试车辆规模最大的基地——
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与示范运营基
地等。”石晓辉说，近些年不少自动驾驶
车企来重庆测试、参加挑战赛等，积累
了不少山地城市测试经验。”

短 板
智能网联汽车规模不大、

智慧道路建设缓慢、示范运营
线路少

多位专家指出，重庆车路协同发展
加快布局背后，有3个短板不容忽视。

首先，“重庆造”智能网联汽车规模
不大。“车路协同发展，首先要有科技含
量高的车辆。”石晓辉说，重庆在提高智
能网联汽车规模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
空间。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
长安汽车的L3级自动驾驶已达到国内
自主品牌智能化研发和产业化领先水
平；金康赛力斯与华为合力打造高端智
慧汽车品牌，已具备与世界顶级高端电
动品牌竞争的实力。但是，“重庆造”智
能网联汽车整体规模不大。市经信委
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重庆汽车总
产量为158万辆，智能网联汽车产量为
24万辆，占比仅为15.2%。

其次，重庆智慧道路建设较慢。“特
别是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推进力度不够，
影响了车路协同发展。”石晓辉说。

国内一些城市在这方面推行力度
较大。比如前不久，作为广西首个智慧
高速建设示范项目南宁沙吴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该路通过布设26处通信4G/
5G基站、6处北斗高精度地图基站以及
相关路测设备等，实现重点路段全天
候、多方位的状态感知，可为自动驾驶

车辆提供测试平台；作为国家级车
联网先导区，江苏无锡2019年部署
了1条省级公路、1条高速公路、5座主
城区高架桥的400个交叉路口路侧管控
及通信设施，覆盖260平方公里；在国家
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京冀）示范区，仅
北京就建设了44条合计123公里开放
测试道路。

“重庆智慧道路建得少，示范运营
线路的规模就小。”招商车研智能中心
副总工程师陈新海认为，这是重庆车路
协同发展的又一短板。对比其它一些
城市，我市自动驾驶车辆示范运营的路
段少，里程也较短。

应 对
加快建设智能感知设施、

打造车路协同平台、强化场景
应用

专家和业内人士建议，重庆要抢抓
“双智”试点机遇，加快建设智能感知设
施、打造车路协同平台、强化场景应用，
巩固“汽车之城”地位。

重庆应加快建设智能感知设施。
“通俗一点说，就是要汇集一切有利于
车辆安全、高效运行的数据信息，如有
的来自智能井盖，有的来自智能公交
站，还有的来自桥梁隧道，涉及交通、市
政、城管等多个部门。”陈新海认为，目
前，有些感知设施是智能的，直接打通
部门之间的数据通道即可，而有些地方
没有智能感知设施，则要加紧建设，并
统一标准，便于精准识别和感知。

“自动驾驶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重庆要选择好车路协同典型场景，扩大
示范运营规模。”石晓辉说，只有不断测
试运营，才能加速智能网联汽车乃至自
动驾驶汽车落地，并形成商业闭环。

在智慧城市和智慧交通领域深耕
多年的业内人士廖强还指出，不同类型
的智能网联汽车需要细分到具体的应
用场景去落地，比如景区或园区的无人
巴士，港口码头的无人作业等，通过特
定场景的探索，整体提升车路协同发展
水平。

陈新海透露，重庆将建设CIM（城
市信息模型）平台，搭载交通、市政、道
路、安防、社区等多方面数据，并在此基

础上搭建车路协同子平台，汇集与“双
智”协同发展相关的数据信息，再传送
给路上车辆，辅助其决策。

据悉，根据近日印发的《重庆市
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重庆将依托CIM平台，率先在两
江新区建设车路协同一体化运营与
管理中心。

重庆抢抓“双智”试点机遇

“智慧的城”与“智能的车”如何协同？
重庆日报记者 向菊梅

今年4月，北京、广州、无锡等6个
城市入选全国”双智“第一批试点城市。
这些城市目前推进情况如何？

北京经开区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1.0阶段已建设完成，全面促进车、路、
云、网、图五大体系协同，完成了网联云
控中国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系统搭建，
车路协同体系对外服务能力初步实现。
北京近日还正式开放全国首个自动驾驶
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作为首批获许开
展商业化试点的企业，百度和小马智行
在北京经开区60平方公里范围，投入不
超过100辆自动驾驶车辆开展商业化试
点服务。

广州聚焦车路一体化发展，重点建
设琶洲车城网等示范项目。其中，琶洲
车城网项目基于CIM（城市信息模型）
平台打造车城网，汇聚琶洲岛地上地下
全要素数据。该项目规划部署300余套
监测设备，实时监测道路积水、井盖位移
等安全隐患，辅助车辆决策。

江苏无锡大力推进物联感知设备部
署，逐步推动道路状态感知、智能公交、
出租车、急救等领域的应用。该地从去
年开始，加速推动交通事件提示、精准公
交、盲区预警、路险信息等40余项“车联
网”应用落地。

（重庆日报记者 向菊梅 整理）

首批“双智”试点城市
是怎么做的？

▼两江协同创新区，北京理
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的多功能
无人车正在进行场景测试。

本组图片由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两江协同创新区，中国移动重庆公司工作人员正在介绍5G车路协同时
空信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