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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理想、小米、蔚来、阿维塔、

小鹏等多家车企集体“改口”，将有关“智

驾”的表述调整为“辅助驾驶”。

这两年，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营销战场

硝烟弥漫，“智驾”“高阶智驾”“AI代驾”

“端到端自动驾驶”“代客泊车”等概念层

出不穷，极具诱惑性，让不少消费者误以

为，我们已经驶入了自动驾驶时代。

然而，现实中个别惨痛事故的发生，

却在一次次敲响警钟，让人认识到当前技

术的局限性。今年以来，工信部多次对

“自动驾驶”“自动泊车”“城市NOA”等用

语作出澄清，严禁车企夸大和虚假宣传。

这场行业巨变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

深层逻辑？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

启示？

安全无捷径，不能“弯道超车”

当今世界，科技每天都在带来新的惊

喜，我们常常为技术的跨越而欢呼雀跃。

但在汽车工业的赛道上，有一条红线永远

不能跨越——— 那是用生命划就的安全

底线。

汽车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

珠”，但它从来不是普通的科技产品。当

它以120km/h的速度在高速路上行驶，0.1

秒的系统延迟可能造成3米的误差；当暴

雨模糊了摄像头视野，毫米波雷达的探测

盲区足以让一个家庭的幸福瞬间崩塌。

前不久，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

心公布的5起典型事故中，既有车辆在暴

雨中误判积水深度导致失控，也有系统未

能识别静止工程车引发的致命撞击。

这些事故，正用血的教训警示：有些

技术创新可以弯道超车、跨越发展，事关

安全的技术积累却永远不能走捷径、求速

成，在安全面前，所有投机取巧都是危险

的“超车”。毕竟，“数据可以回炉，算法可

以更新，但生命无法重启”。

“智驾”系统的可靠性既依赖靠谱的

硬件，也离不开海量真实场景的数据训

练。在“全民智驾”的热潮中，一些车企为

了抢占市场，将“智驾”功能草率地下放至

低配车型，导致“小马拉大车”的风险；另

外，数据积累的不足，也使得“智驾”技术

在复杂场景中“水土不服”。

同时，营销上的“文字游戏”，造成了

认知上的“模糊地带”。《汽车驾驶自动化

分级》国家标准，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为0

-5级6个等级，其中，0-2级为辅助驾驶，3-

5级为自动驾驶。

尽管目前尚未有符合L3级标准的自

动驾驶汽车上市，但市场上却充斥着大量

极具误导性的营销话术：从偷换概念的

“L2+”“准L3”，到夸大其词的“零接管”

“高阶智驾”，都在有意无意地模糊技术边

界。这些精心包装的“文字游戏”，让消费

者误以为自动驾驶时代已然来临，却不知

自己正置身于安全认知的“灰色地带”，无

形中将生命安全托付给尚未成熟的技术。

有调查显示，超70%的用户对“智驾”功能

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认为“智驾”等同于

自动驾驶。

诚然，要让“四轮机器人”在大街小巷

上高速移动而不伤害人，其难度可想而

知。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的是

成千上万次的道路实测、对每个安全漏洞

的穷追不舍。汽车作为百年赛道，市场或

许会为炫酷的技术买单，但时间只会为可

靠的产品背书。毕竟，在安全这条永无止

境的赛道上，没有弯道超车的捷径。唯有

让技术进步与安全底线同频共振，让创新

热情始终浸润在对生命的敬畏之中，车企

才能穿越技术变革的迷雾，驶向真正智能

且安全的未来。

产品逻辑变了，监管逻辑也要跟着变

在电影《变形金刚》中，汽车人变成汽

车后与地球上的汽车别无二致，但其内核

却是拥有自主意识的机械生命体。

同样，今天的智能网联汽车，虽外观

与传统油车相似，但它早已不是单纯的交

通工具——— 一辆智能网联汽车的软件代

码量超过3亿行，远高于飞机、智能手机，

它带来的不仅是能源利用上的变革，更是

对整个产品逻辑的颠覆。

马车时代的监管员，难以胜任汽车时

代的交通警。有关数据显示，2024年，我

国辅助驾驶乘用车市场渗透率已达

47.3%，具备L2级组合辅助驾驶功能的乘

用车新车占比已达57.3%。智能网联汽车

越来越普及，监管的逻辑也要加快转变。

就比如，之前每次出现“智驾”相关

事故，舆论几乎都会呈现两派：一方指责

车企技术缺陷、功能夸大，另一方归咎于

驾驶员盲目依赖、操作不当。这种对立，

恰恰暴露出相关事故的处理，在法律适

用、技术监管、责任认定等层面面临的

困境。

算法问题与人为因素交织，多方责任

主体界定模糊。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小

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曾建议，行业主管部

门应完善事故责任认定体系，加快推进道

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工作，明确不同级别

“智驾”汽车在事故责任中的划分原则，制

定具体的事故责任认定边界。

再如，智能网联汽车变得越来越“懂

你”的同时，用户也愈发关心数据安全问

题。用户隐私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如何

平衡，考验着监管者的治理智慧。

当然，需要看到，智能网联汽车不同

的技术路径、算法、规格参数，以及不断迭

代的新技术，给标准的制定和监管的执行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

培育既懂汽车工程又精通数据治理的复

合型人才队伍，让掌握代码逻辑的“新监

管者”驾驭技术变革，才能避免“外行管内

行”。

技术突破如同“发动机”，规则和监管

就像“方向盘”和“刹车板”，车辆不偏航、

不违规，才能行稳致远。

方向盘一定要握在自己手上

从自适应巡航到自动泊车，从车道保

持到智能领航，越来越多的辅助驾驶功能

进入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越

是身处这样的热潮中，我们越需要保持清

醒的认知。

目前，所谓的“智驾”，均属于辅助驾

驶，即系统辅助人类执行动态驾驶任务，

其本质是“辅助”而非“替代”。驾驶主体

仍为驾驶员，驾驶员依然是安全的第一责

任人。

要看到，技术永远存在局限性，摄像

头可能在暴雨中“失明”，雷达或许在特殊

环境下出现误判，算法也会遭遇无法识别

的复杂场景……对技术的盲目信任，可能

会让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将方向盘牢牢握在手中，是对生命的

敬畏。道路情况瞬息万变，无论是突然闯

入车道的行人，还是前方突发的交通事

故，都需要驾驶员及时做出反应。

据公安部交研中心统计显示，2024

年，我国“智驾”相关事故量同比激增

217%，其中76%的事故源于驾驶员误判系

统能力边界。当我们因过度依赖辅助驾

驶而分心时，就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置

于危险之中。

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取代人

类的判断与责任。方向盘上的温度，代表

着对生命的尊重，对责任的坚守。要知

道，每一个方向盘后，承载的不仅是个人

的安全，更是家庭的幸福。

毕竟，行车安全，只有后果，没有如

果。“如果当时没有低头看手机”“如果当

时没分心”……时间不能倒流，发生的无

法改变，失去的无法挽回。

让我们始终牢记：无论技术如何进

步，驾驶者的安全意识永远是安全行车的

重要保障。唯有如此，每一次出发才能平

安抵达，每一段旅程才能安心顺遂。

科技进步“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正

在蹚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新路。对车企

而言，保持探索的勇气难能可贵，但更重

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越是在掌声与

鲜花中前行，越要警惕“技术至上”的迷

思，守住安全底线、夯实技术根基、尊重用

户生命，才是延续竞争优势的不二法门。

汽车工业百年发展史早已证明：唯有脚踏

实地地积累，才能铸就屹立不倒的品牌。

从“智驾”到“辅驾”，一字之变，恰似迷途

的航船重新校准罗盘。当技术创新回归

产品发展自身规律，时间终将给我们想要

的答案。

（转自青岛宣传）

车企集体“改口” “智驾”变“辅驾”背后

一汽-大众华东基地第150万台整车下线。

奇瑞汽车“智慧工厂”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