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驾驶，向来不缺少话题，而最近引爆这个技术关注点的，是滴滴。

6 月 27日，上海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载人示范应用启动，这一天，滴滴出行首次面向公众开放自动驾驶服务，用户可通过滴滴 APP线上报名，审核通

过后，将能在上海自动驾驶测试路段，免费呼叫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试乘体验。

7月1日，拿到了测试名额的本报记者，赶赴上海汽车会展中心，坐上了滴滴自动驾驶汽车，来回乘坐了2次，还有点意犹未尽。

滴滴自动驾驶开放试乘，我们替你去上海体验了

车顶有旋转的“帽子”
自动驾驶车会避让会调头
真正跑到你我身边，至少还需十年时间

本报记者 陈婕 俞任飞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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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一大早记者赶到位于上海嘉定博园路

上的上海汽车会展中心，在大门口遇到一辆汽车开

出，头顶上不断旋转的“帽子”，车身上印着滴滴自动

驾驶标志，除此之外，外观上和普通车辆没啥大区

别。这批滴滴自动驾驶车均由沃尔沃XC60改装。

“坐着很舒服，讲解得也到位。”三位上海阿姨刚

下车，眉飞色舞地跟我们说，她们是今天的第十三车

体验者，其中一位阿姨一早 6 点就出门，倒了几趟

车，花了近3个小时才从闵行赶到。这趟“远门”，她

们一致认为，很值。

“您好，麻烦先签一份知情责任书。”工作人员给

我们递来一份材料，上面包括禁止随意触碰车内工

作人员及车辆部件设备，禁止车内拍摄，当车辆状

态、天气情况等原因，不适宜体验时，滴滴有权单方

无责取消申请或终止体验。

车内前排坐着安全驾驶员和安全引导员。“我们

负责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及时接管车辆，确保乘客安

全。”副驾驶座上的引导员开启介绍模式：这次行程

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上海汽车会展中心，距离大约 5

公里，体验时间20分钟。

系好安全带，车子缓缓驶入博园路，驾驶员保持

着随时接管方向盘的手势。看起来，这就是一条普

通的道路，我们坐的自动驾驶车正与其他车辆混行。

“您可以按一下电子屏右下角的按钮，在主视

角、俯视视角、长距视角之间切换，长距视角是自动

驾驶才能做到的，我们人眼看不到那么远。”

“屏幕左上角是不是出现了绿色箭头？这是跟

着方向盘转动自动亮起的转向灯。刚刚有没有听到

系统自动播报了‘信号灯制动’？”

“你看，斑马线上这位行人现在走到了卡车前

面，其实处于我们的视野盲区，但自动驾驶车辆系统

依然能够自动侦测出，并进行避让。”

左转掉头，可以说是本次行程中对自动驾驶最

有考验的一个环节，我们发现，这辆车不仅可以与一

般车辆一样，及时进入待转区域，而且始终与前车保

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一路新奇的体验不少。即便前方的信号灯被大

货车遮挡了，但车辆依然接收到了信号灯变绿的信

息，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在不限时倒计时的红绿灯

路口，显示屏上依然能够跳出精准的红灯时间。

“这是我们的车路协同方案，利用了 V2X 通信

方式，马路上的信号灯或其他车辆信息被传输回自

动驾驶汽车。现在我们就会缓慢地自动启动。”

刹车、避让、超车，调头，自动驾驶车在十几分钟

车程里轻轻松松完成了各项“技术难度动作”，全程

没有出现人工接管车辆的情况，一路平稳。不过，车

载 PAD 显示，时速始终控制在 50 公里以下。“这是

我们目前的测试速度，不久后也许会提高到这条路

面的规定时速上限60公里。”

半途中，我们这辆车也遇上过“突发”。五米外

路边停着的一辆私家车正欲起步，激起自动驾驶系

统的反应，几秒钟内车被刹停。“自动驾驶车能够预

判肉眼无法看出的移动，提前避险。”引导员强调说。

有上海阿姨花3小时、倒几趟车
就为了试乘自动驾驶20分钟

事实上，在自动驾驶这条赛道上，除了滴滴，还

有百度、高德等互联网公司同台竞技。此前，百度

分别在北京、长沙、沧州三地开展自动驾驶载人路

测。就在 6 月 22 日，高德与自动驾驶出行企业文

远知行在广州合作，上线面向公众的 RoboTaxi

（自动驾驶出租车）运营服务。

看起来，滴滴的步伐跟得很紧。公开资料显

示，滴滴在2016年即组建自动驾驶研发团队，目前

在中美两地均有研发和测试团队。2019 年 8 月，

滴滴将旗下自动驾驶部门升级为自动驾驶公司。

2019 年 9 月，滴滴获得上海颁发的首批载人示范

应用牌照。2020 年 5 月 29 日，滴滴宣布旗下自动

驾驶公司完成首轮超5亿美元融资。

载人路测是自动驾驶走向商业化的重要环节，

这意味着自动驾驶汽车距离真正的商业化运营又

近了一步。

不过，对于自动驾驶来说，技术已并非天花板，

训练数据的多少才是走向运营和落地的关键。

滴滴自动驾驶负责人告诉我们，滴滴最大优势

是场景和数据以及坚定投入的决心。在数据的获

取上，滴滴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目前，滴滴自主研发的车载设备桔视，覆盖了

滴滴平台上 50%以上的订单，每年积累一千亿公

里的数据，都可以用于自动驾驶仿真模拟。这一

点，或许是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

此外，滴滴通过自己积累的大数据，可以很

好地判断哪些场景适合自动驾驶技术，哪些场

景更有商业价值。如此一来，可以通过混合派

单的方式，在适合自动驾驶的场景下派遣自动

驾驶车辆接单，在不适合的场景下派遣人类司

机接单。

自动驾驶是未来交通出行的大方向和趋势，方

向是明确而坚定的。当然，也要做好面对各种困难

和挑战的准备，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整个生态链

的完善，需要经历从技术成熟，商业成熟到法规成

熟。按照滴滴CEO程维预测，“滴滴仍需要至少做

十年的持续投入”。

真正的无人驾驶落地，道阻且长，但目前来看

已经出现了雏形。历史前进的车轮似乎已经呼啸

而来，与其让车轮从身上碾压过去，不如，一起上车

看看？

自动驾驶车真正跑到你我身边
至少还需十年时间

整场体验下来，自动驾驶系统表现得挺好，当

然多多少少还是能挑到瑕疵。有同样感觉的还有

体验者老贾。

老贾今年 60 多岁了，是上海一所高校国贸专

业的老师。前几天看到了滴滴自动驾驶的直播，就

心动了，说什么也要报名来尝个鲜。

周一晚上刚从苏州出差赶回上海，昨天老贾又

起了个大早，从浦东出发，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

如此折腾，是为了坐一趟十几分钟的自动驾驶车。

上午11点多，他赶进了末班车，成了上午的最后一

个体验者。“还不够过瘾。”几分钟后，他下车饶有兴

致的给出了评语，“关键词是安全，不过刹车和提速

那一下不太舒服。这些我都填在了反馈表里了。”

目前，工信部出台的自动驾驶分级标准为0级

到 5 级。而滴滴这次的自动驾驶服务属于 L4 级，

即高度自动驾驶，这个阶段的自动驾驶允许全程不

需要驾驶员控制，但限制车速、行驶区域，并在紧急

情况下需要驾驶员接管车辆。

“总的来看，滴滴自动驾驶最大的痛点，也是行

业普遍面对的是长尾技术问题。比如说，打着伞的

行人、出现在红绿信号灯上的红气球、一群停在马

路上的各种品种的鸟等。自动驾驶系统识别这些

会有难度。”

滴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上海嘉定这一区

域会长期开展试乘体验，现阶段的自动驾驶载人测

试路线经过汽车会展中心、办公区、地铁站、酒店等

核心区域。

外地小伙伴也不用很羡慕上海，说不定一段时

间后，你们也有机会体验这项新技术。“我们会在政

策、法律等允许的情况下，从供需、安全、自动驾驶

能力这三个方面衡量其他城市落地步骤。”滴滴自

动驾驶相关负责人表示。

面向普通市民长期开展试乘体验
滴滴APP即可预约

行驶途中，驾驶员保持着随时接管方向盘的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