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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质量落后于美日企业

自动驾驶专利有待全球布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在自动驾驶核心专利领域，我国企业从数量到质量都落后于美国、日本企业，而且

专利布局高度集中在国内，对海外市场关注不够。对此，我国企业要努力掌握核心专

利标准，对关键技术在相应目标市场申请专利并迅速布局，推动专利尽快走出去

北京海淀公园内，游人正在试乘全球首款L4级别无人驾驶巴士。 佘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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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天骄无人驾驶技术是当前全球汽车行

业、人工智能和互联网行业的研究热
点。在国内，以百度为代表的企业已
经把无人驾驶带入了公众视野。

今年 7 月，百度与金龙客车推出
的阿波龙成为全球首款L4级量产自
动驾驶巴士，11 月，百度 Apollo 又和
一汽红旗发布L4级别自动驾驶乘用
车量产计划，预计2019年小批量下线
示范运行，2020年大批量投放更多城
市运营。

腾讯、阿里、广汽、北汽等也在积
极部署和研发。初创公司中，蔚来科
技、地平线机器人、纵目科技等企业都
受到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然而，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势下却
有隐忧。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北
京国知专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发
布的《自动驾驶产业专利分析评议报
告》显示，截至2016年4月1日，在核
心专利领域，我国企业从数量到质量
都落后于美国、日本企业，而且专利布
局高度集中在国内，对海外市场关注
不够。自动驾驶全球赛场上，中国还
需努力。

专利多为实用新型

自动驾驶包含两个概念，即无人
驾驶和辅助驾驶。美国国家公路交通
安全管理局将自动驾驶分为 5 个等
级，0 级：由驾驶员驾驶；l 级：具备
1 种以上自动化控制功能，如自适应
巡航和车道保持系统 ACC 等；2 级：
以汽车为主体执行多种操作功能；3
级：当以汽车为主体的驾驶行不通时
可指示驾驶员切换为手动驾驶；4级：
完全可以无人驾驶。

从定义可以看出，自动驾驶技术
综合复杂，涉及感知、V2I/V2V通信、
导航、决策、执行控制、车辆动力学等
多个方面的技术，在每一个方面，都需
要突破性的创新技术。

以感知技术为例，它就像自动驾
驶汽车的眼睛，决定了其对周边环境
的认知。从专利申请来源国的角度分
析，环境感知传感器专利申请来源国
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美国、德国、韩
国这 5 个国家，日本以 32%的占比成
为全球最重要的感知技术来源国，中
国以 24%居第 2 位，美国和德国分别
居第 3 位和第 4 位。日本、中国、美
国、德国占据了全球感知技术来源国
申请量的84%。

从专利申请目标国的角度分析，
专利申请目标国主要集中在日本、中
国、美国、德国、欧洲这5个国家和地
区。日本以27%的占比居第一位，中
国以21%居第二位，美国以17%居第
三位，德国以9%居第四位。日本、中

国、美国、德国占据了全球感知技术目
标国申请量的74%。

“从专利申请量来源国与目标国
的分布来看，日本主导优势明显。”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
京中心光电技术发明审查部光学器件
一室主任陈旭红介绍，中国的专利数
量虽然也较多，但其中实用新型的数
量较多，在技术实力上相较日本还是
有明显的差距。包括丰田、日产在内
的日本汽车制造厂商对汽车传感器的
高度重视和本身所具有的现代电子工
业基础，共同成就了日本在全球汽车
传感器应用专利的领先地位。

“从毫米波雷达感知技术看，日
本是重要的技术产出国，虽然我国有
两所高校进入前十位申请人行列，但
高校显然不具备在市场上进行技术转
化的能力。”陈旭红分析说，“机器视
觉感知技术方面，日本、韩国和以色
列的 Mobileye 公司占据了重要地
位，国内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技术保护
力度乏善可陈”。

更关键的是，中国企业在自动驾
驶领域的知识产权质量也逊色不少。

“专利的被引用次数直接说明专利的
重要程度。”陈旭红说，以视觉传感器

为例，全球专利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申
请人是 Mobileye（561 次）、三菱（325
次）、德尔福（246 次）等，没有中国企
业。

对外技术产出较少

在更为核心的无人驾驶领域，中
国企业也略微落后。据陈旭红团队统
计，全球无人驾驶专利在2012年开始
呈爆发式增长，主要原因在于以谷歌
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开始介入无人驾
驶领域，并同时申请了大量专利，其他
传统汽车企业也随即增大了无人驾驶
技术的相关研究。以谷歌为代表，美
国在无人驾驶专利领域的优势明显，
不仅申请量最大，全球布局相对均衡，
而且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对于中国市
场的申请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德国、欧洲、日本、韩国同样重视
对外技术产出。截至 2016 年 4 月 1
日，无人驾驶专利的全球前十大申请
人中，谷歌排名第一，紧接着是传统车
企和供应商，没有中国企业的身影。

“对比强烈的是，中国的技术产出
不仅总量少，而且全球布局非常欠缺，
在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专利申请，中国
的企业在无人驾驶领域尚欠缺全球布
局的意识。”陈旭红说。

在辅助驾驶决策控制技术方面也
是如此。从技术来源和技术流向来
看，日本是辅助驾驶决策控制技术最
大的技术来源国，不仅在本国布局，在
美国、德国和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均很
大，尤其以美国为重，这反映了日本申
请人对美国市场的重视。相比之下，
中国申请人的辅助驾驶决策控制技术
专利申请基本在本国市场，几乎没有
在国外布局。

陈旭红建议，中国企业应该改变
专利运用手段不够娴熟、比较单一的
现状，积极学习借鉴国外企业的专利
申请布局模式和策略，做到产品未动、
专利先行，在产品上市前后，对关键技
术在相应目标市场申请专利并迅速进

行专利布局。

导航技术具备潜力

要实现高等级的自动驾驶，导航
技术是另一个关键。基于高精度地图
的自动驾驶汽车导航系统涉及3个重
要方面：高精度地图、路径规划和定
位。在这些细分领域，日本全面领先，
但中国也有机会。

从导航技术整体的专利申请态势
看，中国起步较晚，日本是最大的专利
申请来源地和目的地，其来源地申请
和目的地申请的申请量超过美国、中
国、韩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
美国和中国来源地申请和目的地申请
的申请量分列第二、三位。

对于高精度地图技术，在中国申
请的13件专利中，有6件是国外公司
在中国提交的，由中国公司或高校提
出的专利申请仅有 7 件，国内的公司
在高精度地图领域中基本还没有开展
专利布局。

对于路径规划技术，日本是最大
的技术来源国，并且全球布局均衡，非
常重视美国、欧洲、中国等海外市场。
排名前10的申请人中，有9个都是日
本公司，排名前 3 位的爱信艾达、丰
田、电装都是日本丰田集团的子公司，
注重汽车配件以及整车的研发，体现
出日本在此领域的强大实力。

对于定位技术，其发展与硬件的
发展息息相关，日本目前占据优势地
位。“不过，中国拥有自己的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和先进的通信网络研发企
业，因此定位技术具有优良的研发基
础。”陈旭红表示，“中国企业应该抓住
机会，掌握核心专利标准，追赶全球先
进的定位技术”。

导航技术专利统计表明，美国和
中国的目的地申请量高于来源地申请
量，反映出美国、中国两国的导航市场
被各国申请人重视且积极进行专利布
局，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面临激烈
竞争。

这两年，公众经常能看到自动驾
驶汽车完成真实道路测试，无人驾驶
汽车已经从概念逐步走向现实的相关
报道。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的集大成
者，技术含量高，有没有核心专利将决
定中国企业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
占据主动。从截至2016年4月的数据
来看，中国企业还有些落后。我们要
看到，自动驾驶是汽车行业不能错过
的未来。

中国政府对自动驾驶技术的支持
力度位于世界前列，已陆续出台《中国

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先进驾
驶辅助系统术语和定义》《中国智能网
联汽车技术发展路线图》等文件。经
过两年多的政策激励和企业的奋起直
追，中国在自动驾驶领域已经有了跨
越式的进展。中国专利保护协会近日
发布的《人工智能技术专利深度分析
报告》显示，在国内的智能驾驶方面，
百度不仅作为唯一一家互联网公司上
榜，更超过福特、丰田等老牌传统车
企，跃居首位，充分显示中国企业在自
动驾驶核心技术上的强劲实力。

要想不被时代抛下，传统企业必
须积极与新来的技术引领者合作。这
一波自动驾驶的核心技术大都掌握在
互联网企业手中，他们没有造车经验，

不会直接取代整车制造商。以百度为
例，他们搭建了Apollo开放平台，以技
术输出等方式，与汽车产业链的上下
游厂商达成合作。目前，已有戴姆勒、
福特、英伟达、英特尔、比亚迪等 130
余家企业加入平台。

车企深知用户的乘车需求，在汽
车硬件的研发中具有天然的优势，这
些都是互联网公司等跨界主体不具备
的。鉴于目前无人驾驶技术的成熟度
和公众接受度还不高，市场上的主力
产品仍具备了高级辅助驾驶技术，例
如自动泊车、交通拥堵辅助、防碰撞
辅助和车道保持系统等。消费者对于
这种丰富的辅助驾驶技术认可度高，
愿意为此多付出一些购车成本，因

此，车企在与互联网企业技术融合的
同时，还可以逐步增加高级辅助驾驶
技术，以抢占市场、提高盈利。

在政府层面，也要继续积极营造
创新环境。自动驾驶技术的竞争也包
括行业标准和法律法规制定上的竞
争，我国的自动驾驶技术还没有相应
的标准和法规。当前，技术标准已经
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标准化组
织在制定技术标准时，正越来越多地
引用专利，以加快标准化进程。相关
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引导国内企业，特
别是地图厂商提前做好专利布局，抢
占标准制定的先机。或许，自动驾驶
技术将是中国汽车企业实现“弯道超
车”的重要机遇。

伴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多
的城市管理者尝试利用各种信息
技术或创新理念，提升资源运用
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改
善市民的生活质量。浙江省湖州
市德清县正在打造的“精准时空
城市大脑”项目，就是尝试之一。

在德清县，全球领先的精准
位置服务公司千寻位置网络有限
公司联合阿里云、浙大中控、海
康威视等合作伙伴，将北斗精准
时空能力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引
入当地的城市管理中，利用“时
空大脑＋城市大脑＋应用场景”
的模式，打造一座全新的“未来
之城”。

当前，因缺少精准时间和空
间信息作为基准，城市各类终端
采集的信息难以实现统一处理，
导致城市管理的系统难题无法破
除。对此，千寻位置结合基于北
斗地基增强站的精准时空网络、
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定位算法、精
准时空专有服务平台、海量高精
度定位终端，以及全国首个覆盖
主城区的车道级高精度地图，为
德 清 县 构 建 了 一 个 “ 时 空 大
脑”。它与阿里云“ET 城市大
脑”的数据资源平台、AI 算法
服务平台融合，为当地提供了覆
盖交通、交管、旅游、城管及工
业企业大数据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场景，助力德清智慧城市建设。

千寻位置基于北斗系统绘制
的高精度地图不仅具备精确的车
道线信息，还集成了基础设施管
理功能，可实现摄像头、信号
灯、交通指示牌等多种交通基础
设施的精准挂载，以及智能终端
采集数据的实时上报，让海量终
端在统一时空基准下实现信息
交互。

“有了这一基础设施赋能，
各部门间就能打破数据孤岛，形
成强大的数据中台，让人工智能
与大数据技术充分发挥作用。”

“精准时空城市大脑”项目负责
人张磊表示，“时空大脑＋城市
大脑”结合后，“城市大脑”智
能算法服务平台基于统一城市大
数据进行的大规模自动事件检
测，再获得千寻位置“时空大
脑”提供的精准时间、位置数据
支持，就能帮助管理者实现更精
准的决策和处理。

目前，基于北斗系统的精准
时空摄像头与自主飞行无人机联
动解决方案已经完成技术验证，
正在德清县交通管理等领域应用
推广。通过智能视频流算法进行
交通事件自动检测，再由精准时
空摄像头完成精准位置坐标上
报，交警智慧平台就可联动执法
无人机自主飞到现场进行画面采
集甚至喊话处理，实现交通事故
快速解决。而基于北斗系统的智
能三脚架、智慧锥桶等新型终端
的应用也可实现车辆抛锚、道路
施工精准位置信息实时上报和导
航联动。

在完成北斗高精度定位模块
的植入后，德清县的摄像头可实
现最高达 30 厘米的精准定位及
纳秒级的时间校准，不仅可以助
力管理部门实时感知道路车流变
化，实时进行交通智能优化，还
将实现人车路信息交互。

有了这些新型终端构成的道
路信息协同网络，再配合多技术
融合的车载监控模块的安装，管
理者可实现对单车、电动车等各
类移动终端的精准监控，充分保
障公众的安全。

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工
商峰会主席、千寻位置首席科学
家冯绍军告诉记者，作为全国北
斗地基增强一张网的建设和运营
者，千寻位置将在 2021 年搭建
起“全球一张网”，实现实时厘
米级定位全球覆盖，大范围推广

“时空大脑＋城市大脑＋应用场
景”模式。

车企与互联网公司应合作共赢
□ 佘 颖

本报讯 记者周明阳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
展研究院和经济学院近日联合发
布《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千万排
行榜 2018》，对中国高新技术企
业的创新能力进行了全覆盖、全
方位的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陈彦斌介绍，该排行榜评价指
标不仅包括专利数量和专利质
量，还包括创新价值扩散、创新
网络宣传等指标，并采用大数
据、网络爬虫等多项数字技术，
准确提取商标和网络热度等指标
信息。

《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千万
排行榜 2018》对外发布了“2018
中国企业创新能力 100 强”和

“2018 中国企业创新能力 1000
强”两大榜单。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和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分列 2018 中国企业创新能力
100 强榜单前 3 名。排行榜显
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中
在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山东
5个地区，前100强和前1000强
的企业中分别有69%和62.6%分
布在这5个地区。

陈彦斌表示，通过对上榜企
业的创新指标进行深入分析，专
利在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分布极
不均衡，少数创新能力较强的企
业占据了绝大多数专利，中国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的 专 利 质 量 有 待
提高。

天津市实施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
技型企业创新发展。截至目前，天津市共选派3089名高校院所科技人
员作为特派员入驻2725家企业开展服务，在企业担当技术专家、行业
专家、产品经理三种角色，完成“专业到行业、项目到产品、论文到效益”
的3个转化。图为在天津高新区华苑科技园，南开大学科技特派员李
旭东（右）向优耐特的员工询问设备组装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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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Apollo自动驾驶技术合作车。 佘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