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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不符合标准电单车仍在行驶
“与旺盛的出行需求不匹配的是，我

国至今未实现对非机动车的有效监管和

居民末端出行信息的充分采集，城乡交通

体系优化欠缺关键一环；大量不符合国家

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在路面行驶，

道路安全和充电火灾事故频发，严重威

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全国人大代表朱

惠英介绍说：“在居民短距离出行需求旺

盛、传统慢行交通工具落后于时代的背

景下，共享两轮出行行业应运而生，将交

通工具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切分，提升了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更加智能化的技

术应用有利于获取末端出行信息，为优

化城市交通规划提供了数据支撑；低碳

绿色环保的出行特征，也有助于我国碳

达峰目标的如期实现。互联网租赁电动

自行车还有助于解决多项长期困扰监管

部门的难题：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实现

对车辆状况和骑行行为的全程监控，全面

提升安全性，有效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率；动力电池标准化、“集中充电，以换代

充”的用电模式，为杜绝私人充电引发的

火灾事故提供了解决方案。”

电单车充电等很多问题待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江浩然则分析认为，电

单车已经成为百姓上下班、外出购物的常

用代步工具，但其本身存在“里程焦虑”，

现有技术条件下很难实现快速充电、超长

续航，无法满足中长途出行的需求；不规

范的充电行为存在安全隐患，无论是用户

自行充电还是开放式集中充电，都无法解

决这一问题，而电单车火灾隐患这一现象

业已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出于安全考

虑，管理部门禁止用户在住宅内对电单车

进行充电，但电池体积大质量大，用户拎

回家或集中充电的体验感不佳；由于电单

车换电业务在体量上无法与汽车行业比

肩，尚未引起国家层面重视，行业政策或

地方政策几乎处于空白，缺乏产业政策引

导，商业发展方向不明晰，不利于中长期

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若城市中的电单车换电网点布设合

理，通过换电代替充电解决电单车痛点，

将有效减少火险隐患、提升用户体验并利

用大数据赋能智慧城市建设。”

将两轮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新基建
朱惠英建议，将两轮基础设施建设纳

入新基建范畴，支持行业创新发展。针对

行业企业正在开展的两轮换电能源网络

建设、非机动车监管平台、城市基层治理

巡查管理系统等具有社会价值的创新应

用，给以肯定，建议考虑将两轮换电能源

网络列入国家和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范畴，给以一定税收、贷款、财政

支持，政企合作加快建设。

同时，引导两轮共享出行行业为公共

交通欠缺区域提供更优质的出行服务。建

议交通运输、发展改革、财政税收、农业农

村、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考虑提供一定的政

策优惠，引导两轮共享出行行业填补公共交

通服务空白；建议公安机关加大对破坏共

享车辆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为共享

两轮出行行业走进乡村提供必要的保障。

加大对电动车换电网络布局的支持
江浩然同样建议国家发改委将“电单

车换电网络建设”列入“新基建”目录。加

大对电动车换电网络布局的支持，引导行

业企业加大对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创新应用，让“电单车换电

网络建设”充分融入智慧城市建设之中。

建议由交通部牵头将“电单车换电网

络建设”纳入交通部发布的《关于推动兼

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当中》；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将“电单

车换电网络建设”作为“两新一重”项目予

以推动，并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布局“电单

车换电网络”项目；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

头会同工信部、国家能源局及住建部等相

关部委共同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推动电池

标准化，引导行业有计划、有节制发展。

并请市场监管总局严把产品质量关、网信

办依规督促企业保障用户隐私。

“电动车应集中充电，以换代充”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建设电单车换电网络

近年来我国电单车市场呈现供需两旺局面，保有量超过3亿辆，

年产销量保持在3000万辆水平。同时，我国快递外卖行业千万量级

的从业人员日常普遍使用电单车作为送货工具，每天国内电单车骑行

需求多达七亿次，电单车已初步具备出行“刚需”的属性。在今年的全

国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尽快普及“集中充电，以换代

充”的用电模式，建设电单车换电网络。 ■ 记者 祝亮 文/图

在今年的人代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尹同跃，基于对汽车产业的深度实践

和调研，提出《通过强化产业生态融合，

以突破车载芯片“卡脖子”技术》《统筹智

能网联汽车示范区测试准入互认，加快

推进C-V2X技术应用》《加强稳定大型

国际航运物流企业海运运价，确保中国

品牌企业出口物流安全和产品核心竞争

力》等九项议案建议，希望能够解决中国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突出

问题，推动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芯片产业是一个集技术、资本与人

才于一体的产业生态。2020年，多部委

联合发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和

国办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中，均明确提出推进车规

级芯片的研发与产业化，加快智能化系

统推广应用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基于此，尹同跃建议，制定国产车

载芯片技术路线发展纲要。明确车载

芯片国产化率发展目标，加大芯片产

业链建设、重点扶持及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成立芯片创新发展平台。从标

准、规范、人才、技术层面给予芯片行

业、零部件行业与整车以支持。“同时，

还要强化产业生态融合。在产业链生

态上给与政策鼓励以及资金支持，推

动芯片生态与部件生态、整车生态融

合发展。”尹同跃说。

此外，近年来我国C-V2X得到快

速发展，但由于各示范区场景、设备、方

案的不同特点，作为主机厂端推进多场

景应用会付出多重的准入及通讯协议匹

配投入。

因此，尹同跃建议建立国家级测

试示范区测试车辆上路准入结果互认

机制；各国家级测试示范区使用统一

的C-V2X通讯技术；国家层面推进车

企上市新车具备嵌入式的蜂窝连接功

能；建立芯片底层交互标准；鼓励地方

建立C-V2X应用示范区，推动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发展，在政策和资金方面

给予支持。 ■ 记者 于彩丽 文/图

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被

多次强调。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今年围绕“科技创新”“健康中国”“因材

施教”“老年社会”等时代命题，向全国两

会提交书面建议。在关爱老年人方面，

刘庆峰建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关爱老

年人群体，推进科技适老。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保障不断健

全，社会福利体系日益完善，但在移动

智能化时代如何强化对老年人群体的

关爱方面仍存在不足。“以打车为例，现

实生活中就经常可见老年人在路口长

时间等不到车。另一方面，针对老年人

的日常关怀和应急保障依然存在短板，

诸如老人突发病患、走失、摔跌等问题

频发，针对老年人高血压等高发慢病的

健康管理手段也不足。

在刘庆峰看来，当前老年人群体普

遍会拨打电话，如通过12345政务服务

热点为门户入口，将各种操作复杂的

APP应用变为拨打电话，基于人工智能

技术与老年人出行、就医、消费、应急等

相关的APP后台应用打通，老年人拨打

了政务服务热线电话，机器便可以自动

识别其需求并调用相应服务。在此基

础上，对少量无法通过机器调用的服

务，设置人工坐席作为兜底保障，通过

有限的坐席人员，就可以在人工智能辅

助下实现针对老年人公共服务和社会

服务需求的全覆盖。同时，随着人工智

能对适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学习和自我

迭代，未来有望完全自主地实现相关服

务。这将是当前社会下整体投入可控、

操作可行的适老服务举措。

基于此，他建议：整合各地政务服务

热线，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通各类服务

APP，建设专门针对老年人服务需求的

智能热线和人工坐席，帮助老年人更加

便捷地享受便民服务和基于移动互联网

的社会服务；同时，打通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与监护人、网格员之间的兜底

闭环机制，加大对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关

爱和服务工作的统筹推进力度，并制定

相关标准和规范。 ■ 记者 于彩丽 文/图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关爱老年人群体

全国人大代表尹同跃：

强化产业生态融合
突破车载芯片“卡脖子”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