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摘要

為支持香港實現智慧城市的願景，香港特區政府

於去年修訂及推出自動駕駛車輛的相關規例，以

提升智慧出行及其中的網聯自動駕駛 （Connected 

& Autonomous Vehicles, CAV）技術，進一步加

強香港作為區域創新科技中心的定位。建基於車

聯網（Vehicle-to-Everything, V2X）技術，CAV可

有效提高道路安全，提升交通運輸和能源效率，

同時改善本地通勤者的出行體驗，徹底革新香港

的交通運輸模式。

為了向香港提供行業最佳實踐範例，本報告廣泛

研究了韓國、荷蘭、新加坡、英國和美國等CAV

領先國家的成功因素，並詳盡剖析政策與法規、

基礎設施、研發能力、人才供應及資金渠道等一

系列關鍵因素。藉着市場洞察和全面分析，我們

深入了解中國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內地九市，以及

香港的獨特行業格局，以評估發展現狀、找出主

要痛點並發掘新興機遇，為香港CAV技術制定清

晰的發展方向。通過鞏固行業基礎，協調與深化

發展，並打造一個支持CAV技術和其相關市場發

展的環境，香港能抓緊新機遇，創造源源不絕的

發展動力，朝着自動駕駛的未來邁進，發揮其作

為全球領先智慧之城的巨大潛能。

 

免責聲明

在本刊物/活動內(或由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署或創新及科技
基金一般支援計劃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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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概況區內概況建議展望未來 CAV簡介

簡介

背景

隨著立法會去年通過《2022年道路交通（修訂）（自動駕駛車輛）條例草案》，以及新制訂的附屬法例《道

路交通（自動駕駛車輛）規例》， CAV 將在香港的馬路上扮演關鍵的角色，促進交通系統的革新。香港擁

有活躍有序的營商環境，鼓勵協同合作，支援學術研究，有利城市邁向「智慧出行」的時代。此外，香港

還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推動CAV的落地應用和商業化。借助香港發展健全的監管框架和智能基礎設施，

以及作為大灣區和中國內地門戶的戰略地位，香港將利用CAV創造更安全、更智能、更環保的交通方式。

定義

CAV的概念可以分為兩個組成部分：智能網聯汽車（Connected Vehicles, CV）和自動駕駛汽車

（Autonomous Vehicles, AV）。智能網聯汽車配有網絡連接和通訊設備，可與其他車輛、基礎設施和技術

進行連接1。自動駕駛汽車則可以感知周圍環境並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自動運行2。結合兩者，可使

自動駕駛技術透過互聯互通獲取資訊，確保CAV能夠替代或協助司機完成駕駛任務。

CAV簡介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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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介紹了國際自動機工程師學會(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J3016標準所載的六個自動化

駕駛等級3。

自動化駕駛的六個等級

無自動化

無系統輔助

駕駛者全程操作

駕駛員輔助

雙腳離開

駕駛者負責長向或
橫向控制

車輛負責其他任務

部分自動駕駛

雙手離開

駕駛者負責長向或
橫向控制

車輛在特定情況下負
責橫向和長向控制

有條件自動駕駛

駕駛者時刻監控情況

車輛在不同情況下負
責橫向和長向控制，
並及時提醒司機
採取措施

雙眼離開

高度自動駕駛

駕駛者時刻監控情況

車輛在不同情況下負
責橫向和長向控制降
低事故風險

不思考

完全自動駕駛

無駕駛員

LEVEL 0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2000 2000+ 2010+ 2021+ 2025+ 2030+

車輛在所有情況下負
責橫向和長向控制
無需方向盤和/或踏板 

(視乎用例)

優勢

• 提升道路安全：自動駕駛汽車的駕駛輔助技

術（如緊急制動和盲點監測）可以減少人為駕

駛失誤和失常行為，顯著加強道路安全4。

• 提高交通效率：CAV的程式設計可使車輛之

間保持安全且一致的距離，減少交通停頓，

緩解交通擠塞。

• 提高環境可持續性：CAV系統通過減少不必

要的怠速和因道路擠塞而造成的燃料浪費，

降低燃料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 提高生產率：自動駕駛汽車高度自動化，讓

乘坐者免於駕駛任務。當車輛自動駕駛時，

乘員可將時間和注意力用於其他活動。

• 提高交通便利性：CAV可以提高殘疾人士

和長者出行的獨立性和自由性，為其增加出

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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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汽車的「大腦」、「心臟」和「眼睛」是其三個基本組成部分5。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晶片是智能汽車的「大腦」，充當控制中心，具有強大的調度、管理和協調能力。第三

代半導體相當於智能汽車的「心臟」，無論在車輛的哪個部位應用，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互

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CMOS）鏡頭則充當車輛的「眼

睛」，可以自動完成盲點識別和前視駕駛等任務。

CAV 通常採用電動汽車（Electric Vehicles, EV），因為相比汽油或混合動力車型，它們具備更出色

的特點。其中一個重要優勢是穩定的動力供應。CAV所需的先進傳感和計算硬體需要大量電力， EV

的電池組為高功率的AV元件提供了可靠和穩定的動力來源。此外，EV在加速過程中表現出低延遲

和穩定的反應，相比傳統燃油汽車，能夠更快地做出決策和執行操作。

運行機制

智能汽車組成

智能汽車的結構

大腦

中央處理器/微控制器/
現場可編程輯閘陣列/
特殊應用積體電路

觸角

激光雷達

記憶體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快閃記憶體 (NAND), 
快閃記憶體 (NOR)

視覺

發光二極體燈

眼睛

互補金屬氧化物
半導體攝像頭

耳朵

射頻收發器

心臟

第三代半導體
神經元

乙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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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技術 

V2X讓CAV能夠與交通系統和周圍環境進行溝

通。當中包括四種主要通訊形式，分別是車對車

（V2V）6、車對基礎設施（V2I）7、車對行人（V2P）8

和車對網絡（V2N）9。CAV領域還有其他關鍵技

術，包括環境感知技術、精確感知技術、高清精

準地圖技術、路徑規劃技術和線控（X-by-Wire）

技術。

運行方式

CAV的運行10分為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感知：CAV利用雷達系統（如激

光雷達）和視覺系統（如鏡頭）等感測器從周

圍環境收集資料（包括路邊和交通狀況）。

• 第二階段—決策：車載計算程式和演算法處

理收集的資料，輔助CAV做出智能決策，並

由驅動單元轉化為車輛的行為。

• 第三階段—控制執行：各種驅動器（包括發

動機、加速器和制動器）製造控制信號以執

行所需的車輛動作。這階段涉及精確的車輛

運動控制和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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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價值鏈可以分為三大部份：

上游：研發和原型設計

CAV價值鏈11的上游部分主要涉及汽車和技術部件

的研發、測試和生產。全球汽車製造商紛紛大規

模投資建設研發中心，致力於研發和升級CAV專有

技術，以在快速發展的CAV行業中獲得競爭優勢。

• 技術研發機構：在上游領域，包括大學和

政府資助的研究中心在內的各種參與者，通

過研發推動CAV專有技術和系統的發展和進

步。其中，大學重點研究理論概念，而應用

研究中心則針對具體挑戰研發解決方案，促

進技術落地應用。

中游：原型設計、測試和製造

CAV價值鏈的中游部分專注於車輛組裝和總裝配

廠所提供的技術服務。隨着EV的興起和CAV製

造業的增長，品牌汽車製造商（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 OBM）和 代 工 生 產 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 OEM）正努力把握這一

領域的新興市場機遇。

• 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和汽車製造商：零部件供

應商和汽車製造商(包括OEM、一級和二級

供應商)以研發成果和資料為基礎，設計、

生產和銷售CAV及相關解決方案。其中OEM

生態全景

智慧出行生態圈中的的重要持份者

生態圈促進者 公共部門實體基礎
設施建設者

數碼基礎

設施提供商

車隊營運商及
獨立車主

上游: 
技術研發機構

中游:

汽車製造商, 服務提供者及
企業孵化器

下游:

分銷商及用家

上游研究
中心

應用研究中心

汽車製造商

供應商和原始
設備製造商

出行顧問

乘車體驗
服務商

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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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所有軟硬件的整合商，發揮著至關重要

的作用。

• 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提供增值服務，旨在

提升用戶和車輛的體驗。服務提供者可以分為

出行顧問和乘車體驗服務商。出行顧問包括導

航服務提供商、維修保養服務中介和智能交通

系統操作員。乘車體驗服務商則包括娛樂設備

提供商和旨在提升整體乘車體驗的其他服務提

供者。此外，服務提供者還通過提供與交通相

關的服務，推動汽車行業轉型。

下游：商業化

CAV價值鏈的下游部分側重於推動CAV銷售和商業

化以及為最終消費者提供附加增值服務。隨着EV

逐漸普及以及技術進步重塑汽車和出行行業的格

局，預計這一相關市場將實現增長。

• 分銷商和批發商：分銷商和批發商管理關鍵

零部件的分銷和物流，促進供應商、製造商

和/或零售商之間的業務流通。

• 車隊營運商：車隊營運商透過使用CAV來滿

足自身的運輸需求，或將CAV作為服務提供

給協力廠商，例如共乘公司和運輸公司。

• 駕駛員：儘管CAV技術發展日漸成熟，但駕

駛員在生態圈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據現

行的自動駕駛汽車相關法律，所有CAV都必

須配備一名安全駕駛員，以確保安全性和合

規性。

• 乘客：CAV的大規模推廣和商業化，取決於

乘客的接受程度。安全問題需要得到解決，

才能刺激消費者的需求。

促進者在推動CAV價值鏈的發展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他們協助制訂一系列支持政策，確保測

試活動能夠順利進行，推動科技成果落地應用，

為CAV技術的發展和進步作出貢獻。實體基礎設施

建設者、數碼基礎設施提供商以及公共部門均在

這個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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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計劃
• 阿姆斯特丹宣言（Declaration of Amsterdam）（2016） 

CAV發展進程
• L3級自動駕駛汽車獲准在特定條件下運行，L4級自動駕駛開始
興起，例如荷蘭進行了首次L4級自動駕駛調車機車測試

• 自動駕駛汽車已應用於農業、旅遊業和公共交通等領域

概 覽

電動汽車普及率

8.2%

汽車市場規模

40
﹙億美元﹚

人口密度

522
﹙人/平方公里﹚

CAV發展計劃
• 移動創新路線圖（Mobility Innovation Roadmap）（2022）

CAV發展進程
• L3級自動駕駛汽車獲准在公路上使用，政府目前正制定安全和保險
標準，以在2024年實現L4級自動駕駛

• 自動駕駛汽車已應用於物流和公共交通等領域

概 覽

電動汽車普及率

10.8%

汽車市場規模

410
﹙億美元﹚

人口密度

503
﹙人/平方公里﹚

CAV發展計劃
• 智慧出行2030（Smart Mobility 2030）（2014）
• 新加坡自動駕駛汽車發展藍圖（Singapore Autonomous Vehicle 

Deployment Roadmap）（2017）

CAV發展進程

• L3級自動駕駛汽車獲准在公路上使用，並推出了首個L4級自動駕
駛共乘服務

• 自動駕駛汽車已應用於私人乘車和公共交通等領域

概 覽

電動汽車普及率

1.4%

汽車市場規模

50
﹙億美元﹚

人口密度

8,592
﹙人/平方公里﹚

概 覽

概 覽

CAV發展計劃
• 智能網聯和自動駕駛2025（Connected & Autonomous 

Mobility 2025）（2022）
• 零排放汽車規定（Zero Emission Vehicle Mandate）（2023） 

CAV發展進程
• 2021年L3級自動駕駛汽車獲准在公路上使用，2023年L4級
自動駕駛公車開始在公路上提供服務

• 自動駕駛汽車已應用於物流和公共交通等領域

電動汽車普及率

26%

汽車市場規模

169
﹙億美元﹚

人口密度

280
﹙人/平方公里﹚

電動汽車普及率

8.6%

汽車市場規模

1,041
﹙億美元﹚

人口密度

37
﹙人/平方公里﹚

CAV發展計劃
• 自動駕駛汽車綜合計劃 （Autonomous Vehicles Comprehensive 

Plan）（2021）
• 重建更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genda）及兩黨基礎建設
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Deal）（2021） 

CAV發展進程
• L3級自動駕駛的應用取決於各州法規，美國目前正在針對L4級
自動駕駛開展私人測試專案

• 自動駕駛汽車已應用於公共
 交通和軍事防禦等領域

我們將在本節分析五個在地理特點和CAV行業發展階段上與香港相似的國家。這些國家的CAV發展經

驗，值得香港參考借鏡。

全球概況
第二節



9

CAV發展計劃
• 阿姆斯特丹宣言（Declaration of Amsterdam）（2016） 

CAV發展進程
• L3級自動駕駛汽車獲准在特定條件下運行，L4級自動駕駛開始
興起，例如荷蘭進行了首次L4級自動駕駛調車機車測試

• 自動駕駛汽車已應用於農業、旅遊業和公共交通等領域

概 覽

電動汽車普及率

8.2%

汽車市場規模

40
﹙億美元﹚

人口密度

522
﹙人/平方公里﹚

CAV發展計劃
• 移動創新路線圖（Mobility Innovation Roadmap）（2022）

CAV發展進程
• L3級自動駕駛汽車獲准在公路上使用，政府目前正制定安全和保險
標準，以在2024年實現L4級自動駕駛

• 自動駕駛汽車已應用於物流和公共交通等領域

概 覽

電動汽車普及率

10.8%

汽車市場規模

410
﹙億美元﹚

人口密度

503
﹙人/平方公里﹚

CAV發展計劃
• 智慧出行2030（Smart Mobility 2030）（2014）
• 新加坡自動駕駛汽車發展藍圖（Singapore Autonomous Vehicle 

Deployment Roadmap）（2017）

CAV發展進程

• L3級自動駕駛汽車獲准在公路上使用，並推出了首個L4級自動駕
駛共乘服務

• 自動駕駛汽車已應用於私人乘車和公共交通等領域

概 覽

電動汽車普及率

1.4%

汽車市場規模

50
﹙億美元﹚

人口密度

8,592
﹙人/平方公里﹚

概 覽

概 覽

CAV發展計劃
• 智能網聯和自動駕駛2025（Connected & Autonomous 

Mobility 2025）（2022）
• 零排放汽車規定（Zero Emission Vehicle Mandate）（2023） 

CAV發展進程
• 2021年L3級自動駕駛汽車獲准在公路上使用，2023年L4級
自動駕駛公車開始在公路上提供服務

• 自動駕駛汽車已應用於物流和公共交通等領域

電動汽車普及率

26%

汽車市場規模

169
﹙億美元﹚

人口密度

280
﹙人/平方公里﹚

電動汽車普及率

8.6%

汽車市場規模

1,041
﹙億美元﹚

人口密度

37
﹙人/平方公里﹚

CAV發展計劃
• 自動駕駛汽車綜合計劃 （Autonomous Vehicles Comprehensive 

Plan）（2021）
• 重建更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genda）及兩黨基礎建設
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Deal）（2021） 

CAV發展進程
• L3級自動駕駛的應用取決於各州法規，美國目前正在針對L4級
自動駕駛開展私人測試專案

• 自動駕駛汽車已應用於公共
 交通和軍事防禦等領域

CAV領先國家概覽



主要國家統計資料

100,339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12 

51.8

人口
（百萬）13 

516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1.67

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
（萬億美元）14 

10.8%

電動汽車普及率
（2023年）15 

1.2%

複合年均增長率
（2019-2022年）

韓國

10全球概況區內概況建議展望未來 CAV簡介

國家概況

韓國是一個充滿活力、技術先進的國家，其核心產業是蓬勃發展的製造業。其中，

汽車、電子、造船等行業是其主要經濟驅動力。韓國對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和高技

能勞動力的投資，推動着國家的經濟增長。

汽車行業發展

汽車行業對韓國的經濟增長和全球聲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2023年，韓國

汽車工業總產值達410億美元16，現代（Hyundai）和起亞（Kia）汽車等汽車

製造商已成為全球重要的汽車製造商17。韓國汽車製造商注重創新和品質，

不斷研發和生產技術先進的汽車。他們的專業知識還延伸到電動汽車和混合

動力技術，進一步鞏固了他們的行業地位。

國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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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目標 

2017年，韓國首次把CAV納入其「創新增長」議程中。同年，國土交通部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MOLIT）為建設自動駕駛基

礎設施撥出了1.64億美元的預算18。此外，韓國在2022年推出了「移動創新

路線圖」（Mobility Innovation Roadmap），旨在加強該國在移動出行領域的

領導地位。到2030年，韓國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覆蓋約11萬公里國家道路的

實時通信基礎設施。此外，韓國還設定了到2035年，50%的新車實現完全

自動駕駛。

CAV發展進程

韓國在研發和應用CAV方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目前，韓國韓允許L3級自

動駕駛汽車在公路上行駛19，應用案例包括清溪川沿線的電動自動駕駛巴士

服務20和濟州島的自動駕駛旅遊巴士21。另外，Kakao Mobility將自動駕駛汽

車應用於貨物運輸22，而現代汽車亦完成了該國第一輛自動駕駛卡車在高速

公路行駛的行程23。此外，

Daedong還研發了韓國首輛

自動駕駛拖拉機24。韓國政府

一直推動公眾教育，以提高

市民對自動駕駛汽車的接受

度25。這令市民對自動駕駛增

強了信心，74%的受訪者對

乘坐經過政府認證的自動駕

駛汽車表示信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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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措施

 

政策與法規

韓國政府通過建立安全標準和保險制度來支持CAV的發展，確保安全和可靠的

應用。

• MOLIT發佈了指南，以應對L4級自動駕駛汽車在生產中的道德、網絡安全和

其它安全考慮。韓國正致力制定安全標準、落實保險制度，優先考慮AV操作

中的安全和私隱，以實現2024年開始使用L4級自動駕駛汽車的目標27。

• 《賠償保障法修訂案》為L3級自動駕駛汽車事故提供了責任框架28，當中包括

由車主的保險公司承擔損害賠償，同時保險公司可就車輛缺陷向製造商尋求

賠償。

  

基礎設施

韓國的智能道路基礎設施和廣泛的5G網絡覆蓋，為CAV測試提供了重要基礎，推

動了該行業的發展。

• 首爾大力投資智能道路基礎設施，在上岩數碼媒體城和首爾高速公路上營運

的2,000架巴車上配置V2X系統。V2X系統為首爾提供先進的公共交通系統，

智能地提醒司機注意行人碰撞、並提供道路和天氣狀況警示29，增強整體安全

性和效率。

• 韓國在5G覆蓋方面遙遙領先，城區5G覆蓋率高達90%，超過了美國和日本。

SK Telecom在公交巴士和的士上配置了2,000個5G終端裝置，一個5G控制中

心用於傳送安全資訊，為首爾的智能交通協同項目作出了重要貢獻。

 

研發能力

韓國通過建立專用測試場地和與行業領先企業和研究機構合作，增強CAV相關的研

發能力。

• 研發了自動駕駛汽車專用的測試場地，當中包括面積達32萬平方米的華城K-城

自動駕駛測試場、可進行5G測試的首爾Sangam測試場、板橋科技谷的自動駕

駛接駁巴士測試場，群山商用車輛測試場，以及大邱的城鎮式測試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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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科學技術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與現代汽車合作研發了高速自動駕駛技術31，韓國汽車技術研究

院（Korea Automotive Technology Institute, KATECH）與美國西南研究院

（Southwest Research Institute, SwRI）亦有合作研發自動駕駛技術32。

• 哈利法科技大學和KAIST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府阿布達比成立了哈利法科

技大學—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聯合研究中心，重點研究「智能交通」等

領域33。

 

人才供應

韓國通過開設大學專業課程，推動智慧出行發展。

• 韓國航空大學成立了自動駕駛汽車工程系34，培養AI和自動駕駛行業的專業

人才。此外，平澤大學也開設了智慧出行專業課程35。 

  資金渠道

韓國通過撥款、津貼和活躍的風險投資生態圈，提供廣泛的資金支援。

• MOLIT於2020年設立了「陸路交通創新基金」36，為從事自動駕駛和智能交通

系統的中小型企業撥款並提供補貼。

• 韓國活躍的風險投資生態圈為CAV發展吸引了大量資金37，尤其是該國的資訊

與通信科技服務部門，便獲得了大量的資本投資，凸顯了韓國對技術進步和

創業精神的重視38。



主要國家統計資料

41,543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39 

17.6

人口
（百萬）40

424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10.0

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
（萬億美元）41 

8.2%

電動汽車普及率
（2023年）42 

2.9%

複合年均增長率
（2019-2022年）

14全球概況區內概況建議展望未來 CAV簡介

國家概況

荷蘭以其繁榮開放的經濟而聞名，主要經濟支柱包括貿易和物流、農業、能源和製

造業。由於其戰略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商業環境，荷蘭已成為國際企業擴展業務的理

想目的地。

汽車行業發展

荷蘭汽車市場表現表現下滑，2022年汽車製造業的總收入為40億美元，

2019年至2022年的複合年均增長率為-3.1%43。DAF和Nedcar均為業內知名

企業。與此同時，電動汽車市場則蓬勃發展，複合年均增長率達10%44。行

業高度重視可持續性、電動汽車的廣泛普及，和完善的充電基礎設施，均是

電動汽車市場成功的重要因素。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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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目標

荷蘭認為CAV能夠提升道路利用率、交通管理安全以及並對環境保育做出貢

獻45。因此發佈了《阿姆斯特丹宣言》（Declaration of Amsterdam），旨在推

動歐洲廣泛採用自動駕駛技術46。雖然具體的CAV發展目標尚未公佈，荷蘭

正積極將自己定位為自動駕駛和智能交通系統測試領域的領先國家。

CAV發展進程

荷蘭內閣於2015年首次批准自動駕駛汽車道路測試47。2022年7月，荷蘭允

許L3級自動駕駛汽車在特定條件下在公共道路上行駛48。在荷蘭，自動駕駛

技術主要應用在交通、休閒和農業等行業。例如，對電動無人駕駛穿梭巴士49

和自動駕駛小巴50進行測試，使用自動駕駛渡輪改善旅遊出行方式51，為

智能農業技術引入自動駕駛

機械人進行耕種52等應用。與

其他歐盟國家相比，荷蘭人

民對自動駕駛技術，表現出

更高的接受度，鞏固了荷蘭

作為CAV行業市場領導者的

地位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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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措施

 

政策與法規

荷蘭政府通過實施法規和促進公私營合作，積極支持CAV的發展。

• 荷蘭積極實施促進自動駕駛安全測試的法規，當中包括「自動駕駛汽車實驗法

案」（Experimenteerwet zelfrijdende auto）54。該法案容許自動駕駛汽車在沒有

駕駛員的情況下，通過進行遠程監控，在公路上進行的測試。此外，荷蘭還

建立了嚴謹的五步評估流程55，對公共道路上的自動駕駛汽車進行全面評估，

確保測試安全。 

• 荷蘭車輛管理局、代爾夫特理工大學（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U 

Delft）、Connekt和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Nederlandse Organisatie voor 

Toegepast Natuurwetenschappelijk Onderzoekseung, TNO）建立公私營合作

夥伴關係，成立了荷蘭自動駕駛汽車研究機構（DAVI），致力於在確保行人安

全的前提下研究並擴大自動駕駛汽車在公路上的示範測試56。

  

基礎設施

提升基礎設施是荷蘭政府優先項目之一，荷蘭採取積極措施加強聯網的連接性，

並支持普及電動車。

• 荷蘭數碼基礎設施監察局（Rijksinspectie Digitale Infrastructuur, RDI）為企

業預留了兩個50MHz頻譜，讓他們能夠構建自己的5G網絡，以便控制智能設

備。3.5GHz頻譜的拍賣將有助增強荷蘭的5G服務和基礎設施57。

• 荷蘭大力投資智能交通管理系統，把智能交通控制設備（Intelligent vehicles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iVRI）安裝於交通燈柱。駕駛員能夠通過手機應用程

式與交通燈即時通訊，優化綠燈時間，並減少交通停頓。目前，荷蘭已有超

過700個智能交通燈柱投入服務58。

• 荷蘭的電動汽車的充電網絡領先全球。截至2022年，荷蘭已有111,721個公

共充電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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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能力

荷蘭積極提供先進的測試設施，以提升智慧出行相關的研發能力。

• 荷蘭的RDW測試中心提供先進的自動駕駛測試設備，當中包括聲音測量、制

動系統測試和轉向設備測試。RDW中心還提供檢測服務並頒發國內和國際（歐

盟和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認可證書59。

 

人才供應

荷蘭通過設立CAV研究中心，致力培養CAV行業的人才。

• 位於海爾蒙德（Helmond）的汽車園區60是汽車行業的合作研究中心，促進企

業、學術機構和學生之間的合作。該園區提供全面的虛擬和實體測試設備，

為學生提供實踐機會。

• 埃因霍芬理工大學（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U/e）的CAV定制課

程則涵蓋了廣泛的汽車行業知識。TU/e的榮譽學士課程，提供專攻自動駕駛

的專業課程，幫助學生獲取專業知識，從而推動CAV行業創新61。學生以項目

形式與行業領導者和研究機構合作，從而獲取實踐經驗，培養專業技能。

  資金渠道

荷蘭為CAV設立專門的基金和項目，展示了他們支持智慧出行發展的決心。

• 荷蘭已設立多個創新基金和項目以推動智慧出行。其中，荷蘭「面向未來移動

的數碼基礎設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 for Future-Proof Mobility, DITM）的項

目62就獲得了3,540萬美元的政府撥款。該項目旨在研發一個未來可持續、能

夠確保交通和網絡安全的數碼基礎設施系統。另外，阿姆斯特丹的「智慧出行

項目」63，每年均獲得約410萬美元資金，用於研究自動駕駛汽車技術、探索

自動駕駛交通的可行性，以及技術對社區發展和交通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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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概況

新加坡的土地面積為734.3平方公里，人口達55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

之一，道路用地佔新加坡總土地面積的12%。預計到2030年，新加坡的人口將達到

690萬，因此城市可持續發展和交通運輸效率一直是政府的重要議題。新加坡以金

融、貿易、製造業和科技等幾支柱產業為基礎，共同成就了其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

的地位。

主要國家統計資料

734.3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64 

5.5

人口
（百萬）65 

8,592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644

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
（萬億美元）66 

1.4%

電動汽車普及率
（2023年）67 

2.3%

複合年均增長率
（2019-2022年）

汽車行業發展

新加坡汽車市場規模為48億美元，2019至2023年的複合年均增長率

為-0.2%，發展停滯不前。這可歸因於新加坡人在購車前必須支付115,000

美元68的高額「擁車證」費用，增加了車輛配額的成本。與此同時，新加坡

政府推出電動汽車相關的稅收優惠計劃，讓2021年的電動汽車採用率從4%

增長至2023年第一季度的13%。在市場份額方面，豐田（Toyota）在2022年

主導了新加坡市場，其次是奔馳（Mercedes-Benz）和寶馬（BMW）69。新加

坡政府的戰略重點是通過智慧出行措施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和宜居性，旨在

將新加坡打造成CAV領域的領導者。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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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目標

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LTA）和新加坡智能交通

協會（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ociety Singapore, ITSS）於2014年聯合發

佈了「智慧出行2030」（Smart Mobility 2030）70 的發展規劃，為業界人士提

供了戰略領導、指導和支持。該戰略計劃概述了全面的策略，並確定了重

點領域（包括感知、互動、協助和綠色出行），以便解決重大的交通問題，

為新加坡發展CAV技術奠定基礎。LTA的「新加坡自動駕駛汽車發展藍圖」

（Singapore Autonomous Vehicle Deployment Roadmap）71提出了一個三階

段的路線圖：第一階段即「試驗」階段，旨在通過試驗和試點項目瞭解自動

駕駛技術，並鞏固監管框架。第二階段被稱為「有限發展」階段，重點是推

動城鎮進行自動駕駛汽車和軟體程式的測試，並在公路上配置自動駕駛的車

輛（如卡車、觀光巴士等）。第三階段即「全面運行」階段，旨在於新加坡所

有道路全面配置自動駕駛汽車。

CAV發展進程

多年來，新加坡的業界人士進行了一系列的試點項目，例如在2015年7

月進行了首次公路測試，以及在濱海灣花園和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等地標性建築配置自動駕駛車輛等72。新

加坡還於2021年首次推出用於商業用途的自動駕駛巴士，在新加坡科學園

2區和裕廊島（Jurong Island）提供服務。從基礎設施的角度來看，新加坡

在2019年就已開放超過1,000公里的公共道路，供測試使用，佔其道路總

長度的十分之一73。這些舉措，都凸顯了新加坡在發展CAV領域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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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措施

 

政策與法規

自2013年起，新加坡政府一直將CAV技術作為其出行發展理念的重點，並在制定

AV管理政策和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

• 2014年，新加坡成立了自動駕駛專業研究機構—自動駕駛道路運輸委員會

（Committee on Autonomous Road Transport for Singapore,  CARTS）74，重

點監督和指導新加坡的自動駕駛技術發展。該委員會的成員包括17人來自公

共部門、規劃機構、國際專家、學術界和CAV行業的代表。委員會定期舉辦會

議，就新加坡自動駕駛技術和自動駕駛輔助出行概念的戰略方向和執行提供

意見。

• 2017年，新加坡開始實施為期五年的自動駕駛汽車監管沙盒，提供平台進行

試點測試和收集意見，為制定永久性的自動駕駛法規，奠定了基礎。政府可

以根據從試驗中獲得的經驗，修訂道路交通條例，有效推動新加坡建立可靠

的自動駕駛法律制度。

  

基礎設施

新加坡的政府機構、業界人士和學術機構組成了工作組，研究出行挑戰並提升交

通系統。

• 新加坡引入了新一代電子道路收費（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系統，在

約100萬輛汽車中安裝了車載單元。該系統提供路邊停車付費和即時交通警報

等功能，支持政府實現V2X通訊覆蓋全國的目標。

• LTA安裝了監控鏡頭、閉路電視鏡頭和專用短程通訊基站等路邊感應裝置。這

些設備增強了覆蓋範圍、準確性，並通過向基礎設施和司機傳輸實時交通資

訊，支援V2X操作。

• 新加坡致力加強電動汽車充電設施，以實現2040年所有車輛都使用清潔能源

的願景。2020年，政府宣佈計劃。於2030年前，在公共停車場安裝28,000個

充電點75，以支持電動汽車的廣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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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能力

新加坡通過合作研發和營造提倡安全的自動駕駛車輛測試環境，迅速提升了該國

的技術能力。

• LTA制定了《自動駕駛汽車技術參考68號》（TR 68），涵蓋車輛行為、交通及

網絡安全和車輛數據格式的行業標準和定義，旨在提高研發效率，為自動駕

駛汽車的研發和落地提供指導。

• 自動駕駛汽車測試與研發卓越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Testing & 

Research of Autonomous Vehicles – NTU, CETRAN）推出了用於自動駕駛汽

車測試和認證活動的封閉測試路線。該試驗區佔地1.8公頃，涵蓋模擬降雨系

統和洪水區等功能，以全面測試自動駕駛汽車在不同天氣條件下的性能。

 

人才供應

新加坡積極推出教育課程和工作培訓等計劃，旨在培養自動駕駛方面的人才，發

揮了領頭作用。

• 2019年，LTA和八家行業參與者共同開展了一項自動駕駛車輛培訓計劃，為

約100名公共巴士司機提供自動駕駛培訓76，幫助他們掌握處理自動巴士所需

的技能，並在需要時轉型為安全操作員。

  資金渠道

新加坡政府和私人投資者一直積極支援本地初創企業和研究機構擴展在CAV領域的

研究能力。不同的投資項目也促進了海外研究合作，實現了全球研發協同效應。

• 新加坡人工智能中心和國防部在2023年推出了一項政府資助的研發項目，投

資1,500萬美元為自動駕駛汽車應用研發人工智能系統77。該項目涉及五個研

發團隊，由來自本地和國際的業界人士和大學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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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統計資料

244,820 67.8 280

3.07 26%2.4%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78 

人口
（百萬）79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
（萬億美元）80

電動汽車普及率
（2023年）81

複合年均增長率
（2019-2022年）

國家概況

英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其增長主要由零售、建築、酒店、醫療和金融行業

帶動。

汽車行業發展

英國汽車行業預計在2022年至2029年以6.1%82的年複合增長率增長，佔英

國GDP的2.5%83。但由於全球零部件短缺和供應鏈中斷，2022年英國的汽

車銷量僅為161萬輛，創30年來的新低。2022年英國最暢銷的汽車品牌為

大眾（Volkswagen）、福特（Ford）和奧迪（Audi），分別售出131,850輛、

126,826輛和110,114輛84。同時，英國電動汽車市場在2022年發展迅速，

銷量同比增長40%，佔英國汽車總銷量的16.6%。特斯拉（Tesla）仍是市場

領導者，但名爵（MG）和極星（Polestar）等品牌正在崛起，2022年銷售額

分別同比增長了67%和79%85。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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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目標

英國政府發佈的《2025智能網聯和自動駕駛》（Connected and Automated 

Mobility 2025）86，概述了英國移動出行的改革藍圖。政府提出在2025年實

現自動駕駛汽車在公路上使用的願景，屆時新的《自動駕駛汽車法案》將生

效，助力實現該目標。此外，英國交通部公佈了《零排放汽車規定87》（Zero 

Emission Vehicle Mandate），以普及電動汽車。該規定要求到2030年，在

英國銷售的新車中，必須有80%為零排放汽車，且到2035年增加到100%。

CAV發展進程

自2021年以來，英國已經合法允許L3級自動駕駛汽車在公共道路上使用。

此外，2023年11月在英國國王演講中宣佈的《自動駕駛汽車法案》，將為

L4級自動駕駛汽車在特定條件下在公共道路上行駛做好準備88。英國至今在

自動駕駛實施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成功開展了各種試點項目，當中包括

東北聯盟（Northeast Consortium）的自動駕駛物流重型貨車（Heavy Goods 

Vehicle, HGV）89和英國首個

在牛津郡科技園進行的自動

駕駛電動巴士試驗90。英國消

費者對自動駕駛汽車的情緒

仍然喜憂參半。一項消費者

調研91發現，50%的受訪者認

為自動駕駛汽車可能會增加

英國道路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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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措施

 

政策與法規

英國政府積極與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以制定相關的政府政策。

• 英國政府於2015年成立了「智能網聯自動駕駛汽車中心」（Centre for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CCAV）作為專門的管理機構92。CCAV是一個合作

平台，匯聚技術研發商、汽車製造商、供應商、學術界、保險公司和運輸機

構，以便監督和普及CAV。

• 英國政府計劃於2024年推出自動駕駛法案93。該法案旨在建立一個全面的法律

框架，確保自動駕駛車輛的安全應用，從而讓英國在自動駕駛領域保持全球

領先的地位。

  

基礎設施

英國正在完善基礎設施，以便開展CAV測試、研發並實現商業化。

• 英國文化傳媒與體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 DCMS）

斥資2.54億美元投資「5G測試台和試驗」計劃（5G Testbeds and Trials 

Programme, 5GTT）94，以實現廣泛的5G連接。

• 英國正通過開展各種項目，完善道路設計和基礎設施建設。值得關注的項

目包括連接考文垂（Coventry）和伯明翰（Birmingham）的「中部未來出行路

線」（Midlands Future Mobility Route），以及由英格蘭公路局、拉夫堡大學

和Galliford Try合作開展的「智能網聯和自動駕駛汽車：基礎設施評估準備」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Infrastructure Appraisal Readiness, 

CAVIAR）項目95。 

 

研發能力

英國積極培育和推廣智能出行和CAV領域的研發，旨在發展自身的研發能力，並成

為全球CAV領域的領導者。

• 英國投資2.54億美元，研發了六個試驗台96，從伯明翰到倫敦為「端到端」測

試提供了全面的生態圈，當中包括在虛擬和實體環境中開展建模、模擬、測

試和落地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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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AV與200多個合作夥伴合作97，投資了超過90個研發項目，以推動CAV解決

方案的探索、研發和落地。

 

人才供應

英國致力於人才培訓，使人才能夠在迅速發展的CAV行業中，快速獲得所需知識。

• 汽車行業和政府開展的「交通就業和技能工作組」「（Transport Employment 

and Skills Taskforce）98合作，為交通領域培養具有可轉移技能的多元化人才。

• 英國實施「高潛力人才簽證」和「創新者簽證」（High Potential Global Talent 

and Innovator Founder Visa）99 等計劃，引進外國人才。

  資金渠道

由於擁有充足的私募基金和公營資金渠道，英國成為了業界人士獲取資金的熱門

地區。 

• 英國通過「智能網聯和自動出行商業競賽」100和「英國研究與創新（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I）挑戰基金」101等舉措，為業界人士提供充足

的公營資金渠道，以刺激行業的增長和發展。

• 英國優先為自動駕駛技術的商業化提供資金，向七個推動自動駕駛技術創新

的項目撥款1.1億美元。這些資金項目的例子包括愛丁堡（Edinburgh）的常規

大型自動駕駛巴士和貝爾法斯特（Belfast）的自動駕駛穿梭汽車102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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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行業發展

汽車行業是美國的重要經濟支柱之一，歷年來對美國GDP的貢獻率達到

3-3.5%107。然而，庫存緊張、供應鏈中斷和疫情的滯後影響，導致美國汽

車行業年銷售額大幅下降，2022年僅售出1,390萬輛，創2011年以來最低記

錄。福特（Ford）、豐田（Toyota）和雪佛蘭（Chevrolet）是美國汽車行業三

大巨頭，銷量分別約為176.8萬輛、176.6萬輛和150萬輛108。相反，美國電

動汽車市場在2022年保持上升趨勢，銷量超過80.7萬輛，按年增長3.2%。

雖然特斯拉（Tesla）是公認的市場領導者，但其他品牌也正在崛起，福特

（Ford）和現代（Hyundai）在2022年分別售出61,575輛和58,028輛電動

汽車109。

主要國家統計資料

9,834,000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103 

340.7

人口
（百萬）104 

37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25.5

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
（萬億美元）105 

8.6%

電動汽車普及率
（2023年）106

6.0%

複合年均增長率
（2019-2022年）

國家概況

美國是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也是領先全球的金融和研究中心。醫療、製造業、金

融、房地產和技術服務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行業。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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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目標
 

美國總統拜登於2021年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作為《重建更好未來法案》
（Build Back Better Agenda）和《兩黨基礎設施建設法案》（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Deal）的補充文件110，要求在 2030年實現美國境內的新增銷
售汽車中，一半為零排放汽車。此外，根據《兩黨基礎設施建設法案》，美
國將分別向電動汽車充電、清潔交通和電動汽車電池組件、關鍵礦物和材
料領域投資75億美元、100億美元和70億美元。同年，美國交通部亦發佈了
《自動駕駛汽車綜合計劃》（Autonomous Vehicles Comprehensive Plan）111，
概述了他們的主要發展目標，當中包括促進合作與透明度、現代化監管環境
以及為自動駕駛革命做好交通系統方面的準備。

CAV發展進程

目前，L3級自動駕駛汽車可按照各州法規在州內公路上行駛112。美國作為
CAV領域的領導者，境內已有300多家自動駕駛汽車初創公司113。自動駕
駛在美國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例如，加利福尼亞州就推出了自動駕駛穿梭
巴士和的士服務114。另外美國國防部等政府附屬機構亦正在測試自動駕駛
在軍事中的應用115。大多汽車製造商在推出自動駕駛服務之前，均採取謹
慎態度，等待監管框架的建立。原因是全美各地一直發生交通事故，其中
2018年亞利桑那州涉及某乘
車服務供應商的自動駕駛汽
車致命事故就最為矚目116。
此外，一項關於美國出行信
心的研究117指出，美國消費
者對於自動駕駛汽車的信心
偏低，76%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需要更深入瞭解自動駕
駛技術如何符合政府標準，
才能信任自動駕駛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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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措施

政策與法規

美國政府與私營持份者合作制定措施，並發表意向聲明，致力於發展全面的CAV監

管框架。

• 截至2023年7月，立法者正在努力建立全面的CAV監管框架，以確立汽車製造

商的標準和具體責任 。

• 公私營合作夥伴關係, 如美國政府與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制定的自動駕駛

汽車政策措施118和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發佈的《自動駕駛汽車透明度

和參與安全測試倡議》（Autonomous Vehicle Transparency and Engagement

for Safe Testing）119，旨在加強決策者的能力，減輕社會影響，並確保自動駕

駛技術安全發展和順利融合。

基礎設施

《兩黨基礎設施建設法案》（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Deal）120概述了美國旨在

加強關鍵基礎設施的領域。 

• 美國正大量投資以實現零排放運輸的目標。美國承諾將投資75億美元，建設
全國範圍內的50萬個電動汽車充電站；同時將投放890億美元，用於替換存在
缺陷的車輛，推廣使用零排放汽車。此外，政府還撥款650億美元，發展清潔
能源輸電系統等措施，促使電力基礎設施的升級。

• 該法案還承諾撥款1,100億美元，用於修葺和重建美國公路和高速公路，以推

動CAV的發展。

研發能力

美國在研發領域處於領先的位置，為市場參與者提供所需的研發技術，推動美國

在CAV領域的發展。

• 美國商務部屬下機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開展了一項自動駕駛項目121。

該項目召集了相關的持份者，針對自動駕駛技術開展合作、提升系統的互

動溝通能力，共同解決意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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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交通部智能交通系統聯合專案辦公室研發了一個網聯汽車的測驗平台122。

該試驗平台擁有50個智能路側設備、領先的智能網聯技術和一支專業團隊，

可支援CAV在複雜場景中進行測試。

 

人才供應

除了眾多著名的學術機構，業界人士和學術機構的合作，進一步增強了美國的人

才儲備。

• 學術界和業界的合作，例如皮馬社區大學與美國首家公營上市自動駕駛公司

TuSimple合作，為學生提供自動駕駛卡車司機培訓課程123。此外，在麻省理

工的「自動駕駛中心」（MIT's Driverless）124，學生可以將他們在自動駕駛軟體

方面的知識應用於實際場景，並與行業合作夥伴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

  資金渠道

過去幾年，投資在自動駕駛領域上的私募基金有所放緩，目前公營資金對於美

國的業界人士而言更具吸引力。

• 美國交通部提供了一些資金機會。例如「自動駕駛系統示範資助」125項目，旨

在於美國道路上測試自動駕駛的安全性。此外，新設立的「加強出行和開展交

通改革」專案126，還向促進智能技術和系統進步的公共部門機構撥款。

• 美國自動駕駛領域的風險投資金額近年有所下降。該行業最初因其利潤潛力

而吸引了大量投資，但由於事故引起安全擔憂和市場情緒疲軟，削弱了投資

者信心。因此，該行業的交易數量不斷減少，2023年僅完成了139筆交易，

創下過去六年來的最低紀錄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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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法規

 成立CAV專責監管機構

 英國和新加坡等領先的CAV國家均成立了由業界人士、監管機構和學術專家組成的監管機構。這

些機構監督CAV的發展狀況、提高消費者意識、增強投資者信心，並確保行業發展順利進行。

 鼓勵持續修訂和現代化法規框架

 健全的法規框架對活躍的CAV市場至關重要。缺乏監管框架可能導致企業推遲技術推廣，同時

也會增加公眾對安全的擔憂。各國需實施監管沙盒，以促進創新，並制定明確的保險和責任準

則。例如，新加坡就實施了為期5年的自動駕駛汽車監管沙盒，而韓國亦通過《賠償保障法修正

案》明確了L3級自動駕駛汽車事故的責任，為其他國家樹立了重要的榜樣。

基礎設施

 建設能實體基礎設施支援CAV落地

 良好的實體基礎設施是促進CAV測試和應用的關鍵支柱。美國和荷蘭等領先的CAV地區正在大力

投資道路基礎設施，以支持CAV技術的發展。交通燈感測器和路邊單元（Road-Side Unit, RSU）

等智能基礎設施能夠提供關鍵的資訊，例如盲點、行人和交通擠塞，從而提升CAV的安全性能。

此外，良好的道路基礎設施可以確保準確的高清晰度地圖，這對於自動駕駛系統的路線選擇至

關重要。

 發展高度互聯的數碼基礎設施

 可靠的數碼基礎設施對CAV的發展至關重要。美國、英國、荷蘭和韓國等國已大力投資擴展其

5G網絡覆蓋，以支援CAV的發展。5G可實現V2X通訊，增強了避免碰撞和危險預警的能力。強

大的數碼基礎設施可以增強車輛通訊和自動駕駛決策，並研發新應用，從而提高道路安全性、

消費者滿意度和交通管理水平。

研發能力

 建立全面的測試平台以加速CAV發展

 綜合試驗場地通過提供嚴格的「端到端」測試服務來推動CAV發展。例如，英國就投資了2.54億

美元建設了6個試驗場地，提供全面的實體和虛擬CAV測試服務。這些模擬了道路和交通狀況的

測試平台，可提供數據資料用於改進和強化自動駕駛汽車的性能，從而促進CAV的發展。

CAV領先國家的
經驗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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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和價值鏈研發合作

 跨境合作夥伴關係，如韓國科學技術院和哈利法科技大學在阿布達比聯合成立的自動駕駛汽車

和電動汽車研究中心，可促進專業知識和資源交流，產生協同效應，實現互利共贏。跨價值鏈

的合作可以推動整個CAV生態圈的發展，助力持份者彼此交流專業知識，提高研發效率和價值。

人才供應

 公私營合作培育人才

 研發現代化的培訓解決方案，並幫助人才掌握正確的技能和知識，對於快速發展的CAV行業至

關重要。就以英國交通運輸就業和技術小組為例，這種公私營合作團隊可以加快人才認可和培

訓，並將人才派駐於公共和私營部門，推動行業進一步發展。

 學術機構與業界合作拓寬人才視野

 學術機構和市場參與者可以合作開展一系列活動，以促進行業發展。例如TuSimple和皮馬社區

大學聯合便推出的自動駕駛卡車司機證書課程，為美國的AV卡車司機提供培訓。此外，設立與

CAV相關的高等教育學位課程亦可以為學生提供理論和實踐知識。例如荷蘭TU/e便設有汽車學位

專業課程，旨在培養CAV行業的人才。

資金渠道

 重建投資者信心，釋放私人資金潛力

 CAV市場仍在發展中, 投資氛圍相對保守。為助投資者建立信心，香港特區政府目前正計劃訂定

法規框架，明確CAV安全要求和責任。另外，鼓勵初創企業和公司公佈其研究成果，將能向投資

者提供嚴格測試和安全優先的保證。

 為CAV生態產業提供充足的資金

 為了促進CAV的推廣，支持CAV產業發展，充足的公營資金扮演着重要。例如，韓國設立了

「陸路交通創新基金」，旨在支援中小型企業在智能交通系統和陸路交通領域的發展。此外，在

智能交通系統、公共交通出行、5G連接和人工智能等領域提供資金，也可以加速CAV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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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概況

國家在科技創新和轉型上，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結合其傳統製造業與尖端研發的

能力，充份展現出領先全球的實力。尤其是CAV行業，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加速發

展，並憑藉強大的工業生態圈、研發能力和創新動力，成為了CAV領域的領導者。

汽車行業發展

中國穩居全球汽車市場的領導地位，在銷售和生產方面均表現出色。自

2014年起，中國乘用車的年銷量一直保持在2,000萬輛以上。在生產方面，

中國亦於2022年製造了約8,200萬輛車，佔全球總產量的32%128。

中國汽車行業之所以能夠成功，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其主攻電動汽車市場的轉

型。為嚮應政府的發展指南，國內外汽車製造商自2018年以來積極參與電

動汽車製造，在共同努力下，中國現已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電動汽車市場，

2022年銷量增幅更達至25.6%，創下歷年新高129。同時，電動汽車滲透率

也高達28%130。 

區內概況
第三節

中國內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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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目標

中國電動汽車技術基礎紮實，市場成熟，有助推動全國發展智能交通運輸

系統的目標。《“十四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規劃》包含以下的核心

領域：

興建智能基礎設施和5G-V2X網絡：

逐步擴大5G網絡覆蓋範圍，提升交通運輸數據傳輸的覆蓋範圍、實時性和

準確性；

建立綜合監管框架和監測平台：

利用區塊鏈技術開發交通運輸資訊系統，支援綜合資訊監測；

加快建設智慧高速公路：

擴大電子道路收費系統（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的應用，建立智慧交

通基礎設施，促進V2X實施

上述發展領域展示了中國致力於建設先進且綜合的智慧交通系統，旨在實現

「人、車、道路基礎設施、雲技術和網絡連接」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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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表概述了中央政府發佈的一系列發展指南，旨在推動CAV的產業發展。

中國智慧出行發展指南概覽

2016年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車聯網產業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2017年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車聯網產業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電子產品與服務）》

2017年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車聯網產業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智慧網聯汽車）》

2018年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車聯網產業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總體要求）》

2019年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車聯網產業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車輛智慧管理）》

2021年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加強智慧網聯汽車生產企業及
產品准入管理的意見》

2021年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車聯網產業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智慧交通相關）》

2021年 國務院《「十四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
體系發展規劃》

2022年 交通運輸部《「十四五」交通領域科技創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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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進程

中國CAV行業經歷了大幅增長和發展，已成為全球領先的自動汽車製造大國

之一。北京和上海均成功開發了自動駕駛共乘試點項目，並獲得道路測試許

可證，商業化水準領先。此外，重慶、武漢、廣州和深圳等地亦先後發佈商

業化試點政策，以支持CAV的發展131。

在2022年，中國配備自動駕駛系統的新乘用車銷售量高達700萬輛132，佔當

年汽車總銷量的23.5%。同時，自動駕駛技術的相關配套產品和服務需求也

在快速增長。於2023年1月至5月，L2級及以上的自動駕駛汽車保險數量高

達310萬輛。

CAV發展措施

 

政策與法規

中央政府通過建立標準化框架和推出全面的試駕法規，以促進CAV發展。

• 工業和信息化部發佈了《國家車聯網產業標準體系建設指南（智慧網聯汽車）

（2023版）》133，旨在加快制定CAV產業的標準體系。該指南涵蓋了40個類別

的定義，統一AV和V2X基礎設施的測試和定義。

• 中國建立了全面而嚴格的CAV道路測試監管體系，當中包括牌照申請要求和

指南。申請者需通過組織背景和自動駕駛汽車硬件評估，方可獲批必要的許

可證134。

  

基礎設施

政府正積極推進智能道路基礎設施的建設，以促進智慧出行的進一步發展。

• 2020年，國務院發佈了《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國辦

發〔2020〕39號），提出加快制定C-V2X技術的標準，加強交通燈、路標和通

訊設施等之間的智能互聯，支持V2X和互聯交通體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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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能力

中央政府積極與業界人士合作，有助推進CAV研發的效率和應用。

• 中國已將測試區域擴大到高速公路等各類公共道路，並准許「多用途汽車」在

公路上進行測試，讓企業能夠避免在單一地點重複測試，提高測試效率。

• 中國已在全國範圍內建立40個測試示範區，提供超過15,000公里的測試

道路，並支持極端駕駛場景的測試。截至2022年，測試總里程已超過4,000萬

公里。

 

人才供應

中國通過大學的專業課程和企業的內部培訓計劃培養CAV專業技能人才，推動CAV

發展。

• CAV行業的企業均有展開內部人才發展計劃，培訓新聘的計算機科學應屆畢業

生以及對自動駕駛專業不太熟悉的新聘員工，讓他們能夠在入職六個月內就

對項目作出貢獻135。

• 各大學和職業訓練學院也相繼設立CAV專業課程，如清華大學的車輛與運載學

院、北京航空航太大學的自動駕駛專業課程，以及合肥工業大學的智慧車輛

工程專業等，以滿足行業對專業技能人才日益增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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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行業發展

以廣州和深圳為核心城市，大灣區已成為電動車和自動駕駛技術的主要汽

車產業中心。廣東省（包括大灣區城市）在發展汽車產業方面取得了重大進

展。2022年，廣東省汽車產量達到420萬輛，同比增長22.7%，佔全國汽車

總產量的15.1%。

廣州的汽車產業（特別是汽車生產和核心零部件製造方面）在大灣區佔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該市現有12家汽車製造公司和超過1,200家汽車零部件製造

和貿易企業136，佔全省整車產量的90%以上。廣州展示了各種自動駕駛應

用案例，如無人駕駛計程車、自動駕駛巴士、無人貨物裝卸、無人駕駛環衛

車、L4級自動駕駛小巴，以及無人零售服務等，致力把自動駕駛技術應用在

交通、物流和城市服務等領域137。

深圳亦是CAV領域的先鋒城市。2022年6月，深圳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智

慧網聯汽車管理條例》，成為中國首個建立自動駕駛法規的城市138。此外，

深圳將智能網聯汽車產業納入其「20+8」產業集群，力推CAV的發展139。憑

藉其「研究 + 設計 + 製造」的獨特專長，深圳已定位為領先的綜合CAV發展

及創新中心。

深圳在自動駕駛領域方面展示了各種應用案例。坪山已開通自動駕駛巴士、

小巴、計程車、無人配送、無人環衛和零售路線。福田設有L4級自動駕駛計

程車服務，龍崗設有郵政無人配送服務，南山設有自動駕駛乘車服務，而馬

灣設有5G+自動駕駛港口140。這些應用均凸顯了深圳在自動駕駛領域的領先

地位。

大灣區內地
九市發展



研發
原型設計/
生產製造

資金支持會展活動

測試與驗證

廣州

重點領域

• V2X技術（如感測器、智能座艙、晶片）

• 高端部件（如動力總成、傳输、電子控
制系統）

深圳

重點領域

• V2X技術（如感測器、智能座艙、晶片、燃料電池技術）

• LTE-V2X應用（如車載終端、路邊單元、邊緣計算）

惠州

重點領域

• 車用電子器件、傳統燃油車發動機、
新能源汽車電機、感測器

江門

重點領域

• 燃料電池

中山

重點領域

• 燃料電池技術、感測器

東莞

重點領域

• 發動機、電子控制系統

肇慶

重點領域

• 高端零部件及其他電動
汽車關鍵零部件

佛山

重點領域

• 燃料電池技術

珠海

重點領域

• 車規級晶片、動力電池、儲能系統

香港

重點領域

• 自動駕駛汽車和
V2X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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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定位方面，大灣區的目標是在廣州、深圳、佛山和肇慶等主要城市建

立一線供應商的汽車產業園區，同時在其他城市發展二、三線供應商的產業

園區，打造一個全面且完善的汽車生態圈141。

大灣區城市的
汽車產業鏈定位



研發
原型設計/
生產製造

資金支持會展活動

測試與驗證

廣州

重點領域

• V2X技術（如感測器、智能座艙、晶片）

• 高端部件（如動力總成、傳输、電子控
制系統）

深圳

重點領域

• V2X技術（如感測器、智能座艙、晶片、燃料電池技術）

• LTE-V2X應用（如車載終端、路邊單元、邊緣計算）

惠州

重點領域

• 車用電子器件、傳統燃油車發動機、
新能源汽車電機、感測器

江門

重點領域

• 燃料電池

中山

重點領域

• 燃料電池技術、感測器

東莞

重點領域

• 發動機、電子控制系統

肇慶

重點領域

• 高端零部件及其他電動
汽車關鍵零部件

佛山

重點領域

• 燃料電池技術

珠海

重點領域

• 車規級晶片、動力電池、儲能系統

香港

重點領域

• 自動駕駛汽車和
V2X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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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目標141 

《廣東省汽車零部件產業「強鏈工程」實施方案》於2022年發佈。該計劃旨在

確立廣東省在CAV領域的重要地位，並概述了相應的戰略目標。其主要目標

包括：

• 支持網聯汽車的核心技術突破；

• 培育與安全、計算能力和通訊基礎設施相關的產業；

• 推廣汽車晶片應用，重點提升其供應能力、設計、製造、
封裝以及自動駕駛汽車的應用。

廣東省

廣州

•《廣州市智慧與新能源汽車創新發展「十四五」規劃》142設
定了到2025年CAV發展的具體目標。主要包括新車市場份
額中自動駕駛能力（L2級及以上）的車輛達到80%；L3級
及以上自動駕駛汽車陸續在限定區域落地應用，並建成
800公里智能道路。

•《深圳市培育發展智慧網聯汽車產業集群行動計劃（2022 - 
2025年）》於2022年發佈，該計劃設定了到2025年CAV產
業營收達310億美元的目標139。深圳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的
智能網聯汽車公共服務平台，與智慧城市基礎設施融合發
展，滿足多元化出行服務需求143。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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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措施

 

政策與法規

廣州

• 2018年發佈的《關於智慧網聯汽車道路測試有關工作的指導意見》144建立了集

中、規範的管理框架，支援CAV企業開展道路測試工作，簡化道路測試流程，

提高效率和效果。

• 廣州政府利用廣州國際汽車展覽會、廣州國際投資年會等平台招商引資，支

持在廣州建立研發和生產基地137。

深圳

• 借鑒美國、德國和日本等領先國家的經驗，深圳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智慧網

聯汽車管理條例》145。這些法規包括安全提示、駕駛接管義務和售後服務機制

等，有助行業的負責任和高效率發展。

• 2022年，深圳市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法規，涵蓋CAV營運的各個方面，包括道

路測試、註冊登記、網絡安全、資料保護、交通違規和事故處理。這一法律

框架為CAV行業的創新和投資提供了明確的指引，減少了不確定性並降低了法

律風險。

  

基礎設施

廣州

• 廣州積極鋪設5G網絡，截至2022年，基站建設數量已超7.64萬個，確保了全

市範圍的覆蓋。

• 廣州在2020年開展了一個圍繞自動駕駛和車路協同的智能道路建設項目。該

項目在選定的路口和路段設置了1,318個人工智能感知設備和104個V2X路邊

單元，促進CAV的高效測試和落地應用。

深圳

• 「鵬城交通智能體」是深圳交警與華為公司聯合創新的智慧建設146，結合了

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以提升交通管理能力。截至2020年，該智能建設

已設置在深圳700多個路口，應用於10個典型的智能交通控制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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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能力

廣州

• 廣州致力在黃埔、南沙、番禺、花都和海珠建立測試場，提供實際環境進行

CAV性能驗證，加快研發進度137。

• 廣州還招徠工業和資訊化部電子第五研究所、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華南基

地、威凱檢測技術有限公司、廣東省計量科學研究院等權威、知名的測試和

研發平台，以增強CAV技術可靠性和信任。

深圳

• 深圳不斷促進業界和學術機構之間的合作，如城市之光（深圳）無人駕駛有限

公司與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的合作，以促進技術進步147。

• 在2023全球智慧網聯汽車商業化創新論壇上，深圳城市交通規劃設計研究中

心、比亞迪和商湯等26家知名企業共同成立了深圳市智慧網聯交通協會，旨

在為業界提供一個合作平台，制定行業標準，打造世界級的創新生態圈148。

 

人才供應

廣州

• 廣州積極營造一個支持CAV發展的環境，吸引國際科技人才加入其CAV生態

圈。例如在南沙區委書記蔡朝林到矽谷拜訪小馬智行後，小馬智行隨即便將

總部遷至廣州，並在廣州設立研究機構149。另外，文遠知行也在廣州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將全球總部落戶廣州150。

• 廣州市智慧網聯汽車電子產業發展促進會為CAV企業提供培訓和諮詢服務，提

高行業人才的專業水準和能力151。

深圳

• 深圳的大學為車輛工程和汽車服務工程專業的本科生提供校企合辦的實踐培

訓和實習課程。這些項目與比亞迪等行業龍頭企業和汽車零部件製造商合作

辦學，為CAV領域培育專業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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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渠道

廣州

• 廣州設立了支持汽車產業發展的專項基金。根據《廣州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廣

州市支持汽車及核心零部件產業穩鏈補鏈強鏈若干措施的通知》152，每年撥款

最高7,700萬美元，用於研發汽車企業的核心零部件及關鍵技術。此外，廣州

還設立了總規模15.4億美元的廣州智慧網聯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基金，支

持智能網聯與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項目。

深圳

• 深圳政府對CAV產業的上游研發和測試提供了充足的財政激勵措施。當中包括

對V2X通訊、感知技術、高清精準地圖、演算法設計等領域給予充足的資金支

持，以及減免研發企業在特定測試區內進行CAV道路測試的費用153。

• 深圳積極鼓勵初創企業與投資機構的交流，促進CAV生態系統的融資與合作。

例如，年度「深圳創投日」活動聚集了眾多初創企業和國內外知名風險投資公

司，為雙方提供了一個交流平台。活動於2023年3月在坪山舉行，重點關注汽

車、製藥和半導體等行業，吸引了近100家風險投資公司出席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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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法規

 發行《關於智慧網聯汽車道路測試有關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友好、規範
的道路測試框架 

 通過主辦各種會議活動，增進關係與合作機會

 增強監管框架彈性，以進一步推動CAV技術的商業化和應用

基礎設施

 5G網絡基礎設施覆蓋全面，確保了強大可靠的網絡基礎

 擁有良好的測試環境，有利吸引百度Apollo等行業龍頭在該市設立基地

 加強數碼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尤其是5G覆蓋密度），以促進CAV的廣泛應用

研發能力

 廣州擁有權威的測試和研發平台，為CAV技術的開發和驗證提供寶貴的專業知
識、資源和公信力

 業界、學界和政府機構之間建立充足且長期的合作，以推進CAV技術的研究、
開發和創新

人才供應

 政府大力支持人才吸納，如發放遠程自動駕駛測試許可證，吸引相關人才遷移
至廣州工作

 考慮到CAV行業的快速發展，關注在這個行業工作所需的必要技能和知識，以
確保跟上行業的進展步伐

資金渠道

 廣州政府提供專項資金，推動當地CAV行業的創新及發展

 提供更多資源和資助機會予中小企，並降低嚴格的資格標準，以幫助他們克服
獲取資金的挑戰

廣州

大灣區內地九市CAV發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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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法規

 借鑒美國、德國和日本等領先國家的經驗，採取最佳實踐

 在參考其他國家的政策最佳實踐時，顧及參考國家與深圳的發展差異，以設計
符合城市具體需求的政策

基礎設施

 通過設置智慧交通系統，製造高效、可預測的交通環境，提高CAV的導航和決
策能力

 擴大深圳的ITS覆蓋範圍，以確保CAV能够在智慧交通不一致的控制區域之間順
利運行

研發能力

 積極的行業合作，能構建完善的合作生態圈，促進CAV研發

 深圳市智慧網聯交通協會的影響力可以進一步擴大，以鼓勵更多的企業參與

人才供應

 CAV企業實習計劃能為學生提供寶貴的實踐培訓機會，讓他們能夠接觸CAV領域
的工作

 擴大實習計劃的範圍，讓更多不同學科的學生參與，以促進跨學科的合作和
創新

資金渠道

 深圳提供針對CAV技術的行業專項資金，以促進創新

 通過舉辦「深圳創投日」等活動，為CAV企業提供獲得私募資金的渠道，促進創
業公司與投資者建立關系

 深圳政府在資金撥款中應平衡考慮到CAV價值鏈的上下游活動，以推動整個行
業的均衡發展

 鼓勵風險投資者在更廣泛的CAV領域進行投資，以支持初創公司的發展和創新

深圳

 積極推動因素      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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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概況

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以及連接中國大陸與國際市場的商貿平台，香港在大灣區扮演重

要的角色。香港擁有強大的金融基礎設施、法律體系，以及廣泛的國際網絡，在跨

境投資、貿易和金融服務等方面，為大灣區提供便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政府正積極推動跨學科和

司法管轄地區的合作，以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發展

汽車行業發展

香港的汽車市場融合了多元文化，並擁有成熟的消費者基礎。雖然市民對公

共交通的依賴度較高，汽車市場規模以及私家車擁有率相對較低，但在政府

提供電動汽車購買稅收優惠政策推動下，香港電動汽車的普及率依然顯著。

截至2023年9月，電動汽車佔新註冊乘用車的比例超過70%。由此可見電動

汽車在市場中的主導地位，也表明了香港在推動電動汽車方面取得了顯著的

進展。

在此，由香港特區政府所公佈的《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便充分展示

了政府對於發展電動汽車的支持。相關措施亦包括了寬減電動汽車登記稅、

資助新能源研發，以及安裝充電站155等。而由於電動汽車和 CAV 所需要的

技術和基礎設施（包括充電站和能源管理系統）均為相同，因此，政府對於

電動汽車的推廣，亦同時能夠為CAV未來的應用奠定出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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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目標

香港運輸署於2019年發佈的《香港智慧出行路線圖》156，首次提出V2X技術

的概念。運輸署希望建立一個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系統，為車輛、行人、

路邊基礎設施和雲網絡之間，實現無縫的數據傳輸和通訊。而香港特區政

府在2020年發佈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157，更進一步強調將V2X技術

納入智慧出行的發展目標之中。該藍圖指出，V2X技術將緩解香港高度擠迫

的交通系統，以及提升整體駕駛安全。

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下，CAV行業領導者致力於2025年之前建立特定的

CAV應用場景。當中包括在香港科技園和香港中文大學等關鍵地點以CAV技

術提供接駁服務、改善機場和東涌市中心之間的交通連接，以及在深圳和

落馬洲等地區之間，使用自動駕駛技術。政府亦鼓勵將九龍東和西九龍作

為示範區，助力發展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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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總結了香港特區政府為促進和協調智慧出行和CAV行業進展而發佈的發展指南。

香港智慧出行發展指南概覽

《香港智慧出行路線圖》

發文機關 : 運輸署
目標 : 制定一套全面的智慧出行策略，

協助實施各種倡議項目
重點領域 : • 智能交通基礎設施
  • 數據共享與分析
  • 應用和服務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聚焦「智慧出行」
發文機關 : 創新及科技局
目標 : 提出倡議項目，為市民帶來在智慧城市及科

技創新方面的裨益
重點領域 : • 智能運輸系統及交通管理
  • 公共運輸交匯處（PTIS）/巴士站及停車處
  • 綠色交通
  • 智能機場

《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158

發文機關 : 環境及生態局
目標 : 制定長期政策目標和計劃，

以推動電動汽車在香港的普
及化以及相關配套設施

重點領域 : • 發展挑戰
  • 目標與推廣 

  • 支持措施與設施 

2019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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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160

發文機關 : 運輸署
目標 : 制定長遠的交通運輸策略藍圖，旨在建立一個安全可靠、

環保高效的交通運輸系統 

重點領域 : • 充分利用有限的道路空間
  • 提供以人為本、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務
  • 提倡綠色運輸和主動出行，鼓勵採取健康生活的方式
  • 把握機遇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交通互聯互通

《2023年道路交通（修訂）（自動駕駛車輛）條例》159 

發文機關 : 立法會
目標 : 對《道路交通條例》進行修訂，為自動駕駛汽車的測試和

應用，提供靈活的監管制度
重點領域 : • 為促進自動駕駛車輛測試和使用而制定的監管框架
  • 可以在訂明的情況和程式下改變法例條文的約束力

《道路交通（自動駕駛車輛）規例》

發文機關 : 立法會
目標 : 制定具體的法律和監管制度，讓自動駕駛汽車可在香港更

廣泛地測試和使用 

重點領域 : • 違法行為的相應處罰措施
  • 測試許可證和AV證書的申請/頒發/續期/暫停和取消
  • 對保險覆蓋、AV維修保養、行程數據、營運紀錄和事故

報告的要求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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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進程

除了政府的全力支持外，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香港汽車科技研

發中心（Automotive Platforms and Application Systems , APAS）、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生產力局）、香港科技園公司（科技園）以及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

公司（數碼港）等科技企業培育基地、政府部門和半政府機構均積極地促進

業界、學術界和研發部門之間的合作，推動發展C-V2X技術和基礎設施。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

應科院自2015年開始研發C-V2X技術，並於2017年6月首次在香港科技園

進行道路測試。同年，應科院創立了針對流動車聯網（C-V2X）技術的智能

交通聯盟。在2020年到2022年期間，應科院與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和華為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開發了智慧出行的關鍵路側技術，這些科技已在香港以

及中國內地多個城市應用。在2021年，應科院成功完成了全球最大型的車

聯網公路測試，覆蓋了香港科技園與沙田市中心之間14公里的路線，達成

了重要的里程碑161。在2023年，應科院成立了「智慧出行車聯網技術聯盟」

（SMTA），加強了政府、業界、學術界和研究部門之間的合作。同年，應科

院還與香港本地大學聯合開辦了博士生工作計劃，培育科研人才，完善創科

生態圈。

展望未來，應科院將開展更多項目，將C-V2X技術應用到各領域，包括垃圾

堆填區、在九龍東及西九龍營運客運巴士，以及連接香港科技園和大學站的

穿梭巴士。這些項目計劃於未來兩年內展開，充份展示出應科院在推動香港

CAV技術和智慧出行發展的決心。

香港汽車科技研發中心（APAS）

APAS自2005年成立以來，與業界、大學和不同企業機構合作，積極將研發

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近年來，APAS開展了多個值得關注的研發項目，包

括為香港國際機場設置無人駕駛拖車162，以及研發路側雷射雷達與車聯網技

術163。這些技術對於自動駕駛汽車的商業化和廣泛應用均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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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自動駕駛技術開始在多個實際情況下落地應用，當中包括了在西九

文化區投入服務的全自動駕駛「NAVYA ARMA」巴士，以及香港首個L4級自

動駕駛汽車Hercules（新冠疫情期間，Hercules成功為深圳和山東等高風險

地區補給及配送物資）。隨着CAV技術的進步，業界亦計劃將這些技術應用

於垃圾收集和建築等工業領域之中。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HKPC）

生產力局成立於1967年，致力推動香港企業的生產力。生產力局積極與本

地工商界及世界級研發機構合作，支持香港智慧出行的倡議項目。在2017

年，生產力局聯同來自汽車、流動網絡、交通及基礎設施行業等20多家企

業夥伴，組成了「香港智能網聯汽車產業聯盟」，旨在促進香港網聯汽車的

發展164。在2019年，生產力局擔任了「智慧交通基金」的秘書處和執行夥

伴。該基金旨在通過研發和技術應用便利出行、提升道路網絡效率和駕駛安

全165。生產力局積極支持香港智慧出行的相關項目，為網聯汽車的持續發展

成功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香港科技園公司（HKSTP）

HKSTP成立於2001年，是一個科技及創新企業的培育基地，致力促進企業

之間的聯繫、加速知識轉移，培育人才，以推動科技創新和商業化。HKSTP

與多家科技創業公司和行業的領先企業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共同研發及測

試CAV的基礎設施和平台。在2022年，HKSTP為Urban.Systems開設了一個

完整的測試場地，以供進行自動駕駛汽車試驗166。而在2023年，HKSTP亦

與NETA Auto和CATL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旨在加快香港電動汽車和自動駕駛

技術的研發。這些努力展示了HKSTP致力吸引CAV公司落戶香港，並加速智

慧出行發展的決心。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數碼港）

數碼港是香港的數碼科技旗艦及創業培育基地。在2005年，數碼港推出了

孵化計劃，為初創企業提供指導、市場營銷、產品測試和商貿配對等支援。

此外，該計劃還提供了智慧出行和其他智慧生活方案及服務。在2019年，

數碼港協辦了「智慧運輸系統及交通管理科技論壇」， 讓參與者能親身體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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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駕駛汽車和無人配送車等智慧交通設備167。在2023年，數碼港與香港特區

政府聯合舉辦了2023數字經濟峰會，其中智慧出行更成為重點議題之一168，

凸顯了數碼港創新智慧出行的決心。

香港其他智慧出行的合作項目包括：

• 應科院和香港電訊（2018年）

 成立香港電訊-應科院智慧城市聯合實驗室，以「智慧出行」為其中一個

重點發展範圍，探索智慧城市技術169。

• HKSTP和Urban.System（2022年）

 HKSTP支持Urban.Systems在科技園內進行自動駕駛汽車試驗170。

• 應科院和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發展集團（2022年）

 簽署合作備忘錄，旨在共同研發車聯網技術， 以實現2035年大灣區智慧

交通協同發展的目標171。

• 應科院和百度Apollo（2023年）

 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CAV技術的落地應用，並在香港建設高清精準

地圖172。

• APAS和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2023年）

 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定，推動大灣區的自動駕駛汽車和新能源汽車產業

發展173。

• HKSTP和地平線（2023年）

 地平線與HKSTP合作，在科技園建立科技創新研發中心，以加快自動駕

駛計算解決方案的研發和應用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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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發展措施

 

政策與法規

與新加坡等其他亞洲地區相比，香港的自動駕駛汽車立法框架仍處於早期階段。

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已開始修訂法規，並推出獎勵計劃，以鼓勵CAV的發展。運輸

及物流局於2023年5月和2024年1月分別完成了《2023年道路交通（修訂）（自動駕

駛車輛）條例》和《道路交通（自動駕駛車輛）規例》（第374AA章）的修訂，並已於

2024年3月1日生效實施。運輸署當天還公佈了《自動駕駛車輛測試及先導使用實

務守則》175，詳細列明了測試和使用自動駕駛車輛的技術、安全和操作要求，以促

進自動駕駛車輛的測試和先導使用。運輸署計劃於2024年推展一系列與「測試自

動駕駛車輛」相關的先導計劃，並在2025年公佈「運輸策略藍圖」，力求建設一個

智能高效的運輸系統。

• 修訂《道路交通條例》（Road Traffic Ordinance, RTO）的監管框架，引入自動

駕駛汽車牌照及證書，允許測試載客自動駕駛汽車。這些立法修訂，為香港

自動駕駛汽車的測試和應用奠定了基礎。

• 針對在香港的道路測試和使用自動駕駛汽車，政府設置了嚴格的要求。持有

測試許可證和自動駕駛證書的申請人必須通過車輛檢查、註冊、保險覆蓋範

圍的要求，以及遵守自動駕駛法規，以確保道路安全，同時促進自動駕駛技

術的發展。

• 推出“一換一”計劃，推動可持續出行的發展。在此計劃下，車主可通過

申請報廢及註銷合資格舊車登記，購買一輛享有較高首次登記稅（First 

Registration Tax, FRT）優惠的新電動汽車176。

  

基礎設施

香港正積極完善基礎設施，通過交通資料分析系統、即時交通探測器、自動交通

系統和易通行等設備，支持CAV的發展和營運。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OGCIO）與運輸署於2021年共同推出了交通數據分析系統。該系統利

用即時交通、運輸和天氣資料提供交通狀況預測，為CAV的發展建立堅實的數

碼基礎設施，提高了交通管理效率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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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香港已安裝了1,200多個交通探測器和智能燈柱，並通過「香港

出行易」手機應用程式和公共部門資訊（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PSI）向公

眾提供實時的交通資訊157。

• 從2025年開始，香港機場管理局將採用自動駕駛運輸系統，連接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人工島，以及毗鄰機場的航天城。到2028年，該系統將擴展至包括

東涌市中心177。

• 運輸署已於2023年成功推行易通行，讓駕駛員可以使用「車輛貼」遙距繳付隧

道費，毋須在收費亭停車或排隊付款。

 

研發能力

香港特區政府已成立研發中心，組建跨境研發聯盟，並提供稅收優惠，以鼓勵CAV

領域的研發機構。

• 2023年4月，應科院成立了「智慧出行車聯網技術聯盟」（Smart Mobility 

Technology （C-V2X） Alliance, SMTA），旨在打造一個平台，推動業界、研究

機構和學術界之間的合作，並鼓勵政府參與。SMTA希望通過共同探索解決方

案，推動智慧出行進一步發展。

• 政府計劃在2024年實施新法例，合資格的知識產權利潤稅率從目前的16.5% 

降至5%，以鼓勵企業投放更多資源進行研發活動，並促進專利發明的轉型和

商業化178。

 

人才供應 

香港特區政府正採取積極的措施為CAV發展提供人才，當中包括成立香港人才服務

（HK Talent Engage, HKTE）辦公室、舉辦全球人才峰會，以及增加科創實習計劃

的申請名額。

• 於2023年，香港成立了HKET，為新來港人才的發展需要提供支援。此外，

香港將於2024年舉辦「全球人才高峰會暨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質量發展大

會」，以促進區域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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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計劃將「創科實習計劃」的申請人數上限從2022年的3,000人增加到

2027年的5,000人177，以培養年輕的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人才。

  資金渠道 

香港提供資金支援研究項目，以改善通勤的便利性、提高道路網絡效率以及駕駛

安全。同時，香港還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推動技術轉移及商業化。

• 設立「智慧交通基金」， 旨在資助本地機構或企業進行創新科技研究和應

用，以便利出行、提升道路網絡、路面使用效率和改善駕駛安全。自2019

年以來，智慧交通基金管理委員會已批准了24個項目，總資助金額約165萬

美元179。

• 推出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平台及種子），支援本地大學進行具探索性和前瞻

性或者具商品化潛力的應用研發項目。研發中心每年可獲得高達36萬美元的

資助用以加快研發進度180。

• 推出「產學研1+ 計劃」（Research, Academic and Industry Sectors One-plus 

Scheme, RAISE+）181，推動大學研發成果的商業化。院校可獲得高達205萬美

元的資助，以推動技術轉移和發展行銷服務。



香港CAV發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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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法規

 制定《道路交通（自動駕駛車輛）規例》，助力在香港以安全有序的方式，廣泛

地測試和使用自動駕駛車輛

 增加透明度，讓公眾加深了解CAV和電動汽車的最新政策

基礎設施

 V2X資訊傳輸網絡可實現交通分流，讓市民能夠高效規劃出行路線

 穩定而且覆蓋廣泛的4G/5G網絡，能支援香港強大的電信基礎設施，推動CAV

發展

 進一步擴充電動汽車充電站的供應，以促進CAV的發展

研發能力

 頂尖大學和培訓機構提供了各種工程和技術學科課程

 資訊的自由流通能夠支持國家之間的知識共享和創新發展

 健全有效的保護智慧財產權制度需要大量投資，但同時確保了汽車製造商和技

術開發商的競爭力

 香港定位為大灣區先進的製造中心，可有效提高關鍵汽車部件（如感測器）的原

型設計和製造水準

 香港客戶的國際化和雙語背景以及良好的駕駛習慣，讓更多功能可以整合到新

產品中，加快商業化的步伐

 大灣區研究團體的支持可促進香港的測試和技術轉移，從而推進其研發工作

 積極吸引汽車企業進駐香港，以豐富香港的汽車產業

 建立先進的汽車測試場地，以提供多樣化的駕駛場景，推進自動駕駛汽車性能

的改進

 建立大型製造中心，降低生產成本，縮短原型設計和生產的時間

 針對香港的具體情況（如與中國內地左右手駕駛機制的差異）進行CAV研發，以

確保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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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供應

 香港排名靠前的大學，能培養CAV相關學科的畢業生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地理接近，且人才政策鼓勵人才共用，促進知識和專業技

能的跨境交流

 加強機械人和汽車工程多學科的專業人才培養，以建立強大的人才儲備

資金渠道

 創新科技署推出全面的創新及科技資助計劃，促進本地企業組織採用技術

 降低轉化成本並獲得政府支持，以促進公共交通營運商和投資者對CAV的投資

 積極推動因素      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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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為支持香港實現智慧城市的願景，運輸署自

2021年進行「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Traffic and 

Transport Strategy Study, TTSS），並將「推動自

動駕駛發展」列為其中一項主要的運輸策略。在香

港的高密度發展模式下，與大灣區城市合作研發

世界級的CAV系統，將有助實現可靠、高效和環保

的目標，同時解決當前運輸系統中的一些迫切問

題，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科技

樞紐， 促進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

先進的CAV系統能夠滿足全球不同領域的需要。首

先，CAV技術可減少因人為駕駛錯誤以及駕駛員疲

勞而導致的事故風險，提升道路安全。其次，將

CAV應用在公共交通上，可緩解交通擠塞，為人們

提供便利的出行體驗。最後，通過使用智能電動

車和推廣具能源效益的習慣，將有助減少碳排放

和空氣污染，支持香港實現氣候目標。

應用領域

公共領域

公共交通

香港在不少行業領域都具備應用CAV技術的潛力。

香港對公共交通的依賴程度甚高，港鐵和公共巴

士均是交通運輸系統的重要支柱。因此，在這些

場景應用相關技術，例如無人駕駛穿梭巴士和無

人駕駛小巴等，對香港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在

香港高密度的都市生活環境下，此舉有助於提升

末端接駁服務，解決在繁忙時段的交通瓶頸，進

一步提升公共交通運輸網絡的效率。 

長者及殘疾人士支援服務

隨着人口老化加劇，樂齡科技在提供交通輔助、流

動醫療服務以及藥物和日用品運送服務等方面的需

求越趨重要。在這些領域運用CAV技術，可提升長

者及殘疾人士的獨立活動能力，提高他們獲取醫療

服務的機會，並讓他們更便捷地享用基本服務。

私營領域

旅遊及酒店業

在旅遊及酒店業應用CAV技術能為遊客帶來不同的

便利。其中，在機場應用CAV，能夠即時更新乘客

資訊，提供高效可靠的交通服務，便利他們往返

客運大樓。在旅遊景點範圍內採用CAV車輛，可

省卻遊客轉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時間，方便他們觀

光。另外，CAV車輛可提高酒店和公共空間的環境

衛生，提供零接觸客房服務，以及提高酒店和公

共空間的安全性。 

物流及供應鏈

香港是全球物流重要的樞紐，港口繁忙，為華南

地區提供服務。企業可利用自動駕駛車輛優化物

流路線並縮短運送時間。通過實時數據調整路線

和避免交通擠塞，提升運送效率，降低延遲出貨

的可能性。此外，自動駕駛車輛可提供最新的運

送時間和地點信息，協助實現更有效的庫存管理

和規劃。隨着網上購物愈發盛行，自動駕駛車輛

亦可用於提供末端接駁服務，將貨物從貨倉或配

送中心運送到客戶門口，減少運送時間和成本。

戰略措施

CAV生態圈的健全發展，不僅依賴於清晰的發展目

標和應用領域，還需要生態圈各持份者的合作和

支持。本節針對「政策與法規」、「基礎設施」、「研

發與測試」、「人才供應」以及「資金與商業化」等

一系列關鍵要素，對香港發展CAV的挑戰和機遇，

進行了詳盡分析。每個關鍵要素，均對於促進香

港CAV生態圈的發展，有着關鍵的作用。 

建議
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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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遇概覽 

• 進一步增強治理機構人員的跨學科
專業知識

• 增加政策更新透明度

• 增強CAV規劃協調

• 推出激勵措施，推動私營市場參與

• 資料共享機制有待加強

• 道路網絡需更新和修復

• 地理和道路特徵對發展帶來挑戰

• 增設更多電動汽車充電站

• 研究轉化方面的知識與合作有待進
一步整合

• 原型設計和生產成本相對較高

• 與中國內地測試數據的互通存在一定
的挑戰

• 建設更多先進的自動駕駛測試道路

• 進一步增加多學科人才的供應

• 吸引更多領先的汽車企業和製造商
參與

• 更加注重實踐知識的應用

• 加強業界對採用新技術的準備工作

• 公共CAV資金供應需進一步提升

• 增強投資者和市場對CAV的信心

將戰略方向落實為清晰有效的治理措施，並鼓
勵業界合作：

1.1 成立專責委員會

1.2 加強公私營合作

通過提升實體和數碼基礎設施，實現互聯互通：

2.1 推動4D地圖發展

2.2 修葺和重建道路

2.3 推進交通基建現代化

2.4 擴大電動車充電網絡

2.5 將CAV發展融入城市規劃

加強科研轉化能力和測試基礎：

3.1 成立知識轉移中央辦公室

3.2 加快進行車輛測試活動

吸引海外企業，創造知識轉移機會，培養本地
人才：

4.1 吸引戰略性CAV企業

4.2 將CAV技術納入學校課程

4.3 為現有僱員提供再培訓及技能提升課程

拓寬資金範圍和來源，促進商業化發展機會：

5.1 引進CAV相關行業資助計劃

5.2 舉辦跨境創業募投比賽

5.3 加速成果商業化的發展潛能

政策與法規

人才供應

基礎設施

研發與測試

資金與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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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法規

在構建CAV生態圈時，能夠成功把戰略方向化為

務實的政策，推動政府各部門的支持是重要的一

環。這能有助政府制定明確的指引，創造良好的

環境，鞏固城市基礎資源，以及推動業界有關持

份者積極參與，從而增強市場對CAV這一門新興行

業的信心，持續行業的發展。

1.1 成立專責委員會

 香港特區政府早於2019年便成立了「香港自

動駕駛車輛科技應用技術諮詢委員會」。委員

會成員包括業界代表和來自應科院和數碼港

等研發機構的專家。但目前，該委員會的主

要職責僅限於識別和解決緊急優先事項，例

如討論自動駕駛測試的監管框架和確定合適

的測試地點。

 為加快香港在CAV領域的發展，建議香港特

區政府參照英國的CCAV和CARTS，成立一

個專責的委員會。該委員會應由負責交通和

道路的主要政府部門以及應用研究機構聯合

組成，且應包括學術界、研究領域和業界的

代表。該委員會可着眼於長期政策的制定和

規劃，而不僅限於監管沙盒的設計。參考新

加坡的CARTS，專責委員會可以構想香港為

一個引入自動駕駛汽車技術的未來城市，並

在特定領域提出智慧出行的概念，制定計劃

和路線圖。為了確保透明度和公眾參與，發

展計劃應包括定期的公開聽證會和調查，以

便公眾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提供意見。此外，

借鑒英國CCAV的模式，委員會必需與創新

科技署和香港科技園等相關政府部門密切合

作，以有效分配政府資金，推動CAV領域的

發展。香港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

採取上述措施，為CAV的長期發展建立健全

的框架。

 為了有效推動CAV生態圈的發展，各持份者

的參與度尤關重要，這對於整體戰略設計來

說別具意義。政府在制定發展路線圖時應詳

細評估現有戰略目標與執行能力之間的差

距，確保能夠設計出切實可行的計劃，以滿

足香港特有的需求。同時，與中國國家標準

（國標標準）亦應保持一致性，以助促進跨境

合作的協同效應，提高研發、生產和商業化

過程的成本效益。

1.2 加強公私營合作

 私營部門在參與CAV測試時均會面臨不同的

挑戰，其中包括小巴和計程車牌照持有人因

初期之參與成本高昂、提升營運風險等因素

而避免參與路面測試，以及考慮到技術安全

和商業化速度等風險，均不願採用CAV技術。

 為 解 決 這 一 問 題， 政 府 可 以 充 分 利 用

「公 私 營 合 作 夥 伴 關 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讓私營企業在共同承

擔風險的機制下，聯合公營機構參與技術開

發、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營運和維護項目。上

述措施將推動私營部門積極參與CAV倡議項

目。隨著乘坐CAV車輛的機會逐漸增加，市

民將可以親身體驗到CAV所帶來的便利，增

強他們對行業發展的信心和支持，最終實現

CAV獲廣泛使用的願景。

 在制定「共同承擔風險」機制時，持份者需明

確界定PPP中各方（包括政府、私營企業和

許可證持有人）的責任和義務，這均有助於

解決營運CAV時的風險問題。

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可以有效促進CAV的安全落地應用，是

推動CAV發展的關鍵因素。開發有利CAV營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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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基礎設施，並結合數碼基礎設施的提升，將

有助香港實現CAV的全面落地應用，實現交通互

聯互通。

2.1 推動4D地圖發展

 由於香港的道路狹窄，精密的測量及地圖製

作軟體的準確度尤其重要，需要達到厘米級

別。然而，目前香港地政總署的三維空間數

據模型覆蓋的道路有限，同時交通資料分散

在多個政府部門之中，有待進一步加強資料

整合和協調合作。

 為解決這一問題，香港特區政府可以推動擁

有尖端技術和知識儲備的製圖公司，與負責

監督香港交通網絡的相關政府部門（如香港

運輸署和路政署）建立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共同為香港CAV發展打造4D高清地圖。4D

地圖引入了時間維度，可以分析隨着時間而

變化的道路結構或交通情況，對3D地圖進行

了顯著的提升。這一舉措能帶來多個好處。

首先，它能大大減少私營地圖製作商收集和

分析道路數據所需的時間和工作量。其次，

它讓公營機構能夠把資金分配到地圖製作以

外的其他領域之中。這種合作夥伴關係能確

保基礎設施在高清地圖中的準確性，任何道

路狀況的變化都能被及時捕捉，並在公私雙

方之間共用，以便即時更新地圖系統。能夠

在自動駕駛系統中應用準確且詳盡的高清地

圖，能有助自動駕駛技術在香港的公共道路

上被安全使用。

  於推動發展時，政府應一方面推出激勵措

施，鼓勵相關政府部門積極參與，另一方面

亦需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援私營地圖製作商，

以免他們因成本問題而退出合作。

2.2 修葺和重建道路

 香港道路使用頻繁，有超過80萬輛汽車在

2,238公里長的道路上行駛，反映多年來道路

磨損嚴重。現時，香港的道路經路政署進行

道路檢查後，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修葺182，

每20至30年重新鋪設一次。而根據「路面行

駛品質指數」（Road Quality Index, RQI）183，

香港的道路質素現時仍落後於新加坡和荷蘭

等CAV領先的地區。

 

 為解決這一問題，香港特區政府可以推出一

個長期的基礎設施資金計劃，旨在修葺和重

建香港的公共道路，讓香港道路質素提升至

適合CAV行駛的標準。該計劃應包括以下範

圍：修補道路上的坑洞，以確保交通順暢；

進行道路噴塗，還原已褪色的路標；並修補

或重新鋪設因材料老化或颱風暴雨造成的道

路破損。清晰的車道標記能為自動駕駛技術

提供便捷的識別和變道支援，讓車載感測器

準確分析道路情況。此外，清晰的道路標記

能有助減少系統混淆，防止由於道路標誌難

以識別而導致致命事故（例如因道路標記不

清晰，而導致車輛在錯誤的地點轉彎，或未

能在環島出口時及時剎車）。總括而言，修葺

和重建香港的道路，將為自動駕駛汽車的道

路安全帶來顯著的提升，發揮香港在智慧出

行領域的發展潛力。

CAV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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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如此大規模的重建可能涉及道路封閉的

情況，為駕駛員和廣大市民帶來干擾、道路

擠塞，因此政府於道路重建計劃上應考慮分

段實施，以減少為使用者帶來不便。

2.3 推進交通基建現代化 

 香港的道路基礎設施相對完善，但依然缺乏

CAV所需的感測器、鏡頭和智能交通工具。

此外，狹窄的道路和盲點進一步加劇了這一

項挑戰所帶來的問題。因此，為了支持CAV

的發展，香港必須對現有的基礎設施進行升

級，當中包括改造路側設備並安裝額外的感

測器裝置。

 為了實現車輛與基礎設施之間的互聯互通，

香港特區政府需要進行大量投資，升級路側

基礎設施。關鍵的「街道設施」包括智慧路

燈和交通燈柱、雷射雷達感測器以及各種路

側設備。這些路側設備能夠優化交通環境資

料的收集，並將資料傳送至自動駕駛汽車。

由於環島或存有盲點的複雜路段之事故可預

測性較低，安全隱患較大，它們對路側設備

的需求較大，因此香港特區政府可考慮在附

近路段優先設置路側設備和智能道路基礎設

施，有效增強車輛和基礎設施之間的互聯互

通，提升CAV行駛的安全性。隨着CAV的安

全性提升，社會大眾對於CAV的信心也將相

應增強，這對於CAV在香港的普及應用有莫

大關係。

 由於路側鏡頭將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進行面

部識別，政府必須謹慎地爭取社會大眾的接

受和同意。為有效減少對資訊保護和資料私

隱的擔憂，政府可考慮安裝其他非攝像類型

的感測器或以短距離通訊設備代替鏡頭感測

器，促進V2X通訊。

2.4 擴大電動車充電網絡

 行業專家認為，香港作為全球電動車普及率

最高的地區之一，現有的電動車充電網路仍

未能滿足電動車需求和使用的增長。截至

2023年9月，香港僅有7,085個電動汽車充電

站，包括3,950個中型充電站和1,092個快速

充電站184。

  

 為解決這一問題，香港特區政府應擴大其

「在2025年或之前安裝7,000個充電站」的

目標185，安裝更多的快速充電站，以確保

公共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能夠覆蓋整個香

港，尤其是在私人住宅區安裝充電站。為進

一步改善香港電動汽車充電網絡，未來的發

展方向包括引入移動式充電提供商，以及建

立類似加油站的大型電動汽車充電站。改善

香港的電動汽車充電網絡，不僅能夠提升電

動汽車車主的使用便利性，還有助於吸引汽

油車車主使用電動汽車。當香港的電動汽車

充電站和設施變得更密集，便能緩解於長途

旅行中尋找充電站的問題，社會大眾的用戶

體驗也將得到提升。這一舉措將有助鞏固香

港特區政府在《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中設

定的目標，並推動香港邁向智能零排放的新

出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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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電動汽車充電網絡基礎設施的過度加

速擴張或可能減少汽油車輛可用的車位數

量，為汽油車輛的駕駛員帶來不便，影響社

會便利。

2.5 將CAV發展融入城市規劃

 與其他CAV領先的國家相比，香港在CAV領

域的發展起步較晚。因此，現有的城市規劃

和基礎設施設計中均未有充分考慮到CAV的

發展需要，阻礙了它們與現有系統之間互相

連接。

 為解決這一問題，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將CAV

的相關要求融入新市區的城市規劃中。這包

括將互聯互通和自動駕駛的原則構思納入於

新區的道路設計、交通管理系統和智能交通

系統的規劃和設計之中。長遠來看，政府還

可以在適當的地區進行改造，確保基礎設施

的升級和建立良好的互聯互通，進而促進

CAV的落地應用。這樣一方面可以保障CAV

在城市中無縫應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

交通效率，改善道路安全，支持香港構建智

能、可持續的城市環境。

 為了讓CAV得以在全港的交通系統中應用，

政府應該開展針對性的宣傳活動，並為市民

提供更多體驗自動駕駛汽車的機會。通過這

種方式，市民可以增進對CAV技術的認識，

培養對CAV的積極和深入了解此項新興技術。

研發與測試

強大的研發能力是推動CAV行業快速發展的基礎。

香港可以通過加強其上游研究轉化能力，從而確

立香港在CAV價值鏈之中的地位。香港應建立一個

集中的知識轉移平台，與大灣區協同合作，將研

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另外，香港可以借助大

灣區其他城市的測試場地和他們高效的製造能力

來加速CAV的測試與生產。但長遠來看，香港仍需

建立一個自己專屬的測試場地，以加快CAV的發展

和進步。

3.1 成立知識轉移中央辦公室

 香港的大學擁有卓越的研究能力，其知識轉

移辦公室致力於推動各種研究轉化工作，將

基礎研究轉化為實際的行業解決方案。然

而，研究人員和專家往往分散在不同機構中

工作，這種工作模式阻礙了知識交流，以及

綜合解決方案的發展。

 為加快將研究成果及知識產權轉化為商業應

用，香港可以藉科研機構（如APAS和應科

院），成立一個集中的虛擬CAV知識轉移辦公

室。該辦公室可以與本地大學的知識轉移部

門和研發團隊合作，整合與CAV相關的研究

成果，為企業和投資者提供快速獲取創新技

術和知識產權的途徑，從而加速研究成果的

轉化。此外，研究所帶來的經濟回報將能夠

激勵大學研究人員作出更多貢獻。故此，將

香港的上游研究成果與大灣區豐富的研發設

施結合起來，將為現有的應用研究中心帶來

競爭優勢，加快其發展步伐。

 與大學知識轉移辦公室合作需要認真謹慎的

知識產權管理系統。香港特區政府應制定明

確的指導方針，以保護研究活動中的知識產

權並推動其商業化應用，同時確保解決方案

與市場及客戶需求匹配。

3.2 加快進行車輛測試活動

 目前，自動駕駛汽車的測試試點遍佈香港，包

括科技園、大學校園和私人住宅區等。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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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缺乏先進的測試場地，無法提供多種測試

場景，例如在公路上與傳統駕駛模式車輛進行

混合試運行。因此，香港必須探索其他虛擬和

實地場景，以加快CAV的測試進程。大灣區的

其他城市擁有完善的測試場地和值得信賴的第

三方測試服務機構，例如深圳市未來智慧網

聯交通系統產業創新中心186的三個測試區（封

閉、半開放和開放）等，均能為智能網聯交通

提供全面的測試和評估服務。

 以虛擬模擬技術複製真實世界的道路並進

行測試

 虛擬測試技術利用各種數據，如地圖、交

通情況和天氣狀況，建立逼真的虛擬環境，

並在當中引入具備模擬自動駕駛系統的虛擬

車輛進行測試。這種虛擬測試平台能協助技

術開發人員在實際場景應用自動駕駛系統之

前，以高效且合符經濟效益的方式評估汽

車系統的性能。為了充分利用各種數據，應

科院在初步測試中致力於推動虛擬測試。此

外，運輸署和路政署等政府部門也需合作促

進數據共用，以確保虛擬測試技術的準確性

和全面性。

 在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測試路段重現香港的

道路狀況

 研發人員可以在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測試園區

內，選擇特定路段，進行複製香港的道路，

包括道路形狀、標誌和交通模式。能夠在大

灣區其他城市狀之完善的測試區內進行車輛

測試，將有助節省建設新測試場地所需的時

間和資源。

 在香港開發先進的測試路段

 香港可將特定的半私人和半開放式路段，指

定為專用測試場地，為CAV測試提供受控環

境。這些道路的交通法規一般要求較少，可

靈活地進行測試活動。例如，發展局轄下的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Energizing Kowloon East 

Office, EKEO）積極鼓勵各方將九龍東作為測

試平台，探索包括自動駕駛技術在內的智慧

城市發展項目。考慮到啟德發展區目前的交

通狀況、地形和智能設備建設，該區亦被確

定為CAV技術的試驗場地。此外，香港還可

優先開放道路基礎設施完善的地區，支持進

行道路測試。例如，可以考慮目前正在籌備

智能高速公路修建的北部都會區。該地區既

有合適的道路基礎設施，另外預計會因修建

工作而降少交通流量，將可以最大程度減少

測試對道路使用者造成的干擾和不便。 

 在此方面，與路政署、警務處和民政事務總

署等管理機構進行密切協調，是確保在指定

道路段進行安全和持續測試活動的關鍵之一。

人才供應

作為大灣區內的人才重鎮，香港的人才提升策略

包括吸引海外企業和人才，以及培育和保留本地

人才。為應對CAV發展所帶來的人才供應挑戰，香

港應通過鼓勵研發活動，吸引其他大灣區企業和

具備專門技能的人才來港。本地教育機構亦應考

慮擴展課程，增加更多關於CAV的內容，並與大灣

區其他城市的企業合作，促進知識交流。同時，

香港還需提供再培訓和技能提升課程，支援崗位

轉移，以保持競爭力，並滿足新興產業的需求。

4.1 吸引戰略性CAV企業

 香港目前的CAV發展落後於廣州和深圳等鄰

近的大灣區城市。這些城市已在CAV行業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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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席之地，文遠知行、廣汽集團和比亞迪

等知名企業的總部均設在這些城市。與此同

時，香港正在努力吸引戰略性的CAV企業，

並展示本地成功案例以激勵人才。

 為了進一步推動CAV發展，香港應着力推動

各項措施，促進商貿配對服務，將企業與潛

在投資者聯繫起來，提供多元化途徑獲取政

府資助之外的資金，推動建立夥伴關係，以

加快商業化進程。企業的聲望和良好的聲譽

亦能吸引有才華的專業人士來港一展職業抱

負。此外，香港應宣傳和讚揚本地CAV行業

的成功案例，認可和表彰有重要成就的本地

公司和有重大貢獻的個人成就，以激勵新

一代CAV專業人士，同時展示香港的行業潛

力。獎項、媒體報道和行業活動均能擴大成

功案例的影響，讓各界對香港CAV能力的有

更深入的認識。知名企業進駐香港將創造就

業機會，吸引本地和國際人才留港，擴大人

才庫，培育充滿活力的生態圈。

 為了創造有利於CAV企業發展的環境，香港

必須制定鼓勵創新的監管框架，並提出明確

的指導方針，助力CAV企業在城市中應用和

試驗相關的創新技術。

4.2 將CAV技術納入學校課程

 香港的頂尖大學開設了一系列與CAV行業相

關的工程課程，但缺乏有關智慧出行的專業

課程。另外，由於課程設計更加偏向理論培

訓，缺乏實際應用技能的培養，相對而言，

學生在應對實際CAV場景和挑戰方面的能力

還有待提升。

 將校企協作教育納入現有的STEM課程

 

 大學應將校企協作教育納入現有工程學及相

關課程，包括畢業專題項目、學分承認及學

分轉換的比賽、研究中心的實踐培訓、實

習和行業實踐培訓項目等。學校還可與大

灣區或海外的自動駕駛汽車初創企業、整

車製造商、電信供應商以及創新中心建立

合作關係。例如機電工程署（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EMSD）就

與香港八所公立大學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

應科院亦與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合作推

出了「兼讀博士生工作計劃（PhD）」，旨在

培養研發專業人才。此外，CAV的業界人士

應設立導師計劃，支持學生的職業規劃和發

展。行業實踐培訓項目將幫助學生緊貼行業

需求，提高他們在CAV領域的競爭力和就業

能力。

 開設CAV專業課程

 大學應該將機電、電子和資訊通訊技術與

汽車工程等課程內容結合，開設CAV專業課

程。這種跨學科課程將幫助學生全面瞭解複

雜的CAV生態圈。CAV專業課程設計應以「項

目式學習」為核心，使學生能夠獲得設計、

測試和優化CAV系統等方面的實踐經驗。這

些課程應開放予本科二年級的學生，訓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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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透過應用知識與技能，解決真實的問題和

挑戰，從而培養創新能力。通過與大灣區企

業合作，學生可以接觸CAV行業面臨的現實

挑戰，並獲得行業相關技能，以便畢業後在

整車製造商、汽車工程公司、研究機構、IT

相關公司和其他相關行業就業。

 為確保課程能滿足行業對人才技能的需求，

建立定期評估和回饋機制，並確定待改進之

處非常重要。CAV課程的成功有賴於行業提

供的指導和培訓。大學與業界之間的和合作

將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接觸真實案例，為

大灣區CAV行業企業提供高素質人才。

4.3 為現有僱員提供再培訓及技能提升課程

 隨着自動駕駛汽車在香港的落地應用，商用

車駕駛員的角色和責任將逐漸從完全控制

車輛駕駛，轉變為主要作為備用系統的服

務者。香港目前正處於CAV的發展和試驗階

段，因此做好充分的準備並協助商用車司機

轉換工作角色顯得尤為重要。此外，生態圈

的持份者大多都缺乏交流和討論CAV技術最

新進展的機會。

 為商用車駕駛員的角色和責任轉變準備

 運輸署應與行業企業合作，協助商用車駕駛

員為操縱自動駕駛汽車做好準備。培訓內容

應包括應急協議、遠端監控和有效的乘客溝

通，以增強駕駛員處理自動駕駛汽車相關問

題的信心。

 定期交流，持續進修

 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應定期舉辦知識分享

活動，例如會議、研討會和工作坊，以提升

現有人才的技能。例如，機電工程署就在香

港和廣州建立了六個合作培訓基地，用於車

輛系統和維修技術培訓，課程涵蓋感測器技

術和電動汽車等新興話題。這些活動將聚集

行業專家、研究人員和學術界人士，分享對

CAV技術的見解、最佳實踐和最新進展。通

過不斷學習，商用車駕駛員便可及時瞭解行

業發展動態。

 香港必須與技術提供商和自動駕駛汽車製造

商保持密切合作，以確保提供的培訓和學習

課程能涵蓋技術最新進展和行業最佳實踐。

另外，香港還須定期舉辦知識交流和學習活

動，並收集回饋意見，以適應不斷發展的

CAV行業。

資金與商業化

香港是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擁有成熟的金融體

系，以及廣泛的公共和私人資金來源。在推動CAV

發展的過程中，香港可以從本地和國際市場獲得資

金來擴大資助範圍，支援創新解決方案的開發。香

港可以利用中國內地和海外的人脈網絡，找到投資

機會和應用場景，加快CAV的商業化進程。

5.1 引進CAV細分行業資助計劃

 香港特區政府通過「智慧交通基金」和「新能

源運輸基金」等計劃為交通領域提供資金支

援。然而，欲要將香港打造成「自動駕駛車

輛市場的領導者」，有關機構需要提升每年批

准的專案和試點數量。 

 為提升香港在CAV領域的競爭力，政府可考

慮引進CAV相關行業資助計劃。其中一些具

有潛力徹底改變CAV和智慧出行的相關領域

包括，人工智能、機械人、V2X車聯網和通

訊以及半導體和微晶片等，這些領域的研究

均需要充裕的資金投入。這些相關行業資助

基金，將評估並向具有改變香港CAV行業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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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能力的應用研究項目授予資金支援，撥

款原則類似於現行的「智慧交通基金」和 「新

能源運輸基金」。這一措施將擴大CAV相關的

資金渠道範圍，讓CAV技術的構思、研發和

應用都能夠有足夠的資金支持，鞏固CAV生

態圈。此外，隨着CAV技術和解決方案日漸

完善，香港有望加快實現在公路上使用CAV

的願景，在研發方面有更多突破性的成果，

完善CAV的運行機制和功能。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考慮與學術界專家保持密

切聯繫，以確保資助計劃能夠廣泛覆蓋自動

駕駛車輛生態圈的各個領域，並為這些相關

行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援。

5.2 舉辦跨境創業募投比賽

 鑒於市場尚未完全成熟，私募投資者對大

灣區的CAV中小型企業了解有限，使他們對

CAV行業前景持謹慎態度。此外，目前的資

助機制要求企業先支付費用，然後再由政府

進行部分費用的返還，這可能對中小型企業

的現金流帶來一些挑戰。

 為增加私募投資，數碼港和香港科技園等政

府機構，均設有企業培育和資助計劃，每年

舉辦創業競賽，邀請大灣區各知名私募投資

者（如風險資本家），以及在CAV行業中發展

專有技術和解決方案的中小企業參與。中小

企業將展示他們的財務資料、預測、創新和

研發進展，以及投資機遇，接着進行問答環

節，最後由投資者共同評估並決定哪些中小

企業將獲得他們的投資資金。這措施將給予

CAV企業更多機會獲取私募資金。另外創業

競賽提供了一個平台讓私募投資者與知名度

較低的中小企業建立聯繫，讓中小企業能夠

從中獲益，擴大業務規模。此外，由於這類

措施屬政府認可的活動，這將給予投資者更

多的保證，增強他們的信心。再者，這樣的

比賽還能夠增加行業同行之間的交流，促進

知識共用，並增加商貿配對的機會，進一步

推動香港CAV行業的發展。

 為了促進創業競賽的效益，香港特區政府必

須實施嚴格的篩選流程，並制定激勵措施，

以吸引優質的中小型CAV企業和私募投資者

參與活動。

5.3 加速成果商業化的發展潛能

 香港是大灣區的重點城市，與華南地區的主

要城市連接緊密，地理位置優越，有利於

開展CAV行業的跨境合作和商業化活動。此

外，香港的道路網絡錯綜複雜，交通流量

大，基礎設施一流，為企業提供了拓展海外

市場前驗證技術的機會，是創新CAV解決方

案的理想示範區。

 為進一步推動CAV商業化的發展，香港可定

期舉辦行業活動及展覽展示CAV的相關產

品。此外，香港特區政府亦應積極推廣香港

國際機場、西九龍、九龍東及愉景灣等地的

示範平台，以展示CAV技術的可行性，並促

進建立夥伴關係，推動CAV商業化。通過為

大灣區其他城市的CAV企業提供海外擴展的

支援，香港將可以進一步鞏固其作為全球領

先創新中心的聲譽。

 為有效接觸全球受眾、吸引本地以外的訪客

和參展商，與國際行業協會和貿易組織通力

合作至關重要。這可以通過舉辦聯合專案、

會議和展覽來展示香港在CAV領域的能力並

促進知識共用。此外，通過舉辦聯合市場推

廣活動，如聯合行銷活動和參加國際貿易展

覽，香港將可以進一步確立自身為CAV商業

化的國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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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借助大灣區豐富的資源和能力，香港能推動

C-V2X技術的研發和商業化進程，為香港智慧城

市的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

潘志健博士
前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創新科技總監及行政總裁顧問

資料及統計數字

自2015年開始研發車聯網
（V2X）技術

於2021年在香港進行全球最
大型的C-V2X公路測試之一

研發了香港首輛自動駕駛小巴

（AiBus），提供香港科學園和
港鐵大學站之間的穿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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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應用科技研究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由香港特區政府於2000年成立，是本港最大的應用科技研發中

心。其使命是通過應用科技研究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自2015年以來，應科院一直積極推動多

項研發，以促進智慧城市的發展。其中一項矚目的項目是在堆填區開發無人駕駛運載車，以緩

解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於2023年，應科院更成立「智慧出行車聯網技術聯盟」，旨在提供一個

交流和知識共用的平台，以加快協作和技術商業化的機遇。

借助大灣區以促進C-V2X的基建與研發發展

智能交通基建是發展網聯自動駕駛技術（CAV）的基礎。為支持CAV發展，應科院於2023年5月

攜手百度Apollo，推動C-V2X技術的落地應用。項目結合了百度Apollo在C-V2X基建開發方面的

專業知識，以及應科院在5G通訊、人工智能和智慧出行方面的技術，促進香港智能路邊基建的

發展。雙方還計劃合作建立高清精準地圖，以提供精準的導航指引，進一步提升CAV的安全性。

此外，應科院還在積極把握大灣區的研發資源，加速CAV測試。例如，應科院正與深圳市智慧

城市科技發展集團合作，推動深港兩地互聯互通的技術研發、推行營運標準化和進行C-V2X技

術測試。借助大灣區在基建和研發領域的資源優勢，香港將能加快研發步伐，持續引領C-V2X

技術，構建全方位的智慧出行生態圈。

開拓資金和商業化潛能

應科院還積極與內地和大灣區其他的城市合作，拓展融資渠道，以促進CAV的商業應用。例如

在2023年5月成立的「應科院長三角成果轉化中心 蘇州專項支持資金」，資金總額達一億元人

民幣，旨在支持蘇州企業與應科院的研究成果轉化。同年，應科院亦與蘇州市相城區人民政府

簽署了數字交通戰略合作協議，攜手共同建設「蘇港數字交通科創走廊」，以在智慧出行產業方

面發揮雙方的優勢，促進兩地創新交流，加快大灣區CAV及相關技術的商業化進程。 

展望未來，應科院將與不同智慧交通領域的合作夥伴，包括大學、汽車零部件及配件製造商、

無人駕駛車輛開發商和電訊服務供應商等，攜手合作，共同推動智慧出行技術的創新突破，將

網聯自動駕駛技術融入智能碼頭、智慧園區以及智慧高速公路等各類型的智慧城市場景，全面

提升香港道路安全和交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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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場管理局

及早與政府部門、監管機構、業務合作夥伴

等主要持份者溝通合作，是確保透明度和達

致共識的重要一環。

黎秀瓊女士
香港機場管理局首席資訊主管

資料及統計數字

全球首個機場於實際環境操作大

規模應用無人駕駛拖車，至今引

入41輛無人駕駛拖車

引入3輛無人駕駛巴士接載員工

配置了8輛無人駕駛巡邏車，
加強機場禁區邊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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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空業的增長引擎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成立於1995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法定機構，負責營運及發展

香港國際機場，鞏固其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成為推進香港經濟增長的動力。2021年，機管局訂

下十年科技發展藍圖，並一直實現發展藍圖下的方案；其中，自動化是重要一環。

革新機場運營的國際試驗場

香港國際機場多次獲得「全球最佳機場」的殊榮，以

其高客運量、高貨運量，及高效率而聞名。業界專

家認為香港國際機場可提供各種現實場景，是進行

CAV技術測試和改進的理想試驗場。機管局自2019

年起陸續應用無人駕駛拖車、無人駕駛巡邏車以及

無人駕駛巴士技術來革新其營運。2019年，無人駕

駛拖車屬全球首個引入於實際環境操作，用於輔助

行李和貨物運送；無人駕駛巡邏車是經過改裝的電

動車，可在機場禁區的邊界進行每日全天候巡邏，以影像分析技術，自動偵察是否有人進入警告

範圍。無人駕駛巴士則自2023年中投入運作。這些服務不僅顯著地提升了機場的安全性和營運效

率，同時減輕了員工的工作量。 

推動「機場城市」發展

香港國際機場正朝向超越機場基本功能的方向發展，由一個城市機場演變成一個「機場城市」，透

過增加其他新功能及服務，包括旅遊、會展、娛樂、零售等，將機場發展成為香港以至大灣區的

新地標，加強機場作為香港經濟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引擎的功能。同時，作為大灣區連接世界的門

戶，機管局一直提升機場與大灣區的交通配套，例如計劃興建全新的「航天走廊」，以自動運輸系

統連接現正在機場島發展的SKYCITY航天城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長遠將進一步申延至東涌市

中心，加強香港和大灣區城市的互聯互通，帶動商業、餐飲和娛樂發展。

機管局目前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禁區範圍發展兩座自動化停車場，即「轉機停車場」及「訪港停

車場」，以吸引更多大灣區旅客使用香港機場轉機前往世界各地或到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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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提供卓越的學習環境是香港的一大優勢。在香港科技

大學，我們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網聯自動駕駛技術的比賽，在

課堂之外學習，與其他大學和地區的同學合作與競賽，通過

實踐獲取知識。

張福民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科大）鄭家純機器人研究院院長，
兼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和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會士

資料及統計數字

具有逾40位教授，專門研究
不同領域的機械人

在深圳及廣州分別設有10家和
16家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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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探索的交匯點

香港科技大學（科大）創立於1991年，是一所知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學，致力通過教學和研究推動

知識傳播。鄭家純機器人研究院（Cheng Kar-Shun Robotics Institute, CKSRI）設於科大， CKSRI

以自主系統和機器人研究為主要方向，整合了人工智能、控制系統、機械工程、材料科學、神經

科學、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等方面的創新成果， 旨在探索更先進、更智能的機器人技術，並將其

應用於不同的行業和領域。CKSRI擁有先進的研究設施配套，協助世界級學者開展研究工作以應

對全球挑戰，這亦是大學發展策略的重點。同時， CKSRI還構建了產業合作夥伴網絡，助力創業專

案，並推動知識傳播。

科大在自動駕駛領域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具備深厚的行業專業知識。此外，科大的研究中心在

香港和廣州均設有分支，能夠促進自動駕駛系統（Automated Driving System, ADS）領域的人才發

展。項目成功實現商業化的關鍵，在於協同科大知識轉移辦公室，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合作，

共同促進中下遊行業合作，加速技術授權流程。香港科技大學領先的科研能力和具合作精神的知

識轉移中心，提供了強大的支援體系，協助研究人員在專注研究核心專業知識的同時，並將創新

發明應用到現實場境中，使學校及社會大眾受惠。

通過實踐學習培育未來創新人才

科大工學院不僅將自動駕駛的元素融入學院的機械人研究課程中，更積極增加應用理論的實習

課。學院強調在本科學習中結合比賽實踐，鼓勵學生踴躍參與學院內部組織以及國際組織舉辦的

網聯自動駕駛相關比賽，從而獲得學分。例如在「2023年虛擬RobotX大賽」中，科大的參賽團隊

就憑藉出色的水上無人機方案贏得亞軍。此外，學院還為本科生提供「體驗式學習」課程，使學生

能夠根據自身興趣愛好參與網聯自動駕駛研究和設計項目。這種獨特的學習方式有助培養學生的

創業精神，增強實踐能力，幫助他們在畢業後成為推動CAV創新發展的人才。  

未來，香港科技大學旨在加強機械人和自動化技術領域的研究，除了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等本地

企業合作外，還擴大與大灣區企業的合作 （例如成立香港科技大學-大疆創新科技聯合實驗室等聯

合研究中心），積極推進自動化技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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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賴圖形處理器和其他數字孿生技術的進步，自動駕駛車

輛現在可通過虛擬模擬方式進行測試。我們可在複製了香

港特質的虛擬環境中進行駕駛，高度還原駕駛場景，有效

降低實體測試前的風險和成本。

該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

資料及統計數字

該公司的創業孵化計劃在全

球網絡共有超過17,000間
科技初創公司

計劃內有超過100間香港初創公司，
專注從事智慧出行、機械人和語言

模型的電腦視覺技術等領域

一家全球領先的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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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的人工智能研究室

這家著名的科技公司設立了一所國際研究實驗室，致力研究與人工智能相關的領域。借助香港蓬

勃發展的創科環境，該實驗室攜手大學和研究院參與人工智能研究，領域涵蓋智慧城市、金融科

技、智能製造和健康科技。

虛擬測試解決香港場地短缺問題

多樣化的測試環境對改進技術和確保自動駕駛技術的安全性至關重要，然而，香港缺乏這些測試

場地。為解決這一問題，該公司發明了適用於開發自動駕駛車輛的虛擬試驗場。該雲端化平台能

夠生成現實世界的駕駛場景，使開發商能夠全面訓練和評估自動駕駛系統。藉着香港全面的創科

環境及健全的軟硬體支援，該虛擬測試平台可克服實體測試的局限性，在具有符合成本效益的方

式下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香港的自動駕駛車輛開發商通過模擬道路交通和天氣狀況情景進行全

方位測試，不僅可減少對實體測試的依賴，更可獲得較全面的測試結果。

通過虛擬孵化計劃推動人才和資金發展 

除了研究測試外，該公司亦開設了虛擬的創業孵化計劃，協助初創公司進行研發和配對投資者。

該計劃借助該公司的研究專業知識，提供免費培訓、研討會優惠和專享交流活動，使初創公司能

夠增強知識，並向世界各地的企業展示創新成果。初創公司亦有機會通過計劃接觸創投者和企業

投資者，從而獲得政府以外的資金。這些場合為初創公司提供了新途徑獲取研發和財務支援，加

速科研成果商業化。

展望未來，該公司認為在香港通過人工智能應用推進測試的能力存在龐大機會。憑藉香港便於獲

取資金的優勢，香港有望創建蓬勃的網聯自動駕駛 （CAV） 商業化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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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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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的發展路線

展望未來，香港應謹慎規劃CAV的發展路線，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設定清晰明確的目標，並將策略方

向與關鍵的舉措緊密串連起來，以助推動CAV業務在未來數年的發展。

策略舉措

在安全可控的環境（如校園、
私家路、主題樂園、工業園區）
內，按指定路線，進行定點車
輛測試

加強各項「智慧出行」相關的
政策和基建，促進可持續增長

1.1 成立專責委員會

2.1 推動4D地圖發展

2.2 修葺和重建道路

2.3 推進交通基建現代化

2.4 擴大電動車充電網絡

3.1 成立知識轉移中央辦公室

3.2 加快進行車輛測試活動

4.1 吸引戰略性CAV企業

鞏固根基

（1-3年）

在市鎮地區範圍內，於涉及受控
場境和真實場境（如從機場至東
涌市的路線）內，進行車輛測試

推動跨行業、跨生態的CAV倡議
項目，深化發展舉措

1.2 加強公私營合作

4.2 將CAV技術納入學校課程

5.1 引進CAV相關行業資助計劃

5.2 舉辦跨境創業募投比賽

協同發展

（1-5年）

於真實生活場境（如北部都會區
公路）內，全面落地應用，實現
自動駕駛與手動駕駛汽車的無
縫融合

打造一個支持CAV發展的環境，
促進AV及相關產品與服務的興
起和發展

2.5 將CAV發展融入城市規劃

4.3 為現有僱員提供再培訓及技
能提升課程

5.3 加速成果商業化的發展潛能

培育新興產業

（3-8年）

目標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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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路線圖的第一階段，主要圍繞建立基礎設施，並強化香港現有交通出行生態圈和各項與「智慧出行」

相關的政策，為CAV產業發展和技術的落地應用奠定穩固的基礎。

 

為了促進CAV行業的高速增長，香港應制定清晰明確、積極穩健的監管政策框架和指引，並重點關注政

策和監管方面的發展，以吸引市場投資。此外，香港應推進實體和數碼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借助大灣區

豐富的資源、人才和資金能力加強研發，並發揮領先全球的大學人才和投資網絡優勢，助長CAV的產業

發展。

在成功實施上述的倡議舉措後，香港將能在安全與受控的環境下，達到按指定路線進行 CAV車輛定點測

試的第一階段產業發展目標。

協同發展（1-5年） 鞏固根基（1-3年）培育新興產業（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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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發展（1-5年） 鞏固根基（1-3年）培育新興產業（3-8年）

發展路線圖的最後階段是「培育新興產業」，旨在

依靠政策、基建、研發工作，以及人才和資金方

面的協調發展，創造一個支持CAV發展的營商環

境，推動CAV產品和服務的創新。

穩健的城市規劃、推動勞動力轉型以及加速成果

轉化，對於「培育新興產業」這一階段尤關重要。

這一階段的發展，將打造全新的智慧城市和創造

更多就業崗位，如CAV安全管理員、操作員以及其

他「出行即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崗

位，創造龐大的經濟效益。

展望未來，香港應物色不同地區進行CAV的全面試

行，在選定的新城鎮或區域（如北部都會區）的公

路上，全面落地應用CAV，實現「自動駕駛與手動

駕駛汽車無縫融合」的產業發展目標。

第二階段的重點是促進CAV行業的協同發展。通過

推出針對CAV產業的專項計劃，促進公私營部門在

人才和資金方面的合作，從「紮實根基」達至「協

同發展」的效果。

在此階段，香港應通過鼓勵協調，進一步促進合

作、培養新一代人才、提供資金以及落地應用的

場景，以支持CAV測試活動。這些舉措將有助於

相關的技術驗證，強化CAV生態圈，加速未來成

果的轉化。在這一階段，業內企業間的協同合作

尤其重要，為迎接CAV技術的廣泛普及和應用做

好準備。

第二階段的產業發展目標是能夠在市鎮地區範圍

內，按指定路線進行公路測試，旨在驗證和提升

CAV技術，並確保CAV能在受控的真實生活場景

（如香港國際機場）以及特定的公路路線（如應科

院選取的公路測試路段：連接沙田市中心和科學

園的14公里路段）達到安全、高效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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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行動建議

為推動CAV技術的可持續發展，智慧出行生態圈中各個持份者與政府的配合均非常重要。隨着市場對創

新產品服務的需求日增，私營企業能發揮其「企業家精神」，為CAV領域帶來寶貴的專業知識及資源。

上游科技和研發參與者 

人才培育

  制定與CAV技術相關的課程，並提供實際培訓機會，讓學生通過在大灣區實習，獲得
實際技能，培養新一代的CAV技術人才。

研究轉化及協作

  促進國際合作關係，並建立知識轉移中央辦公室，連接學術界、研究人員、汽車製造
商和服務提供者，加速研究成果的轉化。

測試與驗證

  將香港的虛擬及封閉場地測試結果，結合大灣區複製環境的測試數據，以解決自動駕
駛汽車在測試過程的瓶頸。 

政策倡導

  與政策制訂者和監管機構合作，協助設定安全標準和責任框架，減少不確定因素，鼓
勵市場參與。 

中游汽車製造商、服務提供者和教育機構

基建準備

  投資建設完善的基建，當中包括開發地圖、建設智慧道路，以及提升電動車充電基建
及網絡，推動廣泛應用。

製造改進

  借助大灣區的製造能力，加快原型設計，提升CAV的生產效率，確保供應鏈的彈性和
成本效益。 

服務創新

  引入新興CAV服務，如MaaS、自動駕駛乘車服務、車用娛樂系統等，為駕駛員和乘客
提供個人化及便捷貼心的出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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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培育

  設立培育計劃，提供導師指導、資金和商貿配對的機會，將創新活動與市場需求對
接，培養有活力的生態圈，促進創新成果商業化。 

下游分銷商和用戶

車隊整合

  採用CAV技術，通過自動化操作以及系統互聯能力提高效率，繼而提升乘客體驗。

勞動力轉型

  通過提供再培訓和技能提升課程，促進勞動力轉型，以確保他們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
CAV技術需求。

公眾教育

  通過教育宣傳活動，推廣CAV的好處和安全性，提高公眾對CAV技術的認知和信任，
並通過表揚行業成功案例，建立市場信心。

意見和改善

  推動用戶積極參與和提供反饋意見，從而改進CAV技術，滿足不同客戶群的需求與期望。

總結

香港CAV產業具備穩健的基礎建設、強大的學術和

研發網絡、融資渠道，以及政府的全面支持。在

香港特區政府於去年修訂及推出自動駕駛車輛的

相關規例下，香港更應與各界加強合作，以進一

步實現「在香港公路上落地應用CAV」的願景。

在香港逐漸增強CAV領域的能力和資源的同時，大

灣區其他城市的CAV技術已超越於受限環境試驗的

階段，包括在CAV測試、應用以及行業標準化方

面，發展均較為成熟。因此，香港若能與廣州、

深圳等大灣區城市緊密合作，將有望加快發展的

步伐。

香港在不斷發展的出行行業之中有着許多尚未開

發的市場機遇。為了把握這些機遇，香港可以透

過一系列的措施來提升自身的競爭力。首先，改

善管治模式，從上到下密切協調不同戰略方向，

制定清晰明確的營運指南，並與中國內地的標準

進行接軌。其次，加強實體和數碼基礎設施的連

接能力，營造更便利的環境。同時，加強轉化研

究和測試能力，為創新技術的應用提供支援。此

外，吸引海外領先企業的參與，並培養下一代本

地人才，將有助於香港建立完善的CAV生態圈。最

後，加快跨境資金和商業化機會的推進，將有助

於促進行業的發展和創新。通過這些舉措，香港

有望實現前所未有的突破，並在不斷發展的出行

行業中穩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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