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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国网和田供电公

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新疆和田

都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洛浦站，对

电动公交车充电桩进行安全用电

检查，保障充电设备安全运行，并

为车站工作人员宣传安全用电知

识，助力城乡居民绿色出行。

甄立民/摄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新

能源车主自驾出行需求或将大幅

增加，对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网服

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浙江省

新昌高速服务区内，国网绍兴供电

公司青年志愿服务队对充电桩设

施进行维护保养，确保来往新能源

车主能够安全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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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真齐 王志远

随着智能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

展，“手机不离手，网络随时有”已经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缩影。在这样的背景

下，近些年汽车智能化水平也得到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车内看剧、语音控制甚至点

餐都已不再是新鲜事。

然而近期奔驰却在车机系统中最为简

单的导航上“栽了跟头”——6月 12日上

午开始，全国多地的多名奔驰车主在网上

发帖表示，奔驰车机系统疑似崩溃，车载

大屏导航等功能无法正常使用。由于该事

件涉及车主数量较多，迅速引起业内外人

士的关注和讨论。

“当许多车企纷纷推出无限接近 L3级
自动驾驶的车机时，身为豪华品牌代表的

奔驰，却在多年前就已经搭载上车的导航

上出了问题，这显得有些讽刺。”汽车行

业分析师刘志超对记者说，“车机导航大

面积故障”就像一道出人意料的坎，折射

出奔驰在华转型发展之困。

近两年来，受各大车企尤其是自主品

牌在电动化、智能化发展的影响，奔驰在

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压力陡增。与此同

时，频频发生的车辆召回事件也让奔驰长

久以来树立的口碑和形象受损，电动化、

智能化转型之路充满挑战。

消失的导航 无语的车主

“6 月 12 日一早我开车去上班，那时

候还用了车机导航。中午的时候开车突然

发现导航系统‘消失’了。”家住河南的

奔驰车主王澈回忆道，当天中午他启动车

辆后，仪表台就出现了“导航系统不可

用”的提示，中控显示屏原有的导航系统

则显示“请插入带地图内容的数据载体以

启用导航”。

随后王澈收到了奔驰的官方通知，上

面写道：“Mercedes-me 后台临时出现故

障，导致导航、CarPlay 等多个功能无法

使用，或类似导航无法显示或没有导航图

标。预计中午就可以恢复使用。”不久

后，奔驰还推送了一条OTA升级的消息。

“我本以为这次更新完系统就可以解

决车机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但结果却事

与愿违。”王澈对记者说，当天下午奔驰

的车机导航等功能仍无法使用，直到晚

上 8点左右，所有失效的功能才终于恢复

正常。

家住北京的奔驰车主李洁也在当天遇

到了类似问题。发现问题后，李洁尝试了

“重启手机”“更换数据线”“恢复车辆出

厂设置”等一系列“自救”操作，但均未

能解决奔驰导航和CarPlay的故障。

“联系了官方客服后，我得到的建议

是如果第一次重新启动车辆后相关功能

尚未恢复，则需要重复 2 至 3 次上述操

作，每次重启车辆期间需要熄火锁车等

待 5 分钟，直至服务恢复。”李洁无奈地

说，“我按照客服的解决办法试了几次，

但故障并未修复。直至 6 月 13 日，这个

问题才被解决。”

“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

是我的手机或 CarPlay 出现了故障，万万

没想到是奔驰的系统出现了问题。作为一

线豪华品牌的奔驰，最基础、最简单的车

机功能长时间、大面积失灵，这实在让我

难以接受。”李洁表示，“在汽车智能化越

来越高的今天，车机一旦出故障，真是特

别不方便，要是开车途中出故障，那就有

安全问题了。”

和王澈、李洁有同样遭遇和感受的奔

驰车主还有很多，不少车主在网上发帖求

助如何恢复车机导航的同时，还表达了对

于这一事件的愤怒和担忧：“本来还是很

喜欢奔驰的内饰和外观的，但是车机系统

真的做得太差了！去年十一月份提车系统

就崩溃过一次，CarPlay死活连不上。”

还有网友留言称：“奔驰这么大的公

司，OTA 升级时居然没有安排备份数据

库。一点应急预案都没有，已经一天了现

在还没恢复。就算恢复，我估计很多用户

个性化设置全都没了……”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致电奔驰客服，

客服回应称，已了解到车机导航无法使

用系因后台故障，目前已经修复，受影

响的功能正逐渐恢复，建议车主重新启

动车辆观察功能恢复情况。截至 6 月 13
日下午，部分车主向记者反馈称其车机

功能已逐步恢复。

迷雾中的转型期

“这次车机导航失灵的事情之所以引

起这么多讨论，一方面是涉及的车主人数

较多，另一方面是很多人接受不了，一

直以‘高级’示人的奔驰，竟然会出现

如此‘低级’的错误。”刘志超分析认

为，这也反映出奔驰在技术研发和企业

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 2024 年奔驰全球销

量 198.3万辆，同比下滑 3%；纯电动车型

销量同比下滑 23%，至 18.5万辆。作为奔

驰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中国，2024 年销

量同比下滑 7%，跌至 68.36万辆。

而这背后，则是在电动化、智能化

及价格战影响下，奔驰在转型期的迷茫

和犹豫。

在 6月初的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北

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段建军表示：“‘价格战’和

‘内卷式’竞争没有赢家，我们坚信，企

业想要走得远，走得稳，就必须坚持价值

底线，必须坚持长期投入，我们应该不断

提升‘技术’‘体验’和‘价值’。”

然而，记者近日走访北京鹏龙星徽奔

驰 4S 店时发现，多款奔驰主力车型的降

价 幅 度 大 到 令 人 咋 舌 。“GLB、 GLC、

GLE 等车型，算上价格直降、贷款返息

等，综合优惠在 10万至 15万元。”该店的

销售顾问对记者说，“现在店里所有的车

型几乎都有降价，幅度还不小，是买车的

好时机。”

段建军口中的奔驰“价值”似乎也在

崩塌。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

产品召回技术中心连发 3则关于奔驰的召

回信息，涉及进口 A 级、CLA 级、GLA
级、国产 EQC、国产C级和GLC SUV汽

车等，合共约 1.61万辆。叠加此前的车机

大面积崩溃事件，本就在华销售萎靡的奔

驰更添一层忧虑。

记者了解到，上述提及的部分车辆在

之前的召回维修中使用了不正确的保险丝

盒，可能导致与其相关联的系统出现故

障，车辆可能失去动力，约束系统、仪表

显示等受到影响。此外，不能排除起火风

险，存在安全隐患。

如果说奔驰在售车型的降价和品质问

题是“近忧”，那么在电动化领域转型的

犹豫则是“远虑”。尽管段建军公开表示

奔驰正在坚定不移地推进电动化进程，持

续丰富中国客户电动出行的豪华选择，但

目前不少奔驰 4S 店甚至都没有销售新能

源车型的资质。

北京鹏龙星徽奔驰 4S 店就是其中一

家。当记者提出想要看一下奔驰的新能源

车型时，该店销售顾问表示没有拿到奔驰

新能源车型的销售资质，店内所售车型均

为燃油车。

比起“在奔驰 4S 店买不到奔驰新能

源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该销售顾问

随后还向记者推销起了问界、智界、享界

的车型。“如果你买新能源车，建议你关

注下问界、智界和享界，我们 （经销商集

团） 还销售这 3个品牌的车型，能给你争

取到最大力度的优惠。”

官方数据显示， 2024 年奔驰全球纯

电车型销量仅为 18.51万辆，较 2023年下

跌 23%，销量占比仅为 9.3%，不及宝马的

19%。2024年 3月，奔驰宣布放弃其 2030
年的“全面电动”计划，转而重拾燃油车

开发，以平衡其岌岌可危的盈利水平。

“车企高管台上口口声声要‘反内卷’，

终端却开启全系降价；反复宣称自家产

品的智能化水平行业领先，却出现车机

导航大面积失灵。”刘志超指出，奔驰

“表里不一”的行为可能让消费者对品牌

失去信任。

“奔驰要想迈过电动化、智能化转型

中的一道道坎，必须直面市场竞争和企

业发展中的困难。”正如他所说，只有

坚守底线，提升品牌公信力，在黏合老

车主的同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才能不

断向上前行，而这是奔驰管理层应该直面

的考题。

车机导航突现大面积故障 奔驰如何迈过转型这道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志远

“汽车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温度”

已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共识，而即将出台的“安

全标尺”则有望终结行业内长期以来的夸大宣

传和野蛮生长。

统计数据显示，在 2023 年全年新能源乘

用车中，装备 L2 级 （组合辅助驾驶系统） 的

新车销量占比已达到 55.3%。2024年，搭载 L2
级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新能源新车占比已超过

60%。与此同时，领航辅助驾驶 （NOA） 等

智能化功能正加速向主流市场普及，逐渐重塑

用户体验与市场格局。

然而，渗透率快速提升的组合驾驶辅助系

统 （ADAS） 在改善驾乘体验的同时，也遭遇

了一些交通事故，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汽车智能化技术的成熟度与市场、消费

者关注的热度存在偏差。当前车载感知系统在

复杂场景下依然有明显的局限性，组合驾驶辅

助产品从‘可用’到真正‘好用’仍需持续发

展和优化。”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国家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张进华表示，

无论是“视觉感知”还是“融合感知”，两大

方案的系统均未具备全天候、全场景的可靠感

知能力。

事实上，当前智能辅助驾驶领域的技术不

确定性、人机交互规范缺失，以及安全兜底机

制不完善等痛点，不仅侵蚀消费者对新兴技术

的信任基础，更成为悬于整个产业健康发展之

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近年来，业内纷纷

呼吁建立明确、强制性的安全标准，从而清晰

界定车企的责任边界，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

面对紧迫的市场需求和呼声，国家标准制

定工作迅速推进。6月 4日，国家标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正式公示了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

助系统安全要求》（以下简称《安全要求》）国家标

准项目。

记者了解到，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确保

智能网联汽车在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也就是 L2
级辅助驾驶方面的安全。它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

出，委托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能网联汽

车分会执行。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中国汽车技术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

该标准规定了组合驾驶辅助系统 （L2 级）

的通用技术要求，涵盖运动控制能力、驾驶员状

态监测、驾驶员干预、系统边界及响应、系统探

测能力、系统安全性要求、功能安全等方面，并

规定了相应的审核要求和典型工况的试验方法。

“《安全要求》的公示是国家相关部门对汽车

市场的强烈关切，以及对产业长远健康发展内在

需求的直接回应。”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

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该标准的公示标志着

中国智能驾驶领域在经历技术驱动的爆发期后，

迈入“标准引领”规范发展的关键阶段。

记者查阅 《安全要求》 草案了解到，其核

心目标在于通过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严格约

束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表现，系统性提升

产品安全性能，从而有效减少因系统性能缺陷

引发的安全事故，最终提升中国道路交通的整体

安全水平。

针对 《安全要求》强调的“标准技术内容将

在合理可行的前提下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张

翔认为，此举将显著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设计

难度，为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奠定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主管部门对车企

在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宣传口径、

安全边界等提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4月 16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召开智能网联

汽车产品准入及软件在线升级管理工作推进会。

会议要求，汽车生产企业要充分开展组合驾驶辅

助测试验证，明确系统功能边界和安全响应措

施，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严格履行告知义

务，切实担负起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切实提升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安全水平。

此后，北汽、广汽、上汽等 11 家主流车企

联合发布 《智能辅助驾驶安全倡议》，提出：全

行业应坚持实事求是宣传，清晰告知智能辅助驾

驶的功能边界和使用条件，确保用户准确理解车

辆的真实能力。《智能辅助驾驶安全倡议》 发布

后，汽车行业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宣传基调显著降

温，“安全”“可靠”取代了过往“放心开”“闭

眼开”等较为激进话术。

“安全永远是发展智能驾驶的基石，只有产

品足够安全，才能赢得公众长久信任，进而实现

真正商业价值。《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

统安全要求》作为国家强制标准，是中国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从追求‘速度与热度’转向注重‘安

全与质量’发展的分水岭事件。”张翔表示，这

把“安全标尺”不仅将为亿万消费者的行车安全

构筑坚实的法律与技术防线，更将倒逼整个产业

链加速技术革新、优化产品设计，同时规范企业

营销等市场行为，推动智能驾驶行业乃至中国汽

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工信部推动L2级辅助驾驶强制国标制定

汽车智驾即将迎来“安全标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真齐

6月 16日上午，中国南方航空（以下简
称“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成功举办

北京大兴-杜尚别首航仪式。当天 12 点

整，载有 173 名旅客的 CZ6051 航班从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前往塔吉克斯

坦首都杜尚别，标志着南航北京大兴-杜

尚别航线顺利开通，这也是中国航司在两

国首都间的首条直飞航线。

“南航北京大兴-杜尚别直飞航线的

开通，将架起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两国间更

加便捷的空中桥梁，有力促进双边经贸往

来、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为两国关系

发展和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的强劲动

能。”活动现场，南航集团副总经理曲光

吉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南航安排波音 787机型

执飞此次首航，后续将采用波音 737-8
型飞机执飞，每周两班，分别是周二、

周六。

曲光吉介绍，首航航班起飞前，南航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设多个值机专柜，

增设引导岗、航显、标识牌等指引，加大

俄语人才坐席储备投入，及时为旅客提供

证件咨询、值机办理、行李托运等服务，

指引旅客快速值机通关。重点关注老人、

儿童等特殊旅客，提前为携带儿童的家庭

旅客预留座位，并做好全流程乘机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南航国际值机柜台

（C36柜台） 近日投用的多语种 AI透明屏

融合了实时可视化翻译与智能咨询服务功

能，可实现 14 国语言实时互译，为旅客

提供值机业务智慧指引服务。

为确保顺利完成首航任务，南航选派

双机长执行本次航班，为首航安全顺畅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首航航班上，南航乘务

组对飞机客舱进行中式风格的装饰布

置，以刺绣、“双鹊报喜”提篮灯等传统

美学元素营造热烈喜庆的氛围，并为旅

客提供精心制作的鲍鱼鸡、桃花酥等中

国传统美食和扒牛柳等西式餐点。在万

米高空上，乘务组还通过手语舞、有奖

问答等互动活动，与首航旅客共同庆祝

航线开通。

为了让旅客的旅途更加顺畅和舒心，

南航特别推出了便捷中转服务，从广州、

杭州、长沙、武汉等地往返杜尚别的旅

客，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可以实现 3小时

内高效中转。从上海、合肥等地往返杜尚

别的旅客，可以实现 5 小时内顺畅衔接。

此外，南航还将为符合条件的隔天中转旅

客免费提供一晚酒店住宿服务。

“南航北京大兴 -杜尚别航线的启

用，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及周边

国家的互联互通，完善了‘空中丝路’布

局，还成为‘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年’

的一个缩影。”谈及这一话题时，出行行

业独立分析师徐宏分析说。

“在前不久举办的中国—中亚峰会

上，中国和中亚五国宣布聚焦贸易畅

通、产业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

农业现代化、人员往来六大优先方向，

推动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各自发

展振兴。‘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南航

北京大兴-杜尚别航线将进一步推动中国

和中亚的互联互通，让中亚作为共建‘一

带一路’示范区的成色更足，动力更

强。”徐宏补充说。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多家航

司都加快了“开通国际航线”的脚步。6
月至 7月，中国国际航空陆续开通北京-
塔什干、乌鲁木齐-塔什干、北京-阿拉

木图等航线；海南航空计划于 6月 28日起

开通海口-吉达直飞航线；7 月 4 日，中

国东方航空也将新开上海-阿拉木图航

线，目前该航线的机票已开放销售……

在徐宏看来，国内各大航司今年以来

密集新开国际航线，这是民航业复苏和国

际交流深化的重要信号。这一战略举措对

民航业自身、对外合作、旅游业及宏观经

济均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一方面，新开国际航线能够填补此

前因新冠疫情中断的空白市场，完善‘枢

纽辐射式’航空网络，提升中国航司在全

球航空市场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还能提升

机队利用率，使因国际航线不足导致的宽

体机闲置问题得到缓解，航司的资产周转

效率得到提高，并降低单位运营成本；此

外还能够增强国内枢纽城市的竞争力，如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能够通过

新增航线强化中转吸引力，争夺亚太区域

枢纽位置。”徐宏对记者说。

“2025年国际航线的密集开通，标志

着中国民航从‘恢复性增长’转向‘结构

性扩张’。这一举措不仅重塑全球航空竞

争格局，更通过降低跨境流动成本，为中

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促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徐宏总结说，

建议各大航司与地方政府、文旅部门建立

“航线-产业-旅游”三维联动机制，最大

化释放新航线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将空中

通道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通道。

南航北京大兴-杜尚别启航

多条新开国际航线驱动民航业发展再提速

6月 12日上午开始，多名奔驰车主在网上发帖表示，奔驰车机系统疑似崩溃，车载大屏导航等功能无

法正常使用。

6月 16日 12点整，载有173名旅客的CZ6051

航班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前往塔吉克斯

坦首都杜尚别，标志着南航北京大兴-杜尚别航线

顺利开通，这也是中国航司在两国首都间的首条

直飞航线。 陶 冉/摄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建军表示，“价格战”没有赢家。近日记者在北京

鹏龙星徽奔驰4S店内发现，多款奔驰主力车型的综合优惠达到10万至15万元。 张真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