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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亿辆、超5亿人
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
总量均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电 公安部 8日发布
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11月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15亿辆，
其中汽车保有量达到3.18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超过 5亿人，
其中汽车驾驶人达到 4.63 亿
人。目前，机动车和驾驶人总量
均居世界第一。

汽车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
通家庭的消费品、必需品，驾驶
技能从职业技能成为基本生活
技能。近年来，汽车保有量年均
增量超 2000万辆，千人汽车保
有量达到 225辆，平均每百户家
庭拥有汽车达到 60辆。自 2014
年以来，驾驶人数量持续快速增
长，年均增加 2500万人。目前，
我国驾驶人数量占成年人数量
近 50％，每 2个成年人中即有 1
人持有驾驶证。3年以内驾龄的
驾 驶 人 达 1.03 亿 人 ，占 比
20.6％；25岁以下低年龄驾驶人
达 5448万人，占比 10.9％，大学
生成为学车领证的重要群体。
汽车保有量及汽车驾驶人数量
占机动车及驾驶人总量的比例
分别达到76.6％和92.6％。

机动车和驾驶人增长重心
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由城
市向农村转移。十年间，东、中、
西部地区驾驶人增速分别为
9.7％、10.3％、11.9％。机动车驾
驶人超过 100万人的城市达到
181个，占全国城市数量54％，其
中超过500万人的城市达12个。

普京：
俄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7日说，俄罗斯不会首先使用核
武器，只是将其视作一种防御方
式和反击手段。

普京当天以视频形式召开
公民社会和人权发展委员会年
度会议时表示，核战争威胁正在
增加。俄罗斯将使用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和核武器视作一种防
御手段，即只有在自身受到打击
的情况下才会予以还击。

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失去
理智，不会在世界各地“挥舞核
武大棒”，而是将核武器作为防
止冲突扩大的威慑性因素。他
说，与美国不同，俄未在其他国
家部署战术核武器。俄以前没
有、以后也不会向任何国家转让
其核武器。

当前，虚拟现实正成为不少地
方产业布局的重点。在深圳，近日
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数字经济产
业促进条例》，以地方立法的形式，
明确了通信网络、算力、数字技术等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部门和建设原
则。《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
规划》也提出，要加速推进数字新基
建，加快研究部署未来虚拟世界与

现实社会相交互的平台，发展智能
人机交互、虚拟数字人等新型人机
交互技术。

业界表示，加强产业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对于整个行业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希望虚拟现实产业也有一
个类似安卓手机系统的平台，不同
的开发者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研发
新的产品和应用，形成更加繁荣的

产业生态。”徐毅说。
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

合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曦分析认
为，虚拟现实政策落地过程应该聚
焦应用推广，进一步突破展厅型、孤
岛式、雷同化等发展瓶颈，把“看上
去很美”转向“用起来很爽”，形成一
批成规模、易推广、有产出、可盈利
的应用示范。 据新华社

我国虚拟现实产业迎爆发期
多种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工业生产、医疗、教育等领域是热点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虚
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
展 行 动 计 划（2022—
2026年）》提出，到2026
年，三维化、虚实融合沉浸
影音关键技术重点突破，虚
拟现实在经济社会重要行
业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

随着技术日趋成熟以
及应用加速落地，我国虚
拟现实产业正进入一轮爆
发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预计，2025年
我国虚拟现实产业的规模
有望超过2500亿元，可能
带动万亿元的市场规模。

众多国内外科技巨头企业正加
速虚拟现实领域的业务布局，我国
“十四五”规划也将虚拟现实列为数
字经济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工业生产 当前，虚拟现实
技术在工业设计、制造装配、操作维
护、产品展示等方面应用较多，对生
产数据进行可视化改造，以实现智
能化生产、可视化管理、数字化决
策。以工业互联网为主业的宝通科
技公司今年 7月发布了数字孪生智
慧矿山系统，基于AR和VR智能设
备、裸眼 3D混合现实空间等数字化
产品，构建了矿山应用场景的数字
画像，加速矿山各个生产环节的智
能协同。

——医疗诊断 虚拟现实技术

正在成为传统医学手段的有效补
充，有效提升了病例讨论、教学查
房、远程医疗、医患沟通的效率。借
助一种基于三维智能影像技术的智
能医疗影像系统，医生可以直观、精
准地定位病灶，还能实现远程会诊、
双向实时互动等。

——文化旅游 深圳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文旅产
业在虚实融合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虚拟现实设备成为文旅产业生态的
新入口。在杭州西湖，游客只需要一
部手机，对着实景扫一扫，就可以开
启AR导航导览模式，体验沉浸式实
景导航以及虚实融合导览体验。

——智慧生活 以虚拟现实、数
字人、数字孪生等元素为特点的虚

实共生新型社会形态正在从科幻走
向现实。OPPO公司最新发布的单
目智能眼镜，支持触控、语音、手势、
头动操控四种交互方式，可以实现
导航、天气预报、健康信息推送等功
能，未来有望在健身、办公等场景下
发挥作用。

——教育培训 在虚拟现实、
5G、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发
展下，虚拟学习资源、全息互动教
学、VR/AR教育科普应用等新型教
育方式应运而生。借助VR眼镜的
超高清视觉体验，北京等地的驾校
开始尝试“VR＋驾驶培训”，坐进VR
智能驾驶培训模拟器，学员眼前就
会出现真实还原的道路，各种天气、
路况都可以进行模拟。

事实上，产业的爆发性增长与
虚拟现实硬件软件的不断成熟密切
相关。虚拟现实的传感、交互、建
模、呈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用户在
交互、显示、佩戴舒适感等方面的体
验渐入佳境。

一方面，新的光学方案提升硬
件性能。与前几年流行的体验舱、
头盔、头戴式显示设备不同，当前越
来越多的终端设备以眼镜形式呈

现，一些单目VR眼镜整体重量不到
30克，镜片厚度仅 1.3毫米。OPPO
公司扩展现实技术总监徐毅说，近
年来新的光学解决方案得到普及，
画面的清晰度提高了，设备重量和
厚度也降下来了。

另一方面，新的制作方式带来
优质内容。对于虚拟现实产品，内
容的制作方式是 3D建模、仿真、渲
染，制作出“数字人”“数字物”“数字

场景”。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从传统
单个工作室的作坊式生产方式转变
为云原生、社会化协作的工业化生
产方式，虚拟现实数字内容的生产
变得更加高效、便捷。

“虚拟现实已展现出拉动新型消
费的潜力，成为地方产业经济布局的
焦点，并逐步成为实现各行业数字化
转型的支柱型技术。”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说。

多种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硬件软件日益成熟，产业进入爆发期

行业生态亟须完善

在2022世界5G大会上展示的5G网络支持下的5G+VR灭火培训平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