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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2025年建成
通知提出，第一阶段到2025年，系统形成

能够支撑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通用功能
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制修订100项以上
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标准，涵盖组合驾驶辅助、
自动驾驶关键系统、 网联基础功能及操作系
统、高性能计算芯片及数据应用等标准，并贯
穿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
安全等安全标准，满足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产
业发展和政府管理对标准化的需求。

第二阶段到2030年，全面形成能够支撑
实现单车智能和网联赋能协同发展的智能
网联汽车标准体系。 制修订140项以上智能
网联汽车相关标准并建立实施效果评估和
动态完善机制，满足组合驾驶辅助、自动驾
驶和网联功能全场景应用需求， 建立健全
安全保障体系及软硬件、 数据资源支撑体
系， 自动驾驶等关键领域国际标准法规协
调达到先进水平， 以智能网联汽车为核心
载体和应用载体，牵引“车-路-云”协同发
展，实现创新融合驱动、跨领域协同及国内
国际协调。

下一步，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推进智能
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 继续指导全国汽标委
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SAC/TC114/SC34）及
有关单位，加大在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操作系

统等重点领域的标准研制力度， 积极参与国际
标准法规协调制定，推进关键标准的宣贯实施，
加快新能源汽车与信息通信、智能交通、智慧城
市等融合发展， 通过标准引导推动我国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这是《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的第二部分，是对《国家车联网
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

（2018版）》的继承、延伸与完善，是在对第
一阶段标准体系建设情况进行客观总结、对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新需求和新趋势进行深
入分析后，形成的框架更加完善、内容更加
全面、 逻辑更加清晰的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智能网联汽车是具备环境感知、 智能决
策和自动控制，或与外界信息交互，乃至协同
控制功能的汽车， 是推动车联网产业高质量
发展、 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
联汽车）（2018版）》发布至今，我国已圆满完
成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第一阶段目标
任务， 初步建立起支撑驾驶辅助及低级别自
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 且在体系
规划完善程度和标准数量等方面均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译文还被联合
国、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相关机构列为参
考文件， 成为全球汽车企业战略布局和产品
规划的重要指导。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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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不怕孩子哭
就怕家长不作为

杨月涵

近年来，高铁自带的高流量，除了与票价
有关，多半和孩子相关。票价涨了，孩子吵了时
不时登上热搜，而这一次是正面典型。

一条“3岁女童高铁10小时不哭闹”的视频
走红网络，画面中家长的正确引导、孩子的积
极配合引发大量网友的点赞。

这条视频能火，一定程度上有传播学的功
劳。3岁、高铁、10小时，单看平平无奇，连在一
起就呛出了十足的“火药味”，让人联想起“高
铁+冲突+小孩”的爆款公式。

孩子在公共场合无休止的吵闹已经成为
刻板印象， 时间长且相对封闭的高铁环境，更
让孩子成了风暴中心、众矢之的，所谓“厌童”
情绪有了典型场景。

理性思考所谓“厌童”，大多数是不喜欢孩
子哭闹，更准确说是没有约束的“熊孩子”。但
孩子可以不懂事，但家长不能无动于衷。

换句话说，视频走红并不全是对孩子乖巧
听话的认可， 更像是一种社会情绪的集中宣
泄，而这种宣泄的矛头也从来不是孩子，而是
对孩子吵闹行为毫无作为的家长。

出于生理和心理的发育限制，很少有人会
对孩子的行为较真，任谁都明白，让一个几岁
的孩子像成年人一样保持安静是一种不现实
的苛责。

所有矛盾的焦点，其实是对家长发出的一
种“管管自己孩子”的诉求。如果家长使出浑身
解数还是管不住孩子，恐怕旁人多的会是一份
理解而不是指责。

近年来，舆论事件的多次发酵同样给家长
带来了心理压力，随身携带的道歉礼包、做好
的随时道歉准备，还有“如果儿童哭闹请带
到车厢连接处哄”的语音播报，让不少家长
陷入了带孩子出行的恐惧，孩子仿佛成了一
种原罪。

真正的“熊孩子”乃至“熊家长”是极少
数，点赞“3岁女童高铁10小时不哭闹”不是对
家长的道德绑架， 更不是用多高的标准去约
束孩子。

宽容和理解应该留给孩子，但不能给“熊
家长”。作家苏小懒曾发文称，我们需要提倡家
长们管好自己的孩子， 但儿童的年龄不同，公
众也要有不同的宽容度。

将视频里的孩子奉为“瑰宝”大可不必，但
宝宝的父亲说，孩子没学会自控之前，家长是
“方向盘”，家长倒是有必要多听听。

家长管好孩子，社会宽容孩子，两者并不
矛盾。解决儿童哭闹的直接办法，呼吁家长对
孩子更多地引导、教育、规劝和规范，而不是在
问题面前双手一摊：“他还是个孩子，你理解点
怎么了”，摆烂了事。

北京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调至8134元
北京2023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月缴存额上限迎来调整。7月25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2023住房公积金年

度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2023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33891元，若按照单位和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12%

的比例，最高每月可缴存8134元，比去年月缴存额上限提高了482元。

合理调整

2023年度北京住房公积金继续执行5%
至12%的缴存比例政策。《通知》指出，缴存
单位可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在规定范围内自
主确定具体缴存比例， 在办理职工住房公
积金年度缴费基数申报时进行缴存比例的
调整。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下限方面，
2023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基数上限为
33891元，自2023年9月1日起，月缴存基数
下限为2420元， 领取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
缴存基数下限为1694元， 新受理的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计算借款申请人贷款
金额所使用的月基本生活费标准按1694元
执行。

月缴存额上限的增加值与缴存比例成
正比，缴存比例越高，月缴存额上限增加值
就越大。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此次调整
后，缴存比例12%、11%、10%、9%、8%、7%、
6%、5%对应的月缴存额上限分别为8134
元、7456元、6778元、6100元、5422元、4744
元、4066元、3390元， 相较去年月缴存额上
限分别提高了482元、442元、402元、360元、
320元、280元、240元、202元。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关荣雪
分析指出，北京公积金缴存基数上调在预料
之内，与上一年度北京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水
平有所上升脱不开关系。其次，住房公积金
是一种长期住房储蓄， 能够在缴存人买房、
建房等情况下给予一定优惠， 节省购房成
本，因此北京地区住房公积金缴存上限的提
高对于当地职工而言是一则利好消息；另
外， 此举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种体现，企
业根据实际情况为职工缴存的基数越多，职
工所获得的福利也就越多，对稳定营商环境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除此之外，合理上
调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也不乏是一种促进
住房消费的举措，缴存基数的增加也将会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购房需求释放，进而提高房
地产市场的活力。

可降低缴存比例至1%-4%

针对缴存单位生产经营困难的情况，
《通知》也作出了相关规定，具体来看，单位
对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可通过单位
网上业务平台申请降低缴存比例至 1%
-4%，或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申请经审批
后生效，有效期截至申请时单位所在的住房
公积金年度6月底。

单位除了在核定跨年清册时可调整住
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外，其他时间还可以调整
缴存比例（5%-12%）吗？北京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指出，原则上单位应在核定跨年清册
时确认本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在
5%-12%选择），该比例执行期间为当年7月
至次年6月。 后续如因填报错误等原因需要
在一个公积金年度内再次调整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的，单位应对在职职工履行告知义
务，职工知晓后，单位经办人可到柜台办理
相关手续。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此次
政策明确缴存单位可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在
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具体缴存比例，类似比
例的自主确定在2023年影响更大， 尤其是
一些企业若经营压力较大，那么适当下调比
例客观上也有减负的效应。各类企业也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但从此次政策的导向
看，企业在上升或下调的过程中，应该和职
工做好解释， 让职工充分理解缴存的金额，
更好安排置业计划。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相关新闻

北京社保月缴费基数下限
提高457元

7月25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
发布《关于统一2023年度各项社
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
告》（以下简称《通告》）。

《通告》显示，从今年7月起，
凡在本市参保的企业职工， 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的月
缴费基数上限为33891元，下限为
6326元。

据悉， 北京2022年各项社保
缴费工资基数上限确定为31884
元，月缴费基数下限为5869元。与
去年相比， 月缴费基数下限提高
457元。

根据《通告》， 自2023年7月
起，在市、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
心等社会保险代理机构以个人身
份存档、且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
以及在各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
心缴纳社会保险的个人， 缴费基
数可以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
基数下限和上限之间选择。

其中，参保人如果选择缴费
基数上限，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6778.2元， 月缴纳失业保
险费338.91元； 如果选择缴费基
数下限，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费1265.2元， 月缴纳失业保险
费63.26元。 也可在上限和下限
之间选择缴费基数， 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按缴费基数的20%缴
纳， 失业保险费按缴费基数的
1%缴纳。

此外，自2023年7月起，在市、
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等社会
保险代理机构以个人身份存档，
且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 以及在
各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缴纳
社会保险的个人， 月缴纳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费553.56元。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提示， 参保单位如未在规定时
限申报社会保险缴费工资，2023
年7月起将暂按参保职工6月缴费
工资基数的110%核定2023年度
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 在北京
市、 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等
社会保险代理机构以个人身份存
档、且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以及
在各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缴
纳社会保险的个人如未在规定期
限申报，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将依据本人上一年度的缴费
基数确定， 如低于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缴费、 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下
限，以下限作为缴费基数。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冉黎黎

为适应我国智能网联

汽车发展新阶段的新需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修

订印发《国家车联网产业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

汽车）（20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