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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申报表

（企业填报）

申请设站单位全称 ：南通智行未来车联网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91320602MA214ULU4R

单 位 所 属 行 业 ：电子信息

单 位 地 址 ：南通市崇川区新胜路车联网

先导区产业园B6号楼

单 位 联 系 人 ： 许长勇

联 系 电 话 ： 13338629966

电 子 信 箱 ：605327266@qq.com

合 作 高 校 名 称 ：南通大学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制表

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南通智行未来车联网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50 人 是否公益性企业 否

企业信用

情况
A 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万） 100万

专职研发

人员(人)
35 其中

博士 2 硕士 8

高级职称 3 中级职称 14

市、县级科技创新平台情况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可获得优先支持情况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及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基地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面向关键元器件领域创新

成果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
省级 工信部 2020.12

申请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

纵向和横向项目或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位、获

批时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1. 横向项目：（天津大学）H.265 视频编解码算法实现，合同金额：100 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基于 H.265 标准的视频编解码算法，硬件平台选择海思 3559A 芯片，

将视频编解码算法在硬件平台上实现，使其实现对分辨率为 1920×1080，帧率 30P/S 视

频的 4路实时编码或解码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具有低时延 H.265 编码的 HI3559A 终端已经研发完成，经过测

试视频从采集到显示的端到端时延小于 200ms，在远程驾驶、远程天车等实时性作业场

景中得到应用。

2. 横向项目：（天津大学）车路协同场景下候车人行为检测技术研究，合同金额：

110 万元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车路协同场景下公交车站中的危险源进行检测，主要包括对站

台候车人的识别与跟踪、危险行为检测、群体聚集行为检测；对车辆的车牌识别、停靠

站行为检测等。具体包括：基于深度学习算法，针对车联网中公交站台中的候车人进行

识别与跟踪内容；候车人长时间逗留、越线候车等危险行为的检测内容；以及基于人群

密度估计的候车人群体聚集行为的检测内容；对车辆的车牌进行识别与跟踪内容；车辆

进站越线停靠、未靠边停靠等行为的检测肉容；构建相应的数据集、设计相应的深度神

经网络架构、进而提出相应的候车人行为检测方法、车辆行为检测方法、基于服务器平

台搭建相应的演示环境。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已完成算法模型的研究、算法编码，以及通过搭建模拟实际公

交站台场景的测试环境，并对所提出的候车人及公交车辆行为检测方法进行实际应用。

3. 近两年协助企业申报专利 9件，暂未授权。

（一）正在受理中的专利：

202130263605.0 一种天车远程操控台

202110486822.5 一种基于时间卷积网络的端到端唇读视频识别方法

202110487079.5 一种自动驾驶时基于激光点云识别障碍物的方法

202121100472.6 一种基于蓝牙无线 MAC 的车辆标识方法

202130316437.7 桌面型双手柄吊装设备远程操作控制台

202130322554.4 天车运动仿真实验台

202130263605.0 一种智能型道路锥桶

202110841188.2 一种基于 5G 网络的天车远程控制装置及系统

202110865660.6 一种基于图像模式识别的手势交互方法及装置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南通智行未来车联网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500 万元，公司专注于车联网产业

方向，在汽车智能驾驶、车路协同、5G 应用、智能网联、云边计算等领域具有多样的产

品和丰富的经验。智行未来秉承求实创新的价值观，将持续通过研发投入和创新发展，

目标构建车联网产业链核心产品，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定位于实现自动驾驶低速

智能车、智能交通产品的市场供应商和技术服务商。

南通智行未来车联网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目前产品包括“车-路-云”三个方向：“车”

端主要是自动驾驶小巴、自动驾驶巡防车和自动驾驶扫地车等；“路”侧产品主要是智

能公交站台（牌）、站台危险源检测器和高精度定位智慧锥桶等；“云”中心产品主要

包括 5G 远程驾驶（动感）控制台、5G 远程天车操控台、车联网云控平台、平行驾驶数

字孪生系统、3D 高精度地图及服务系统等软硬件产品。

公司拥有一批专业的专家团队和研发团队。许长勇，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总经理，曾任国内知名科技企业总工程师职务。长期主持大

型特种车系统、电子信息产品和大型软件系统平台的研发工作，开展大量业务技术创新，

获得了丰硕科研成果，在国内市场得到了广泛应用。获得授权专利 3 项。主持大型特种

车驾驶模拟训练系统设计和研发工作，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作为公司项目负责人主

持了远程驾驶系统、自动驾驶巴士、自动驾驶巡防车、自动驾驶清扫车等多个研发项目。

夏青元，博士，副研究员。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导。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飞行器设计博士，研究方向智能机器人控制与实现；计算机测控技术；无人直升机

数学建模、飞行控制制导和仿真；环境理解与导航技术等。共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获

得授权发明专利 4 项。主持国家青年自然基金一项、军科委创新特区项目两项，军品验

证项目两项、国家某重大科研子课题项目一项等。赵鑫，天津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

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美国德州农工大学访问学者，天津大学-南通崇川信息技术研究

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子学会会员。研究方向包括：智能音视频处理、进化计算、机器学

习。近三年共发表 SCI 学术论文 11 篇，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 项。目前正在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公司研发团队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均可以指导进

站研究生进行科研创新实践。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南通智行未来车联网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座落于南通市主城崇川经济开发区省级车联

网先导区产业园内，离南通大学啬园路校区距离不到 4公里。公司拥有学习和实验为一

体的 500 平方米的车联网沉浸式体验展厅，1.2 公里长的智能网联汽车车路协同测试场

地。公司可提供良好舒适的办公环境，具备一次性接纳 5-10 名研究生进入公司进行科

研创新实践活动的场地条件。

公司重视对科研的支持，为科研人员建立了良好的研发平台和配套措施，每年投入

专项资金用于研发项目，模型、样机等制作、装配、调试等工作，可以为公司科研人员

和进站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创新平台、实践场地和资金支持。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1）公司将严格遵守《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管理办法》规定，加强研究生学习、研

发和安全等日常教育管理，为进站研究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商业保险。

（2）组织进站研究生参加企业党支部组织生活。

（3）公司园区有职工食堂，可提供免费提供用餐。

（4）对于进站的硕士研究生，在进站工作期间，分别提供不少于 1000元/月的生活

补助。

（4）配备专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并提供电脑、打印机等必要办公设备和耗材。

（5）出行可安排专车与司机接送，或给予相应的交通补贴。

（6）平时的通讯联络，或给予相应的通讯补贴。

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字以内）

（一）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一：V1.0 智能环卫车产品研发

研究内容：1)人工智能方向，通过 AI 摄像机识别红绿灯、路边线、道路障碍、行人

和非机动车、分类垃圾等目标；2）融合感知，通过 AI 识别，结合激光雷达、毫米波雷

达等感知单元，对多元感知进行融合，通过算法计算生成基于车辆坐标系的目标信息，

如位置、大小、距离、速度等；3）车辆控制，基于车辆特性，建立车辆动力学和运动学

模型，用于自动驾驶控制，提升车辆运动控制性能。

预期成果：完成具有巡迹自动驾驶、自主感知、自动清扫功能的自动驾驶环卫车 V1.0



样车。

研究方向二：V2.0 无人驾驶小巴

研究内容：1）车路协同驾驶：在 V1.0 无人小巴单车智能基础之上，实现车路协同

功能的无人驾驶；2）高精度地图：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对高精度地图重定义，引入自动

驾驶服务图层，实现基于自动驾驶高精度静态和动态数据的叠加，并提供 V2N 服务给无

人小巴；3）运维平台：对无人小巴的运营线路、时间、停靠站进行管理，开发无人驾驶

运营平台。

预期成果：完成无人巴士 V2.0 版本样车及运营系统的研发。

研究方向三：V12.0 自动驾驶巡防车

研究内容：1）车道线检测；车道线障碍目标检测，车道线障碍目标功能性检测；2）

智能导航：能按固定路线固定时间或自定义路线自定义时间自动实现智能导航巡防；3）

环境监测：具备对监区环境的监测能力，如温湿度、声音定位、烟雾报警、特 殊气体监

测等功能，可设置报警阀值进行自动报警处理，后续可结合业务进行环 境监测的应用；

4）人脸识别：巡防车具备人脸识别能力，未来可提前录入每个人员的人脸照片并 建立

人脸库，巡防车识别匹配相应人员的身份信息，达到智能点名的作用。

预期成果：完成自动驾驶巡防车产品 V2.0 版本样车研发。

（二）研究生进站人数

每年 3~5 人。

（三）在站研究生的培养

（1）拟进站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的全部课程且成绩合格，并取得满足毕业和授予学

位的学分。

（2）研究生进入工作站后，根据设站企业或联合培养单位的安排，承担设站企业或

联合培养单位的科研工作，并开展其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

（3）研究生进入工作站后，根据工作站的安排，在联合培养导师的指导下熟悉所承

担的科研工作，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经联合培养导师和校内导师审查合格后，可在

校内或工作站举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程序及完成、提交时间与在校生相同。

（4）在站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工作后，学位论文答辩必须返回学校进行，有关学位



论文要求及答辩程序与在校生相同。

（四）成果归属

（1）研究生在站期间所完成的科技论文，经校企双方认可，可在国内外杂志和学术

会议上发表，论文署名单位为学校和企业双方。

（2）在站研究生完成的科研成果产权归学校和企业双方共同所有。

高校所属院系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高校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