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当湖南妹子李尤带着海

外归国的创业梦想踏上宝山这片热土

时， 一场关于创新、 责任与使命的故事

就此启幕。 作为宝山区第九届人大代

表、 因士 （上海 ）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她以科技创新为笔， 以人大代表的

使命为墨， 在宝山书写下“选择宝山、

扎根宝山、 热爱宝山” 的生动篇章。

“当时， 我和美国莱斯大学博士后

汪桢回国创业， 正为寻找标杆客户四处

奔走。 没想到， 宝山的邀请让我们找到

了‘家’。” 李尤回忆道。

在宝山的支持下， 李尤带领的因士

（上海） 科技有限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 勇于探索、 大胆实践， 收获了多项

令人瞩目的成果和荣誉， 成为业界具有

影响力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6 年， 当她以科技创业者身份

当选宝山区人大代表时， 从未想过这一

身份会成为自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缺乏是老旧小区

“先天不足” 的通病， 易引发“飞线充

电” 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 违规充电

等问题。 2024 年， 长征新村居民区党

总支与中国铁塔宝山分公司党支部结对

共建。 中国铁塔宝山分公司党支部支持

小区安装了部分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区“飞线充电”

“入户充电” 的问题， 但还未达到社区

“全覆盖”， 居民的需求依然比较迫切。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场小区综合治理协

调会在长征新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应势召

开。

李尤携手郁金秀代表， 与李金、 桃

园新村、 淞西居民区书记， 业主代表，

共建单位有关负责人围坐在一起， 就社

区安装充电桩的需求充分交流， 实地了

解充电桩缺口情况并合理选址。 最终，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小区新安装了

40 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使电动自行

车充电桩的覆盖率由原来的 86%提升至

103%， 进一步满足了居民的充电需求，

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

作为科技创业者， 李尤深耕产业一

线， 了解企业痛点； 作为人大代表， 她

链接政府资源， 推动政策落地。 这种

“跨界能力”， 让她在履职中更有针对

性， 也让她的建议更具可操作性。 2023

年， 针对李尤提出的“帮助科技型中小

企业对接专业律所” 的建议， 宝山区司

法局召开了“法律服务助科创、 企业行

业同发展” 座谈会。 会上， 李尤积极发

表建议， 并与来自区司法局、 区律协、

区律工委、 区工商联的相关代表就“搭

建平台， 让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专业律所

对接” “提升企业的法律意识， 帮助企

业规避风险” “促进企业合规发展” 等

方面开展了讨论交流。

2024 年， 在人大吴淞街道工委组

织代表开展的邮轮产业集中调研中， 李

尤希望从多元化业态融合推进、 宝山特

色 IP 开发、 高端酒店建设、 品牌故事

传播方面提升邮轮产业发展影响力。 她

还与赵振坤代表呼应提出建议， 在国际

邮轮度假区建设中加强周边交通规划，

重视对文化资源的挖掘， 将“三游” 元

素融入商圈建设， 成功打造出上海又一

张文旅名片。

从创业先锋到民生代言人， 李尤用

双重身份书写着对宝山的深情告白。 她

的故事， 是宝山“科创 + 民生” 双轮

驱动的缩影， 更是新时代奋斗者的生动

注脚。 在这片热土上， 创新与责任并肩

同行， 梦想与使命交相辉映。

李尤：扎根宝山沃土，书写双重使命
代表风采

□ 宝山人大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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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不能“裸奔”
上海加速构建智能网联汽车监管新体系 代表建言法治保障与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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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视角：法律法规体系

“追不上”技术脚步

“现行法规对责任主体、 事故认定

等关键问题尚未明确， 法律空白可能成

为产业发展的绊脚石。” 沈铱指出， 尽

管上海已出台多部管理办法， 但智能网

联汽车涉及的事故责任划分、 数据隐私

保护等仍缺乏细化规定。 例如， L3 级

以上自动驾驶汽车在事故中如何界定驾

驶员与系统责任？ 海量行车数据的归属

权如何划分？ 这些问题若无法可依， 将

直接影响消费者信心与技术落地。

上海浦东虽已建立数据监管平台，

但沈铱调研发现， 智能网联汽车产生的

数据仍面临泄露与滥用风险。 “数据安

全标准和监管机制尚未健全， 可能引发

系统性风险。” 她强调， 部分企业数据

收集范围模糊， 用户隐私保护存在漏

洞， 亟需建立统一、 可追溯的监管平

台。

“交警处理传统事故的经验， 难以

应对智能网联汽车的复杂性。” 沈铱举

例称， 自动驾驶系统故障导致的事故需

要技术鉴定， 但交警在证据收集、 责任

判定等方面缺乏专业支持。 此外， 事故

处理流程尚未标准化， 可能导致效率低

下甚至争议。

“信号灯系统与智能网联汽车‘各

说各话’， 何谈高效通行？” 沈铱调研发

现， 当前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较

低， 例如信号灯无法实时与车辆交互，

导致自动驾驶车辆频繁急刹或误判路

况， 既影响通行效率， 也存在安全隐

患。

代表建议： 填补法律空

白，建“一盘棋”数据监管平台

沈铱建议修订《上海市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管理办法》， 结

合真实事故案例与未来规模化运营需

求， 细化道路测试、 商业运营、 事故处

理等环节的法律责任， 为产业发展提供

法治保障。

沈铱呼吁构建全市统一的智能网联

汽车数据监管平台， 强化数据收集、 存

储与分析能力， 同时理顺公安、 交通、

工信等部门的分工协作机制， 实现跨部

门信息共享与联合监管。

沈铱建议为交警部门开设智能网联

汽车技术培训课程， 并联合司法鉴定机

构、 车企组建专业事故调查团队， 制定

标准化处理流程， 提升事故应对效率与

公信力。

沈铱建议在重点区域试点信号灯数

据实时交互， 推动交通设施智能化改

造， 实现“车路云” 协同发展， 提升道

路安全与通行效率。

市交通委：路侧设施升级

先行，打造“智慧路网”

市交通委表示， 已全力推进智能网

联汽车配套路侧设施建设， 在嘉定、 临

港等测试区设置专用标牌与智慧道路，

并计划在浦东金桥开展路侧试点。 “我

们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推动交通基础

设施与智能汽车深度融合。” 相关负责

人称， 未来将结合自动驾驶技术发展，

逐步扩大智慧道路覆盖范围。

市公安局：法律体系基本

完善，事故处理有章可循

市公安局表示， 本市先后出台《上

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应用规定》 《上海市智能网联汽

车测试与应用管理办法》 及《上海市智

能网联汽车测试与示范实施办法》

（3.0 版） 等系列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

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体系， 分别对有安

全员的智能网联汽车及无驾驶人智能网

联汽车的违法处理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进行规定和有效补充。 目前， 暂无明显

的事故责任认定相关法律空白。

近期， 市经信委、 市交通委、 市公

安局联合制定了高级别自动驾驶引领区

2025 年重点工作计划， 其中包含建设

自动驾驶实训场平台、 开展路侧感知数

据采集与应用等重点工作。 本市交通管

理部门将根据既定计划， 全力支持市经

信委有序推进上海高级别自动驾驶引领

区相关建设任务。

上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组建由事

故调查、 道路设施、 车辆检测专家及司

法鉴定院、 上汽检等专业机构组成的专

业调查团队， 制定工作指引等相关事故

处理细则， 完善智能网联车辆事故处理

工作流程。 目前， 本市正积极推进信号

灯数据开放， 并由有关数据平台运营企

业实现数据上车， 协力探索车路云一体

化协同发展。 相关工作有序推进中。

市数据局：区块链技术护

航数据安全

市数据局强调， 正加快打造统一的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监管平台， 应用区块

链技术实现数据可追溯 、 防篡改 。

“‘沪驾宝’ 场景已试点隐私计算技术，

在保障安全前提下促进数据共享。” 下

一步将推动大数据、 隐私计算与监管深

度融合， 为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不能

‘裸奔’， 必须同步完善法治保障

与监管体系。” 市人大代表沈铱表

示。 随着 《上海市加快智能网联

汽车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的推进，

上海正加速迈向“智慧出行” 时

代， 但法律法规滞后、 数据安全

隐忧、 事故处理经验不足等问题

仍待破解。 针对沈铱提出的四大

核心问题与对策建议， 市交通委、

市公安局、 市数据局等委办局近

日集中回应， 透露了智能网联汽

车监管体系的最新进展与未来规

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