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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车主自动泊车时意外剐蹭

11月14日中午至11月15日凌晨，多位
小米SU7标准版车主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
时，意外发生了剐蹭和碰撞。

有车主发文称，自己像往常一样去车库
停车，第一次SU7识别到一个车位并开启自
动泊车功能。此时，SU7突然冲向了其他车
辆，他立刻踩停才没有引发事故。“我以为是
这个车位不好停，就换了一个很宽的地方，再
次启用自动泊车功能，但车辆向左打方向冲
向对面的车子，碰撞后车辆突然后退，等我反
应过来已经碰到柱子了。”

另一位车主也反映，他开启自动泊车功
能后，一开始一切正常，便将双手虚握在方
向盘上。没想到几秒钟后，车尾突然撞到
停车位旁边的柱子，最终导致车辆左侧尾
灯玻璃和周边配件损坏。“事故前，倒车雷达
没有识别到障碍物，防撞预警的警报声也没
有响起。”

自动泊车事故频发

谁的责任？
辅助泊车事故时有发生，
不少品牌都曾出现过
专家提醒：智能汽车软件
非常复杂，需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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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泊车时撞了同事的车
11月26日，在极越西安长安服务驿站外，

李女士开着9月份才买的新能源汽车极越01，
向记者现场还原了当时的泊车过程。她专门选
择了与事故发生时同一位置的车位，这里需要
左倒库，当车前方的显示屏上出现“自动泊车”
字样提示时，点击后再选择对应的紫色车位，随
即车辆进入自动泊车过程，随着方向盘自动旋
转，车辆缓慢却顺利地完成了停车入库。

“但11月8日早上就出了意外，我驾车到
单位院子后，用了自动泊车功能，结果把紧邻车
位上同事的车给撞了。”李女士说，当时自己也
是点击自动泊车后等待入库，突然听到后面咚
的一声，此时还在继续倒车，她赶紧踩了刹车，
下车一看，自己车尾中间位置撞上了紧邻车辆的
左前方。于是李女士第一时间拨打了极越的救
援电话，让先报警和报保险，之后交警和保险公
司人员都来了现场，认定李女士全责，走保险给
同事修车花了7500元，自己也需要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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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系统问题，愿承担维修费用
小米汽车客服表示，首先需要提供事故

相关信息，判定是否属于车辆本身的问题。
如果确实是小米系统bug导致自动泊车功能
异常，将由小米官方承担所有维修费用，维修
期间每天提供 1500 个小米积分（折合 150
元），作为出行补贴。

客服还提醒，最好在正常车位使用自动泊
车功能，如果车位后面有灌木丛、台阶、消防
栓、水管等异物，车主需要随时接管车辆。SU7
配备的超声波雷达只能识别车辆尾部有没有
障碍物，如果是树枝、铁丝等很小的障碍物，有
可能识别不到。车主驾驶时通过360°摄像头
看到了障碍物，需要及时踩刹车，进行人为干
预。“万一发生事故，车主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车
机上传车辆日志，我们能查看到这辆车的传感
器监测到了什么，再结合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判
断事故发生的原因。”客服表示。

但补贴标准公布后，有车主对小米方面
的处理方案并不满意，认为事故对汽车保值
率造成影响，希望给出更高赔偿。

车主李女士认为，由于是自动泊车撞了的
别人车，极越汽车应该负责，承担所有保险修车
费用以及第二年保费上涨等费用。但在她和售
后沟通过程中，对方并不承认是车机故障导致
自动泊车撞上别人的车，只愿意补偿10000积
分，约相当于1000元，李女士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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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场景中，不要使用自动泊车功能
实际上，除小米SU7外，理想L6、智界S7、

小鹏G6等车型均配备了自动泊车功能。
一般来说，自动泊车系统是通过遍布车辆

周围的各类传感器收集环境数据，如超声波雷
达、激光雷达、视觉传感器等，测量自身与周围
物体之间的距离和角度，并将这些数据传输给
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对采集到的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得出汽车的当前位置、目标位置
以及周围的环境参数，依据上述参数做出自动
泊车策略，并将其转换成电信号发送给车辆策
略控制系统。车辆策略控制系统接收电信号
后，按照指令精准控制车辆的方向盘、油门和
刹车，引导车辆自动驶入停车位。

沃达福数字汽车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
翔认为，智能汽车软件非常复杂，代码甚至超过
1亿行，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故障，算法需
要不断优化完善。现在智能汽车软件经常进行
版本迭代升级，这一过程也可能出现漏洞。

“车主使用时需要集中注意力，随时准备
接管车辆。同时，不要在极限场景中使用相

关功能，以免引发不必要的事故。”张
翔提醒。

综合潮新闻、大风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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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再出意外，车主顾虑重重
“这辆车买的时候25.8万元，号称全球首

台AI汽车机器人，当初看中的就是智驾及汽
车机器人的功能。”李女士说，除了赔偿外，她
更想知道事故的真正原因，还担心以后会不
会再出现类似的意外。

11月14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直播
中提到，在小米超级智能驾驶中，泊车端到端
模型实现了算法体验双升级，小米的代客泊
车功能升级为超级代客泊车，“整体巡航效率
提升了30%以上，同时针对泊车期间的巡航
灵活性得到了大幅提升，意味着以前需要停
车等待其他车辆的行为得到优化，现在车辆
会边动边观察，路况允许时提速通行。”

在事故发生后，小米汽车还曾在11月18
日的答网友问中表示，小米智能泊车在没有
网络的情况下依旧可以正常使用。小米全系
车型均搭载了基于端到端模型的代客泊车辅
助功能，可以实现最高23km/h的地下车库巡
航。对停车场内车道、障碍物进行精确感知，
并实现障碍物绕行、倒车避让。

虽然小米系统版本不断升级，但多起事
故发生后，车主却心存疑虑。让一些车主不
解的是，出事后，小米并没有公布具体的事故
原因，他们的顾虑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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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请第三方机构进行车辆鉴定
据了解，对于智驾功能厂家也比较慎重，一

些品牌会要求驾驶人使用智驾功能之前参加考
试，并明确提示，超级智能辅助泊车只是辅助驾
驶功能，车辆需在驾驶员的全程监管下完成泊
车，驾驶员有义务确保整个泊车过程安全完成，
要全程观察路况及时判断，遇到潜在的安全隐
患，及时接管车辆。部分智能辅助泊车功能，对
尺寸较小的细柱、很小的障碍物、光线不足的场
景等，都存在传感器错误判断的可能。

那么，当使用智能辅助泊车时出了事故，
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呢？

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韩朝泽
认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
知情权，对其所购买的产品或者所接受的服
务，有了解真实情况的权利。如果是因为车
辆缺陷导致事故发生，显然由厂商或者销售
单位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如果双
方存在分歧，可协商，请第三方检测机构提取
数据证据，对于产品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安全
性是否存在缺陷来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
来确定赔偿责任。

由于目前自动泊车系统仍被视为辅助系
统，厂商通常会在用户手册中设置免责条
款。“因为具有智驾功能，车辆售价就会贵得
多，智驾是厂家的卖点，也是消费者选择它的
重要理由。”韩朝泽说，现在很多新能源车站
在车外即可自动泊车，这种情况一旦意外也
来不及人为干预，因此，需要凭借的是过硬的
产品质量。如果一有事故发生，厂家就以智
驾为辅助功能为由来推脱责任，这属于霸王
条款，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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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汽车行业中开始融入
各类智能系统，例如自动驾驶、自动泊车及定速
巡航等。对于不少头疼停车的人，自动泊车功能
无疑极具吸引力。但记者检索发现，智能辅助泊
车发生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少品牌的车辆都
出现过类似事故。

截至11月20日，统计到70多位小米SU7
标准版车主在11月14日中午至11月15日凌
晨因自动泊车功能故障，导致车辆泊车过程中发
生剐蹭和碰撞。小米官方对车主表示，系系统
BUG，愿意承担全部维修费用，并提供积分补
偿。另外，今年8月，安徽亳州市的小宋买了一
辆小鹏牌新能源汽车，提车第三天，他在使用自
动泊车辅助功能的时候就出了事故，停不了还硬
停，结果撞上了一根柱子。

那么，“自动泊车”时发生的事故，责任该由
谁来承担呢？

小米SU7自动泊车撞柱子

高合汽车自动泊车时撞墙

小米汽车SU7标准版“自动泊车”功能出现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