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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全面推动车联网产业技

术研发和标准制定，促进自动驾驶和车路协同技术应用和产

业健康发展，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车联网产业发展

专项委员会部署下，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国家车联网产业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建设指南》）。

车联网产业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和道路交通运输等

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是全球创新热点和未来发展制高

点。《建设指南》充分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构建

中的顶层设计和基础引领作用，包括智能网联汽车、信息通

信、电子产品与服务、智能交通相关、车辆智能管理等五个

标准体系，为打造自主可控、具有核心技术、开放协同的车

联网产业提供支撑。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交通相关)》

是《建设指南》的组成部分，主要针对智能交通通用规范、

核心技术及关键应用，构建包括智能交通基础标准、服务标

准、技术标准、产品标准等在内的标准体系，进一步明确标

准制修订重点，指导车联网产业智能交通领域的相关标准化

工作，充分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业关键技术、核心产品和功

能应用的引领作用，与《建设指南》其他部分共同形成统一、

协调的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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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推进交通强国、科技强国、数字中国

建设，推进现代科技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结合车联网技

术和产业发展，推动落实先进技术在智能交通领域的应用，

建立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技术和产业发展需要的车联

网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基于《国家车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总体

架构，结合交通运输管理和服务工作实际，科学确定发展重

点领域，加强顶层设计，合理规划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结

构，满足车联网产业发展需求及车联网环境下智能交通管理

和服务需要。

需求引导。充分考虑交通安全、运输效率、信息安全、

可持续发展等的需要，结合交通运输行业管理和服务需求，

促进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智能车辆应用、车路协同、交

通管理和服务系统发展，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创新驱动。综合考虑技术成熟程度、市场接受能力、行

业资源优势等因素，合理布局智能交通标准体系建设路径，

充分发挥标准在技术创新路径选择、创新成果转化、产业整

体技术水平提升等方面的规范和引领作用。



3

注重实施。坚持突出重点、急用先行的原则，以解决实

际问题为切入点，在标准研制过程中，充分调动产业积极性，

强化标准试验验证，提升标准适用性，创新举措推动标准实

施，形成标准实施的闭环，实现车联网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建设目标

针对车联网产业发展技术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及智能交

通行业发展状况，聚焦营运车辆和基础设施领域，建立支撑

车联网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分阶段出

台一批关键性、基础性智能交通标准。到 2022 年底，初步

构建支撑车联网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完成一批智能

交通基础设施、辅助驾驶等领域智能交通相关标准，制修订

标准 20 项以上；到 2025 年，系统形成能够支撑车联网应用

和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形成一批智能管理和服务、车路协

同等领域智能交通关键标准，再完成 20 余项标准制修订任

务，标准体系完成总数达到 40 项以上。

二、构建方法

（一）建设依据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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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结构图

图 1 为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整体框架，清晰地表明

了国家积极引导和推动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合作的思路，

明确了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的定位，以及与其他标准体系

的关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应在国家车联

网产业标准体系整体框架下，充分考虑当前车联网产业发展

水平和趋势、交通运输领域车联网技术应用需求、交通运输

法律法规政策、交通运输路侧设施现状等各方面的影响，根

据交通运输发展要求，提出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

车联网产业（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不

断完善和动态调整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新的车联网

产业技术和服务业态不断涌现，标准体系也将不断更新。

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国家法律、政策、战略要求

智能网联

汽车标准

体系

信息通信

标准体系

智能交通

相关标准

体系

车辆智能

管理标准

体系

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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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国务院《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3.交通运输部《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

4.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车联

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国家车联网产业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信息通信）》《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电子产品和服务）》；

5.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

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车辆智能管理）》；

6.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

7.工业和信息化部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

（二）技术架构

车联网产业是依托信息通信技术，通过车内、车与车、

车与路、车与人、车与服务平台的全方位链接和数据交互，

提供安全、智能、舒适、高效的综合服务，形成汽车、电子、

信息通信和道路交通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产业形态。车联

网（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建设技术架构见图 2。该技术

架构从智能交通基本构成要素出发，考虑车联网环境下人、

车、路的协调配合，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智能交通基础设施。重点是基于道路的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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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与车辆协同配合的智能化路侧系统。路侧系统向车辆

发送高精度地理信息、定位辅助信息、交通规则信息、交通

环境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实时交通状态、危险预警提示等，

车辆可以实现精确定位，及时掌握路段层面信息，扩展感知

范围。同时，路侧系统可实现路口及路段范围内的协同控制，

提高车辆在交叉口、合流区、关键路段的运行安全和效率。

此外，路侧系统将路段层面的交通状态、交通环境、交通事

件等信息反馈至管控中心，提高全局感知能力。

（2）车路信息交互。重点是交通参与者与路侧基础设

施的信息交互，将人、车与智能交通基础联系起来，内容包

括路侧通信系统、车路信息交互规则等。此外，车辆还向路

侧系统和管控中心反馈其运行信息、异常状态等，提高系统

的感知精度和响应速度。

（3）智能车载及便携终端。车辆与交通参与者通过车

载设备与便携终端，实现与智能交通基础设施的信息交互，

也可实现局部范围内协同运行。

（4）智能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侧重路网层面宏观

信息感知与服务。管控中心将路网交通状态、路网交通环境、

交通控制及调度、应急处置等信息发送至路侧系统，路侧系

统根据需要，将信息转发至车辆。对全局性的地理数据、气

象、事件等信息，管控中心可通过通信网络，直接发送到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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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相关

车路信息交互智能交通基础设施 智能车载及便携终端

交通信息采集、高精度定位\
地图以及信息安全等设施

车辆与道路进行信息交互的规
则、设备等

支持人、车、路信息交互的智
能交通车载设备及便携设备等

智能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

车联网环境下的交通运输、智
慧管理和智慧出行服务

图 2 车联网产业（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建设技术架构图

三、标准体系

（一）标准体系结构图

车联网产业（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主要包括：基础

类标准、基础设施标准、车路交互标准、管理与服务标准、

信息安全标准 5 部分。标准体系结构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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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联
网
智
能
交
通
标
准
体
系

100基础类

200道路设施

300车路交互

400管理与服务

101术语与定义

102分类编码与符号

103基础数据

201总体要求

202交通感知

203交通控制与诱导

206地图与定位

301信息交互

303车辆辅助及安全驾驶

401出行服务

402运输组织

403管理与平台

204智能路侧

205路侧通信

302车载与便携设备

500信息安全

501证书密钥管理

502网络安全防护

图 3 车联网（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

（二）标准分类说明

充分考虑新形势下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特点，对标准化对

象和标准化要素进行分析，梳理形成车联网（智能交通相关）

标准体系框架，分类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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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基础标准）基础标准）基础标准）基础标准

主要包括术语与定义、分类编码与符号和数据管理 3 类

标准。术语与定义主要包括相关术语和定义；分类编码与符

号主要包括编码规则、代码结构和图形符号类标准；基础数

据主要包括信息集、数据管理等标准。

（（（（2222）道路设施）道路设施）道路设施）道路设施

主要包括总体要求、交通感知、交通控制与诱导、智能

路侧、路侧通信、地图与定位 6 类标准。总体要求类的标准

主要指基础设施总体要求与基本要求；交通感知类标准主要

包括监测、传感、检测类标准；交通控制与诱导类标准主要

包括车道指示器、可变限速标志等设施的标准；智能路侧主

要包括路侧边缘计算等设施的标准；路侧通信标准主要包括

道路沿线的通信设备、通信基站、通信系统等相关标准；地

图与定位标准主要包括与道路相关的高精度地图及高精度

定位应用的标准。

（（（（3333）车路交互）车路交互）车路交互）车路交互

主要包括信息交互、车载与便携终端、车辆辅助和安全

驾驶 3 类技术标准。信息交互类标准主要包括车联网系统中

信息采集、发布、应用集等信息交互规则的相关标准；车载

与便携终端类标准主要包括车载设备与便携终端的技术标

准；车辆辅助及安全驾驶类标准主要包括辅助驾驶等智能驾

驶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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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管理与服务管理与服务管理与服务管理与服务

主要包括出行服务、运输组织、管理平台 3 类技术标准。

出行服务类标准主要包括突发事件、预警等相关标准；运输

组织类标准主要包括车辆编队行驶、营运车辆运输组织类标

准；管理平台类标准主要包括大数据平台、数据管理中心、

云控平台等标准。

（（（（5555）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信息安全

主要包括证书密钥、网络安全防护 2 类技术标准。证书

密钥类标准主要包括车路信息交互所使用的交通行业证书、

密钥等相关标准；网络安全防护类标准主要包括路侧设施、

计算控制中心等进行信息交互过程中的网络安全防护方法

等相关标准。

基础类、道路设施、车路交互、管理与服务、信息安全

构成标准体系的五个部分。基础类标准为其他 4 个板块建立

信息交互的数据基础标准；道路设施类标准立足于道路及附

属设施智能化，包括路侧交通状态感知及事件监测、数字化

标志标线、通信设施、高精度地理信息等；车路交互类标准

主要对车联网系统中道路与车辆进行信息交互的相关流程

与过程进行标准化规定，是“人-车-路”物理结构中的“粘

合剂”，便于车联网系统的互联互通；管理与服务类标准突

出“协同服务”理念，面向不同用户，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范围下提供服务；信息安全类标准为基于车路协同的车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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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三）标准体系表

车联网（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表见表 1，目前共列

标准 66 项，其中国家标准 49 项，行业标准 17 项。

表 1 车联网（智能交通相关）标准体系

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号号号号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性质性质性质性质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

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

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国国国国

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

111100000000 基础类基础类基础类基础类

111101010101术语与定义术语与定义术语与定义术语与定义

101-1
智能运输系统 通用

术语

GB/T

20839-2007
推荐 已发布

111102020202分类编码与符号分类编码与符号分类编码与符号分类编码与符号

102-1
车路协同 应用信息

分类与编码
国标 推荐 预研

102-2
车路协同 业务功能

分类与编码
国标 推荐 预研

111103030303 基础数据基础数据基础数据基础数据

103-1
营运车辆服务 车辆

交互信息集
行标 推荐 已报批

103-2

车路协同数据管理

技术规范 第 1 部

分：路侧设施车路协

同数据管理

国标 推荐 预研

103-3

车路协同数据管理

技术规范 第 2 部

分：交通信息中心车

路协同数据管理

国标 推荐 预研

222200000000道路设施道路设施道路设施道路设施

222201010101 总体要求总体要求总体要求总体要求

201-1

公路工程适应自动

驾驶公路附属设施

总体技术规范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在编

201-2 道路智能化分级 国标 推荐 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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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号号号号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性质性质性质性质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

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

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国国国国

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

201-3
道路智能化性能评

价
行标 推荐 预研

201-4
自动驾驶封闭测试

场地建设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已申报

222202020202 交通感知交通感知交通感知交通感知

202-1

交通信息采集毫米

波雷达交通状态检

测器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202-2
交通信息采集交通

事件检测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202-3
道路交通运行状态

监测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202-4
道路基础设施状态

监测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202-5
公路交通气象监测

设施技术要求

GB/T 33697-201

7
推荐 已发布

202-6
交通信息采集 视频

车辆检测器

GB/T

24726-2009
推荐

已发布，

修订

203203203203 交通控制与诱导交通控制与诱导交通控制与诱导交通控制与诱导

203-1
车道指示器车路协

同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203-2
可变限速标志车路

协同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203-3
可变信息标志车路

协同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203-4
数字化交通标识技

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222204040404 智能路侧智能路侧智能路侧智能路侧

204-1

车路协同系统智能

路侧一体化协同控

制设备技术要求和

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已申报

204-2
路侧计算设备数据

接口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222205050505 路侧通信路侧通信路侧通信路侧通信

205-1
车路协同路侧通信

设备总体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205-2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

统 专用短程通信

GB/T

31024.1-2014
推荐 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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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号号号号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性质性质性质性质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

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

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国国国国

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

第 1部分：总体技术

要求

205-3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

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 2部分：媒体访问

控制层和物理层规

范

GB/T

31024.2-2014
推荐 已发布

205-4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

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 3部分：网络层和

应用层规范

GB/T

31024.3-2019
推荐 已发布

205-5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

统 专用短程通信

第 4部分：设备应用

规范

GB/T

31024.4-2019
推荐 已发布

205-6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

统 LTE-V2X 路侧设

施应用技术规范

行标 推荐 预研

222206060606 地图与定位地图与定位地图与定位地图与定位

206-1

智能运输系统 智能

驾驶电子地图数据

模型与交换格式 第

1部分：高速公路

国标 推荐
已立项，

在编

206-2

智能运输系统 智能

驾驶电子地图数据

模型与交换格式 第

2部分：城市道路

国标 推荐
已立项，

在编

206-3

智能道路设施高精

度电子地图动态交

通信息接口技术要

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206-4

智能路侧设施高精

度电子地图应用规

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206-5
道路隧道辅助定位

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333300000000 车路交互车路交互车路交互车路交互

333301010101 信息交互信息交互信息交互信息交互

301-1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 国标 推荐 已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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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号号号号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性质性质性质性质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

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

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国国国国

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

统应用集 第 1 部

分：车辆辅助驾驶应

用集

在编

301-2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

统应用集 第 2 部

分：车辆协同驾驶应

用集

国标 推荐
已申报，

在编

301-3

车路协同信息交互

技术要求 第 1 部

分：路侧设施之间信

息交互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301-4

车路协同信息交互

技术要求 第 2 部

分：路侧设施与信息

中心信息交互技术

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301-5

车路协同信息交互

技术要求 第 3 部

分：路侧设施信息发

布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333302020202 车载与便携终端车载与便携终端车载与便携终端车载与便携终端

302-1

营运车辆车路/车车

通信（V2X）终端性

能要求和检测方法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在编

302-2

车路协同 移动终端

通信技术要求与测

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

303303303303车辆辅助及安全驾驶车辆辅助及安全驾驶车辆辅助及安全驾驶车辆辅助及安全驾驶

303-1

基于车路协同的交

通障碍物预警系统

要求

行标 推荐 已报批

ISO

15624:2001,

NEQ

303-2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

统盲区安全预警信

息服务

行标 推荐 预研

T/ITS

0038-2015 团

标已发布

303-3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

统车速引导服务
行标 推荐 预研

T/ITS

0040-2015 团

标已发布

303-4

营运车辆编队行驶

系统性能要求和测

试规程

行标 推荐 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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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号号号号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性质性质性质性质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

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

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国国国国

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

303-5

营运车辆低速跟随

系统性能要求和测

试规程

行标 推荐 已报批

ISO

22178:2009,

NEQ

303-6

营运车辆低速驾驶

辅助系统性能要求

和测试规程

行标 推荐 已报批

ISO

17386:2010,

NEQ

303-7

营运车辆弯道速度

预警系统性能要求

与测试规程

行标 推荐 已报批

ISO

11067:2015,

NEQ

303-8
自动驾驶汽车封闭

场地测试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303-9

封闭区域特殊车辆

低速自动驾驶系统

性能要求与测试规

程

国标 推荐 预研 ISO/CD 22737

400400400400 管理与服务管理与服务管理与服务管理与服务

401401401401 出行服务出行服务出行服务出行服务

401-1
交通信息车路协同

服务总则
国标 推荐 预研

401-2
隧道路段车路协同

信息服务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401-3
自动驾驶出租汽车

运营服务技术规范
行标 推荐 预研

401-4

公共交通自动驾驶

车辆运营服务技术

规范

行标 推荐 预研

401-5

封闭园区中小型自

动驾驶公交车运营

服务技术规范

行标 推荐 预研

401-6

车路协同环境下交

通事件预警信息服

务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401-7
基于 ETC 的出行服

务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402402402402 运输组织运输组织运输组织运输组织

402-1
营运车辆编队行驶

交通组织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402-2
危险货物运输车路

协同技术规范
行标 推荐 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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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类型////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号号号号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性质性质性质性质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

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采用的或相

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应的国际、、、、国国国国

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外标准号

403403403403 管理平台管理平台管理平台管理平台

403-1

交通信息中心车路

协同大数据平台总

体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403-2

智能道路车路协同

云控平台建设技术

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403-3

智能道路车路协同

云控平台运维管理

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500500500500 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信息安全

501501501501 证书密钥管理证书密钥管理证书密钥管理证书密钥管理

501-1
交通运输 数字证书

格式
GB/T37376-2019 推荐 已发布

参 考 IEEE

1609.2

501-2

车路协同 车路协同

路侧设施证书认证

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

502502502502 网络安全防护网络安全防护网络安全防护网络安全防护

502-1

车路协同网络安全

技术规范 第 1 部

分：总体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502-2

车路协同网络安全

技术规范 第 2 部

分：路侧设备技术要

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502-3

车路协同网络安全

技术规范 第 3 部

分：信息中心技术要

求

国标 推荐 预研

四、组织实施

依托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组织和

管理，构建交通运输行业为主、相关产业为辅的标准协调工

作机制，发挥调动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及高等院校等单位的

积极性，加快推动各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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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分析车联网产业发展中急需的智能交通相关标准，

优先研究制定基础性、关键性标准。

加强交流与合作，落实好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和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共同签署的

《关于加强汽车、智能交通、通信及交通管理 C-V2X 标准合

作的框架协议》，建立高效顺畅的沟通交通机制，相互支持

和参与标准研究制定，共同推动 C-V2X 等新技术在汽车、智

能交通及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0)、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等

相关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制定工作。

根据车联网产业未来技术和应用的需求，动态适时调整

和更新标准体系，形成标准对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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