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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信息交互系统的架构，车载设备及交互信息的编码基本原则和方

式。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生产方、运营方、服务提供方等在智能网联汽车信息交

互系统的建设和实施中按照统一编码规范进行信息交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4373-2024 智能网联汽车 术语和定义

GB/T 44464-2024 汽车数据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智能网联汽车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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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B/T 44373-2024，定义3.1]

车辆交互信息

通过无线通信技术，车辆与他道路使用者（包括车辆、行人、骑行者等）以及基础设施（如路侧设

备、云端服务器等）之间的信息交流。

车路协同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采用先进的无线通信和新一代互联网等技术，全方位实施车车、车路动态实时信息交互，并在全时

空动态交通信息采集与融合的基础上开展车辆主动安全控制和道路协同管理，充分实现人车路的有效协

同，保证交通安全，提高通行效率，从而形成的安全、高效和环保的道路交通系统。

自动驾驶 auto pilot

在不需要测试驾驶员执行物理性驾驶操作的情况下,车辆能够对行驶任务进行指导与决策,并代替

驾驶员操控使车辆完成安全行驶的功能。

V2X vehicle to everything

一种车辆与外界通信的技术。

[来源:GB/T 44373-2024，定义4.8]

NB-IoT 通讯 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基于蜂窝网络基础设施，提供一种低功耗、低成本、广覆盖、大连接数的标准化的无线通信技术。

车载设备 On-board equipment

用于车路系统在机动车内部安装的相关设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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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架构要求

图 1 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系统架构

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应包括车车交互信息、车路交互信息和车云交互信息。

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系统应由车载单元、路侧单元和云端平台组成，如图1所示。

车载单元负责采集车辆状态信息、感知周围环境并与其他车辆、路侧单元以及云端平台进行通信；

路侧单元部署在道路沿线，实现对交通状况的监测、与车辆的交互以及与云端平台的通信；云端平台则

对收集到的车辆和路侧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和存储，为交通管理和车辆提供服务。

5 原则

科学性和系统性

对编码要素分类要符合科学性与系统性的基本原则，既要完整地反映面向智能网联的城市道路车辆

信息的层次结构，又要反映要素类之间的相关性、继承性和行业之间的协调性。

稳定性与灵活性

编码应保持对象的分类和代码结构在长时间内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时使底层的分类和要素可根据

行业或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及要求在此基础上具有可扩充性。

基础性和实用性

要素的分类和代码充分体现其基础性，以满足各个行业和不同地区的使用。各个行业和地方可根据

此要素分类与代码增加其相关的信息要素，本标准不过多体现各专业的信息内容。

6 基本要求

规则

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应考虑交互对象、设备类型、功能属性等因素确定。

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应具有唯一性。

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应符合GB/T 44464-2024的相关规定。

编码结构

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采用数字、字符表示，编码结构分为3段，段与段中间通过“-”

连接，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结构如图2所示：

图 2 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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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互对象编码要求

以1位代码来表示，用于区分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对象，如表1所示。

表 1 交互对象码表

交互对象码 编码要素类别 说明

1 车车数据交互
指车辆之间直接通信的数据交换，主要包括基本安全消息、驾

驶意图信息、紧急情况警告等

2 车路数据交互

指车辆与路边基础设施（如交通信号灯、路侧传感器等）之间

的数据交换，主要包括车辆状态信息、交通事件信息、车辆控

制信息等

3 车云数据交互
车辆与云端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交换，主要包括车辆状态信息、

驾驶行为数据、环境感知数据等

9 其他交互对象 车辆与其他对象之间的数据交换

8 车载设备编码要求

车载设备代码结构

车载设备代码由类别码、类别扩展码、设备设施码三个部分组合而成，自左向右由7位阿拉伯数字

组成，代码结构如图1所示。

图 3 车载设备代码组成

类别码

以1位代码来表示，用于区分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载设备设施的不同类别属性，如表2所示。

表 2 类别码表

类别码 编码要素类别 说明

1 车载感知设备
利用各类传感器采集并分析各类交通数据，实现对车辆行驶状

态、路况、环境等的瞬时智能感知

2
车用无线通信设

备
用于车-车、车-路、车-人、车-云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传递

3 车载计算设备 处理各种车载传感器数据，通过计算决策并输出相应功能

4 车载可视化设备 将交通信息或者其他信息进行可视化展示

5 其他配套设备 提供其他辅助功能的设备

类别扩展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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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载设备设施类别的基础上，对各车载设备设施进行细化分类，按照不同的应用进行扩展，扩展

码表见表3。

表 3 类别码表

类别码 编码要素类别 类别扩展码 扩展码对象类别

1 车载感知设备

01 车辆行驶状态监测设备

02 交通参与者运动状态感知设备

03 交通管控设备感知设备

04 环境状态获取设备

05 车载定位设备

06 驾驶人/乘员状态感知设备

09 其它感知设备

2 车用无线通信设备

01 V2V（车与车）通讯设备

02 V2I（车与路）通讯设备

03 V2P（车与人）通讯设备

04 V2N（车与云）通讯设备

09 其它通讯设备

3 车载计算设备

01 车路协同AI计算设备

02 人机交互计算设备

09 其它计算设备

4 车载可视化设备

01 抬头显示设备

02 车载显示屏

09 其它可视化设备

5 其他配套设备
01 导航地图

09 其它辅助设施

设备设施码

设备设施码为面向智能网联车载使用的具体的、专业性的设备设施，由两位代码构成，具体如表4

所示。对于多个相同的设备设施赋予序号码，由两位代码构成，以车头方向为起点，顺时针编号。

表 4 设备实施码

设备设施码 设备设施 说明

01 感知摄像机
通过视频图像处理，实现对交通参与者、路况、环境等的瞬时智能

感知

02 毫米波雷达 通过发射毫米波，利用多普勒效应感知和监测目标

03 激光雷达 通过发射激光束探测目标的位置、速度等特征量的雷达系统

04 雷视一体感知设备 结合雷达和视频的功能实现对目标位置、速度的监测

05 环境监控设备 检测道路能见度、温度、湿度、路面湿滑状态等气象信息的设备

06 车载自动诊断系统 用于实时监测发动机运行状态以及尾气处理系统的工作状态

07 GPS 定位系统 以人造地球卫星为基础的高精度无线电导航的定位系统

08 无线通讯辅助定位设备 通过手机信令等无线通讯方式实现辅助定位

09 标志物识别辅助定位设备 通过对标志物的图像识别结合高精地图实现辅助定位

10 行车电脑
集成多个 AI处理模块的智能硬件，综合汽车上各个感测器所测得的

结果,并传送到电脑控制模组处理运算后对引擎输出讯号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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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语音交互系统 用于人车对话，通过语音识别人的指令并向车辆输出控制信号

12 C-V2X 通讯设备 基于 3G/4G/5G 等蜂窝网通信技术演进形成的路侧无线通信设备

13 行车电脑显示屏 能够显示各类信息具备触控功能的屏幕

14 平视显示系统
把时速、导航等重要的行车信息，投影到驾驶员前面的风挡玻璃上

的可视化系统

15 车载高精地图 指高精度、精细化定义的车载地图

99 其他设备设施 其它设备设施

9 车辆信息集编码要求

车辆信息集代码是对相关设备设施采集的车辆信息、行车状态及相关交通信息进行编码，由类别代

码和子代码组成，其中类别码由1位数字表示，子代码由2位数字表示。如表5所示。

表 5 信息码

总代码 信息类别 子代码 信息

1 车辆自身信息

01 车辆身份信息

02 车辆位置信息

03 车辆OBD状态

04
车辆行驶状态

信息

01 速度

02 加速度

03 转向角

90 其他

05 车辆驾驶模式

90 其他

2 交通事件检测

01 障碍物检测

02 异常停车

03 逆行

04 违法变道

05 抛洒物

06 气象灾害

07 占道施工

08 施设灾害

09 地质灾害

10 大型活动

11 超速

99 其他

3 交通参与者检测信息

01 车与车（动态）距离

02 车与障碍物（静态）距离

02 周边车辆速度

03 行人感知

04 行驶轨迹信息

99 其他

4 道路状态信息

01 信号灯状态信息

02 交通标志标线信息

03 交通信号牌信息

04
路面状况（干燥、潮湿、积水、结

冰等）

05 道路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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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温度

07 湿度

08 空气质量

09 风速

10 风向

11 空气污染物含量

12 杂物堆积

13 机油泄露

14 动物占道

15 驾驶员/乘员状态

16 非机动车状态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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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编码示例

对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进行编码。编码示例参见表A.1。

表 A.1 编码示例表

序号 代码 说明
交互对象

码
设施设备代码 信息集代码

1 1-1010201-301
车辆通过雷达检测

的车车距离数据

1（车车交

互信息）

1010201（序号为 01

的毫米波雷达）

301（毫米波雷达测

量车-车距离）

2 2-1040501-406

车辆通过环境监控

设备检测到路面积

水

2（车路交

互信息）

1040501（序号为 01

的环境监控设备）

406（环境监控设备

检测的路面积水）

3 3-1050701-102

车辆通过 GPS 测得

的位置信息传给云

端平台

3（车云交

互信息）

1050701（序号为 01

的 GPS 定位系统）

102（GPS 系统测得

的车辆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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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23年7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2023版）》

的通知，通知指出为充分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构建中的引

领和规范作用，适应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和新需

求，加快构建新型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修订形成《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智能网联汽车）（2023版）》。标准体系规划涉及基础、通用规范、

产品与技术应用等方面，其中基础标准中包含了符号和编码。中国智

能交通协会在《2023年度团体标准计划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为继续深入开展团体标准制定工作，填补智能交通行业标准空白，推

动行业标准化资源共享，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现面向行业开展2023

年度团体标准计划项目征集工作。申报项目应紧密结合智能交通行业

的发展方向，快速响应国家、行业、地方与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围

绕市场发展，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填补现有国家、

行业、地方标准空白，满足市场对标准的需求。

目前，我国还少有关于智能网联的城市道路车辆信息集编码相关

的技术规范。传统的车辆信息标准更多的关注汽车安全标准、汽车排

放控制标准、汽车运行声音限值标准、汽车油耗限值标准等。当前，

基于车路协同的自动驾驶重点在于环境感知、路径规划和车辆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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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量的车载智能感知设备、AI 算法和全球定位等技术的支持。

因此，全方位掌握智能网联车辆信息集的类别、功能、属性，及时、

准确地获取车辆空间位置及车辆间相对位置对实现全路网自动驾驶

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在2023年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团体标准征集中已获立项，项

目由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和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共同开

展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包括针对智能网联车辆的物理属性和车载智能

设备的类别、功能、属性等进行精准分类、编码，同时对相关交通信

息参数进行归纳、编码等。

2. 起草单位情况

本标准起草单位是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上海市城

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主要承担着本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交

通发展白皮书和智能交通系统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研究院主持编写

的《2010上海世博会综合交通保障》、《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

《上海市综合交通规划》以及《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综合交通规划》

有力地支撑了本市交通长远发展和重大活动的交通保障。研究院负责

建设和运行的上海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和上海市交通信息服务应用

平台，实现了全市路政、交管、轨道、出租、铁路等交通行业的信息

汇聚、交换和服务。经过15年的建设与积累，平台汇聚各类交通数据

超过260余项，日新增数据180G（不包含4万多路视频），系统在线服

务交通指挥中心、交警总队、交通广播台、闵行公安、徐汇交委等40

余家交通机构。目前，研究院已经成为上海交通信息资源汇集中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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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共享与交换枢纽以及本市交通信息服务基地。

近年来，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牵头或者参与了《道

路交通状态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智慧停车场库导则》、《智能驾

驶道路基础框架数据标准》、《面向智能交通应用的机动车电子标识

通用技术要求》、《机动车电子标识应用测试技术方法》、《城市道

路交通运行监测信息采集技术规范》、《城市道路交通可变情报板信

息发布技术规范》等团体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在标准

制定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3.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介绍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工作单位及主要工作，可以表格形式

展示。

主要起草人 工作单位 主要工作

张扬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项目总体负责

何承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总体协调

张祎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标准总体架构

汤奇峰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制定标准编制大纲

杨涛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需求分析

翟希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系统架构研究

刘振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编码总体原则研究

孙杨世佳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车载设备编码研究

焦敏朵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类别扩展编码研究

刘栩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经费管理

李家奎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信息集编码研究

慕迪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信息集编码研究

李佳璐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编码应用方法研究

陈昱頲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草案撰写

黄盛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草案撰写

4.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目前已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工作组在制定标准草案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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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做了以下工作：

立项阶段（2023年8-10月）： 立项之初，工作组对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了解市场需求、技术发展现状及未

来趋势。这包括对智能网联汽车的功能、性能要求以及与交通基础设

施、其他车辆和行人的交互需求进行调研。工作组对国内外现有的相

关标准进行全面梳理，包括ISO、IEC、ITU等国际标准组织以及国内

相关行业标准，找出现有标准的空白点和不足之处，为新标准的制定

提供依据。

起草阶段（2024年1-4月）：工作组基于需求分析和技术调研结

果，编写标准草案。草案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技术要求、编码规

则、数据结构、交互协议等关键内容。工作组与汽车制造商、零部件

供应商、科研机构、标准化组织等相关方进行沟通，收集各方意见和

建议，确保了标准草案能够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工作组对标

准草案进行风险评估，分析可能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

确保标准的制定不会对现有技术造成不利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和政策导向。工作组还评估了标准草案的合规性，确保其与现有的

国家和行业标准相兼容，避免标准冲突和重复。

征求意见稿编写阶段（2024年5-12月）：工作组确定了标准的需

求和适用范围，分析了车云、车车、车路交互中所需车载设备、数据

类型和交互场景。研究了相关的技术细节，包括系统架构要求、数据

编码方法等。工作组基于需求分析和技术研究，编写标准草案，包括

术语定义、交互信息集、编码规则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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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原则

标准《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的制定过程中遵

循了以下原则，以确保本标准的实施在智能网联交通系统中的有效性

和实用性。

（1） 兼容性与互操作性原则

智能网联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的制定必须确保高度的兼容性

和互操作性。这意味着标准应设计得足够灵活，以适应不同制造商的

车辆系统和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编码规范应能够支持多种通信协议

和数据格式，确保不同系统间能够无缝交换信息。此外，标准应考虑

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预留扩展空间，以适应新兴技术的应用。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促进不同智能网联车辆和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有效通

信，提高整个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2） 安全性与可靠性原则

安全性是智能网联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的另一个核心原则。车

辆交互信息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乘客的生命安全和公共安全。因此，

标准必须包含严格的安全要求，以防止未授权访问和数据篡改。这包

括但不限于加密技术的应用、安全认证机制的建立以及对潜在网络攻

击的防护措施。同时，可靠性也是标准制定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确保即使在恶劣环境或系统部分失效的情况下，编码规范仍能稳定工

作，保障信息传输的连续性和准确性。

（3） 标准化与国际化原则

智能网联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的制定还需要遵循标准化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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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原则。标准化是确保技术广泛应用和快速推广的关键。通过制定

统一的编码规范，可以降低行业的技术门槛，促进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同时，国际化原则要求标准应与国际接轨，考虑全球市场的技术需求

和法规要求。这不仅有助于国内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也有助于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促进国内外技术的交流与融合。通过参与国际标准的制

定，可以提升国家在全球汽车产业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以上三个原则是智能网联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制定过程中的

重要指导思想，它们共同确保了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前瞻性，为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标准内容的起草

1.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和依据

根据《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2023

版）》，本标准属于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规划中的基础类的符号和编码。

本标准是针对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进行编码。随着物联网、云计

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网联交通逐渐成为城市交通发

展的重要趋势。智能车辆需要与交通基础设施、其他车辆以及交通管

理中心进行实时的数据交互和信息共享。因此，车辆信息编码技术规

范的研究与制定对于实现智能网联交通具有重要意义。在智能网联交

通中，车辆信息的管理和共享是基础和关键。为了实现车辆之间的互

联互通，需要制定统一的车辆信息编码规范，确保车辆信息的一致性

和标准化。这样可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可用性，促进交通数据的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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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跨平台共享。此外，通过车辆信息编码技术规范，可以实现车

辆识别和追踪，及时获取车辆的位置、速度、行驶状态等信息。这些

信息可以用于智能交通管理中心的交通监控、交通管理和智能导航等

应用，提高交通运行的安全性和效率性。

根据上述依据，面向智能网联的城市道路车辆信息编码技术规范

首先通过GIS技术对车辆位置和道路网络进行编码和管理，对车辆在

道路网络中的位置和坐标进行准确记录和查询。其次，将标准化技术

用于统一车辆信息编码的格式和标准，制定统一的数据交换格式，确

保车辆信息的一致性和标准化，以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互操作性

和兼容性。此外，在车辆信息编码过程中，需要采取数据安全和隐私

保护技术，确保车辆主人或驾驶员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或滥用。

2. 标准中英文内容的汉译英情况

本标准在术语和定义中根据本标准所涉及到的范围、标准当中所

包含的相关技术术语确定了5项汉译英词条，分别是：

（1） 智能网联 intelligent networking

（2） 车路协同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3） 自动驾驶 auto pilot

（4） 车辆子系统 vehicle subsystem

（5） V2X通讯 vehicle to x communication

（6） 车载设备 On-board equipment

标准化的术语和定义有助于跨行业、跨领域的沟通，有助于不同

背景的专业人士理解和交流复杂的技术内容；同时术语和定义的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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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有利于国外学者快速了解本标准所属学科、标准的范围和涉及到的

相关技术。

五、标准水平分析

1.国内标准比较

目前国内涉及到智能网联路测基础设施的标准主要有：（1）《GB/T

21379-2008 交通管理信息属性分类与编码 城市道路》主要规定了城

市道路交通管理信息的属性分类和编码规则，涵盖交通管理信息的分

类体系、编码方法、数据结构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以确保交通管理

信息的标准化和有效交换；（2）《GB/T 29105-2012 道路交通信息

服务 浮动车数据编码》主要规定了道路交通信息服务中浮动车数据

的编码规则，以确保数据的标准化和有效交换，浮动车数据通常来源

于装备有GPS等定位设备的移动车辆，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实时交通流

量监测、交通状况分析、路线规划和导航服务等；（3）《GB/T

20133-2006 道路交通信息采集 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定了道路信息采

集中交通信息的分类编码原则与编码结构以及信息分类和编码。该标

准适用于道路交通系统及其相关领域的信息采集、处理和信息交换；

（4）《JT/T 1324-2020 营运车辆 车路交互信息集》由中国交通运

输部组织制定，旨在规范营运车辆与路侧设施之间的信息交互，以支

撑车路协同业务的发展，并提升道路交通运输营运的智能化服务水平。

上述标准主要集中在交通管理信息的分类体系、编码方法，基于

GPS信号的浮动车数据的编码规则，道路信息采集中交通信息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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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原则以及营运车辆与路侧设施之间的信息交互。

而本标准通过对智能网联车辆相关信息集（车辆物理属性、车载

感知设备、车载通讯设备、车载AI计算设备、交通参数、车辆轨迹等）

的全面梳理，为准确全方位掌握车辆的行驶状态、轨迹、周围环境等

提供“坐标系”，以实现基于车路协同的自动驾驶为目标，建立面向

智能网联的城市道路车辆信息集编码规范。本标准的创新点在于将车

辆的物理属性、感知能力、通讯能力、计算能力以及交通环境等多个

维度的信息进行整合，为车辆状态的准确描述提供了多维度的数据支

持；以实现基于车路协同的自动驾驶为目标，标准的设计和制定更加

注重自动驾驶的实际需求和应用场景；通过信息集编码规范，为准确

全方位掌握车辆的行驶状态、轨迹、周围环境等提供了一个类似于

“坐标系”的参考框架，增强了信息的定位和描述能力。

2.国际标准比较

目前全球关于智能驾驶和智能网联的相关标准大约有227项，主

要分布在以下领域：术语和定义，管理/工程标准，AD/ADAS（自动驾

驶/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测试、验证和确认，车载系统、网络、

数据和接口定义，人机交互，人工智能，隐私和安全，地图和定位，

尚没有在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领域的标准。

六、采标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立足本国的现状，有地域属性，未查到可以采用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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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或者国外先进标准，所以本规范未采用国际标准。

七、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在制定《面向智能网联的城市道路与路侧基础设施编码规范》时，

遵循了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这是规范标准化活动的基本法律，确保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符合

国家法律要求；（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道

路交通管理和安全的法律法规，对本标准的道路测试和运行提供法律

依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涉及数据安全和网络

安全的法律法规，对智能网联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提出要求；（4）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提供了智

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建设目标，为智能

网联城市道路与路侧基础设施编码规范提供框架和方向。本标准所提

内容不与现行法律、法规冲突。

本标准作为行业推荐性团体标准，不做强制性内容要求。目前，

国家相关类似的标准主要如下：

（1）《JGB/T 21379-2008 交通管理信息属性分类与编码 城市

道路》

（2）《GB/T 29105-2012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 浮动车数据编码》

（3）《GB/T 20133-2006 道路交通信息采集 信息分类与编码》

（4）《JT/T 1324-2020 营运车辆 车路交互信息集》

上述标准主要侧重于道路交通信息的采集和编码，以及营运车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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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路交互信息集；本标准侧重于对智能网联车辆相关信息集（车辆物

理属性、车载感知设备、车载通讯设备、车载AI计算设备、交通参数、

车辆轨迹等）的全面梳理，为准确全方位掌握车辆的行驶状态、轨迹、

周围环境等提供“坐标系”，以实现基于车路协同的自动驾驶为目标，

建立面向智能网联的城市道路车辆信息集编码规范。本标准是对现行

关于智能网联行业标准的有效补充。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

根据本标准的立项来源、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等方面

的特点，本标准的性质为行业推荐性团体标准。本标准是一项针对智

能网联领域的重要标准。作为行业的团体标准，它的特点和优势主要

体现在在：（1）对标准实施对象的指导作用：该标准确保了智能网

联车辆在信息交互时遵循统一的编码规则和数据结构，从而提高了不

同车辆系统间信息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通过制定统一的交互信息编

码规范，促进了车辆与外部环境（包括车辆、基础设施、行人、网络

等）的技术融合和协同发展。（2）对标准实施过程的规范作用：该

标准规定了车载设备以及车辆交互信息的编码规则和方法，包括车载

设备分类、交互信息集分类和编码等，统一的编码规范使得不同车辆

系统之间能够实现更好的互操作性，便于实现车辆与车辆、车辆与基

础设施之间的通信。（3）对标准实施结果的保障作用：通过遵循本

标准，可以确保智能网联汽车信息交互安全可靠，提高道路交通的安

全性和效率；该标准还有助于提升智能网联汽车的服务质量和用户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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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因为它确保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能够满足智能网联汽车的需

求，从而支持更加智能和便捷的出行服务。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本标准规定了面向智能网联的城市道路车辆信息编码基本原则

和方式，适用于面向智能网联的城市道路车辆信息标识及信息处理与

信息交换。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面向智能网联的城市道路车辆信息

编码技术规范首先通过 GIS 技术对车辆位置和道路网络进行编码和

管理，对车辆在道路网络中的位置和坐标进行准确记录和查询。其次，

将标准化技术用于统一车辆信息编码的格式和标准，制定统一的数据

交换格式，确保车辆信息的一致性和标准化，以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

数据互操作性和兼容性。此外，在车辆信息编码过程中，需要采取数

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确保车辆主人或驾驶员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

或滥用。

本标准的实施对象主要包括：（1）车辆制造商：需要遵循编码

规范来设计和生产智能网联汽车，确保车辆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

信息交互；（2）零部件供应商：为智能网联汽车提供关键零部件和

系统的供应商，包括传感器、通信模块等，必须确保其产品符合编码

规范；（3）软件开发商：开发车辆信息交互相关软件的公司，需要

按照规范来编写能够实现车辆间、车辆与基础设施间通信的程序；（4）

基础设施运营商：负责建设和维护智能交通系统的公司或政府部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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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确保其系统能够与智能网联车辆的编码规范兼容；（5）通信服

务提供商：提供车辆通信所需的网络服务的公司，需要保证其通信网

络支持智能网联车辆的数据传输标准；（6）政府监管机构：制定相

关政策和法规，监督和推动智能网联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的实施；

（7）研究机构和标准化组织：参与智能网联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

的制定、更新和维护工作，为行业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本标准的实施过程主要包括：（1）宣贯培训：对相关实施对象

进行标准宣贯和培训，确保他们理解编码规范的内容、目的和重要性，

通过研讨会、工作坊和在线课程等形式提供培训；（2）制定实施计

划：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包括时间表、责任分配、资源配置等，确

定优先级和阶段性目标，以便于管理和评估；（3）试点项目：在选

定的区域或路段开展试点项目，实施编码规范，收集试点项目的反馈

和数据，评估实施效果；（4）监督与评估：建立监督机制，确保编

码规范得到正确和一致的实施，定期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必

要的调整和优化；（5）持续改进：根据技术发展和实践经验，不断

完善编码规范和实施过程，鼓励创新和最佳实践的分享，促进编码规

范的持续改进。通过明确实施对象和制定详细的实施过程，可以确保

《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得到有效执行，从而推动

智能网联交通系统的发展和完善。

在实施《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的过程中，可

能会遇到以下问题和困难：（1）标准理解不一致：不同的实施主体

可能会对标准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理解，这可能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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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偏差；（2）标准的实施难度较大：智能网联技术本身就是一个跨

学科的领域，涉及交通工程、信息通信、汽车制造等多个行业。因此，

实施标准时需要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对于人员培训和技术准

备提出了较高要求；（3）技术更新迭代快：智能网联技术发展迅速，

今天的标准可能很快就会被新的技术所取代。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需

要考虑到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确保标准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4）

安全性和隐私保护：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数据安全和用户隐

私保护的问题。如何确保这些数据的安全和用户隐私不被侵犯是一个

重要挑战。

为确保《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编码规范》标准得到有效

贯彻和落实，在标准制定阶段，确保标准制定过程中有来自不同领域

的专家参与，对标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确保标

准能够适应技术发展的趋势，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扩展性；在标准

的宣传阶段，应通过媒体、研讨会等多种渠道对标准进行广泛宣传，

提高公众和相关行业对标准的认识和理解，组织专业的培训课程，对

从业人员进行标准知识的培训，确保他们能够准确理解和应用标准；

在标准实施阶段，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

则和行动计划，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间表，在选定区域开展试点项目，

验证标准的可行性和效果，根据试点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优化，建

立监督评估机制，定期检查标准的实施情况，确保各项要求得到有效

执行，根据实施反馈和技术发展，定期对标准进行审查和更新，确保

标准的持续适应性和先进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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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建议的实施，可以确保《面向智能网联的车辆交互信息

编码规范》标准得到有效贯彻，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和智慧城市建

设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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