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网联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要

求 第1部分：总则》解读
《智能网联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第1部

分：总则》(以下简称“本文件”)于2023年8月22日发布，于

2023年9月1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和意义、主要内容解读如

下：

一、 标准编制背景和意义

2021年3月23日，《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2022年6月23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

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成为国内首个面向智能网联汽

车应用管理的地方法规。

远程监控在国内公告准入管理要求、国六排放监控、非

道路国四排放监控、营运车辆联网监控等领域均有相关的规

定与标准实施，目前暂无针对智能网联汽车远程监控的要求

与标准。与智能网联汽车远程监控最接近的是在新能源领域

中针对车载终端以及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的测试要求，即

GB/T 32960《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系列

标准，标准主要由GB/T 32960.1—2016《电动汽车远程服务

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T 32960.2—2016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2部分：车载

终端》和GB/T 32960.3—2016《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



统技术规范 第3部分：通信协议及数据格式》组成。该系

列标准是国内针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

则》的检测依据，于2016年8月29日发布，2016年10月1日起

实施。

智能网联汽车频繁出现的失控事件，让公众在享受汽车

智能化带来便利的同时，更加关注到智能网联技术所带来的

驾驶安全、数据安全、事故责任认定等关键问题。如何建立

一个符合行业发展需求、确保数据安全、满足政府监管要求

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保证车辆数据的真实性和防篡改性，

是当前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为保障深圳市的智能网联汽车的运行安全，建立车辆全

生命周期的监控和管理体系，亟需建立对车辆的远程监控方

法，统一实现全市范围内智能网联汽车的远程监控。建立智

能网联汽车与监控平台的远程监管技术要求，以数据分类分

级为基础，数据生命周期为切入点，构建适应行业发展、确

保数据安全、满足政府有效监管的智能网联汽车远程监管体

系，对保障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具备重要意义。

二、 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包括5个章节。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

说明。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的系统

架构以及一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装备有条件自动驾驶及以上的驾驶自动化

系统的M类、N类汽车及其车载终端。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文件规范性引用的文件清单。

（三）术语和定义

对智能网联汽车、车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远程服务与

管理系统、监管平台、企业平台进行了解释和定义。

（四）系统架构

本章节规定了转发模式与直连模式的系统构架。

主要参考了GB/T 32960.1—2016中关于系统架构的定义。

要求系统架构模式分为转发模式和直连模式两类。

（五）一般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车载终端、企业平台、监管平台应满足的

条件。

主要参考了GB/T 32960系列标准的要求，对于车载终端

可以从车辆上采集整车及各个零部件的数据，所采集的数据

满足对应协议和数据格式的要求，并可以将数据通过转发或

直连的方式发送至企业平台或者监管平台。

监管平台应能接收企业平台上报的数据；监管平台应能

接收车载终端上报的数据。



三、 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并归口。本文件起

草单位有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

验中心（广州）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北京

百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小鹏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

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