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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推动车联网产业技术研发和

标准制定，推动整个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组织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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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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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不同行业属性

划分为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信息通信标准体系、电子

产品与系统标准体系等若干部分，为打造创新驱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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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与服

务）》为《建设指南》第四部分，主要针对电子产品与服

务通用规范、核心技术及关键应用，有目的、有计划、有

重点地指导车联网产业电子产品与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

作，加快构建包括汽车电子产品、网络设备、服务平台及

信息安全在内的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充分发挥电子

产品与服务标准在车联网产业关键技术、核心产品和功能

应用的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并逐步形成统一、协调的国

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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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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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发

挥标准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促进车联网技术和产业发

展，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高度融合，以满足研发、测

试、示范、运行等需求，推动汽车智能化技术创新发展和

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整车制造、信息通信等相关产业协调

发展，建立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技术和产业发展需

要的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

（二）基本原则

立足国情，统筹规划。结合我国汽车电子产品及服务

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发挥政府主管部门在顶层

设计、组织协调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制定政府

引导和市场驱动相结合的标准体系建设方案，建立适合我

国国情的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

基础先立，急用先行。科学确定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

务标准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加快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

标准的研究制定；考虑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应用需求，合

理安排技术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进度，加快推进急需标准项

目的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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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市场引导。顺应先进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趋

势和市场需求，加强先进电子信息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能

力，充分发挥标准在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领域的技术创

新路径选择、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规范和引领作用。

开放合作，融合发展。在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下，对

车联网中设备、终端、软件、服务等方面进行全面规范，

引导产业结构中各个生产厂家、平台运营商与服务商按照

正确的技术路线进行研制、生产和运营，避免产业中不必

要的重复建设，获得车联网发展中的最优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三）建设目标

为建立适应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应用服务产业的发展

需要，促进政府主导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适合

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

系。

“十三五”期间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重点聚焦汽车

电子产品、车载信息系统、移动设备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标

准，服务平台标准和汽车电子设备安全类标准等。针对车

联网涉及的关键电子产品进行规范，促进车联网产业发

展，提供交通安全保障。2018年起逐步开展车联网关键电

子产品和车载软件的标准制定工作，完成汽车电子产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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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终端、安全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标准和应用，完成车载

信息服务、平台接口、数据管理等相关标准的制定；2020

年完成汽车电子产品与服务平台的关键技术标准及测试标

准，建立汽车智能终端的安全和质量认证标准体系，推动

车联网服务平台标准在产业中的实际应用。

二、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思路

（一）建设思路

图 1 国家车联网标准体系建设结构图

图 1为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分标准体系在国家车联

网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分标准体系间的关系。车

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以新兴的电子产品和车载信

息系统为承载，同时融合先进移动设备的辅助功能，构建

车联网大数据与服务平台。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

系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完善和调整的动态过程，形成一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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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更新和协商讨论的工作机制。通过标准制定和研发，为

我国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规范

和引导产业发展。

（二）技术结构图

基础产品 终端 网络 平台 服务

材料

分立器件

集成电路

传感器

基础软件

电子控制单元

车载通信终端

车载显示终端

车载监控终端

车载计算机

车载网关

计算机

网络

移动通

信网络

卫星通

信网络

车载总

线

接口

协议

架构

管理

维护

运营

交通信息

导航服务

娱乐信息

安全行驶

在线商务

远程控制

传感器融合 功能
车辆信息

网络与信息安全

图 2 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技术结构图

从技术和产业链的角度分析，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

包括基础产品、终端、网络、平台与服务等。车联网基础

产品和终端是实现车联网的实体，通过基础产品和终端采

集并获取车辆的智能信息，感知并处理行车状态与环境，

实现交通信息、导航服务、娱乐信息、安全行驶、在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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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排放信息、远程控制、道路救援、灾害救援、车辆配

置、检验维修等方面的车载信息服务。

三、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内容

（一）标准体系结构图

电子

产品

与服

务标

准体

系

100基础

101术语

102体系和架构

103标识和编码

200汽车电子产品

201基础产品

202终端

203车载软件

300网络设备
301固定设备

302移动设备

400服务与平台

401架构

402接口

403数据管理

404运营

405服务500汽车电子信息
安全

（二）标准分类说明

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汽车电子产

品、网络设备、服务与平台、网络与信息安全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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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标准

基础类标准主要包括术语、汽车电子新型体系架构、

标识和编码等标准。术语标准为其他各部分标准的制定提

供支撑。体系架构主要规范信息服务的体系框架，明确其

边界及各部分的层级关系和内在联系；标识和编码可以支

持对车载终端设备的辨识、寻址、路由和访问。

2.汽车电子产品标准

汽车电子产品是指智能网联汽车、车联网和车载信息

服务中，具备感知、计算、反馈、控制、执行、通信、应

用等功能，实现信息感知、高速计算、状态监测、行为决

策和整车控制的基础电子产品。主要包括基础产品、终端

和软件等标准。基础产品标准包括车规级功率器件、车规

级集成电路、车规级传感器、高性能计算芯片等；终端标

准指车载计算机、导航设备、信息娱乐终端等；软件标准

包括车载操作系统、算法软件、应用软件等。

3.网络设备标准

网络设备类标准主要包括固定设备和移动设备两个领

域的标准。固定设备主要指路边单元、云平台设备等。移

动设备类标准主要指各类车载设备和手持移动设备，主要

包括：新型总线、车载电子设备、手持分析仪等。

4.服务平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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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服务平台包括平台的架构、接口、数据管理、运

营以及信息服务五个方面的标准。平台架构主要确定平台

基本架构规范；平台接口规定了平台与终端、平台间、平

台与上层管理系统等方面的接口标准；平台数据管理包括

数据接口、数据管理和大数据应用方面的要求和规范；平

台运营主要规定了平台运营功能要求；信息服务包括云服

务、地理信息和位置导航服务、运维服务、辅助/自动驾驶

服务、紧急救援服务、道路交通信息服务、车载广播服务

等标准。

5.汽车电子信息安全标准

汽车电子信息安全类标准指汽车电子产品的入侵检测

防护、访问控制、安全通信、安全态势感知等相关技术标

准，包括车载系统安全、车载终端安全、车载信息与服务

安全、应用软件和服务运营平台安全、车载操作系统在线

升级安全等标准。

（三）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表

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状态

采用的或相应的国

际、国外标准号

基础（100）

术语（101）

101-1 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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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架构（102）

102-1 车载信息服务 系统架构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标识和编码（103）

103-1 车载信息服务 信息分类与代码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103-2 车载信息服务终端 图形符号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103-3 车载信息服务 传感节点标识符编制规则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103-4 车载信息服务 传感节点解析和管理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103-5 车载信息服务 传感节点标识符注册规程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汽车电子产品 （200）

基础产品（201）

201-1 车载智能计算软硬件系统架构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2 车载智能计算数据存储和管理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3 车载智能计算接口标准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4 车载智能计算性能、功能测试评价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5 车载温度传感器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6 车载速度和加速度传感器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7 车载导体图像传感器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8 车载压力和应力传感器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9 车载电子产品 印制电路板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10 车载电子产品 覆铜板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11 车载电子产品 车用触控显示屏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12 车载电子产品 万向碰撞传感器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1-13 卫星移动多媒体 车用天线通用规范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1-14 车载信息终端 数据采集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15 车载信息终端 数据采集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16 车载信息采集 基础数据和信息分类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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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7 车载信息采集 基础数据和信息格式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18 车载信息采集 元数据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19 车载导航电子地图物理存储格式 国标 推荐 修订
原标准号 GB/T

30291

终端（202）

202-1 车载激光雷达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2 车载毫米波雷达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3 车载超声波雷达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4 车载多传感融合信息系统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5 车载红外夜视仪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6 车载电微光夜视仪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7 车载数字液晶仪表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8 车载摄像头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9 车载卫星导航设备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修订
原标准号 GB/T

19392-2013

202-10 车载卫星移动多媒体终端通用接口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1 车载信息服务终端语音识别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2 车载信息服务终端语音合成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3
车载信息服务终端 生物特征识别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4
车载信息服务终端 生物特征识别 第 2部分：

指纹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5
车载信息服务终端 生物特征识别 第 3部分：

人脸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6
车载信息服务终端 生物特征识别 第 4部分：

虹膜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7
车载信息服务终端 生物特征识别 第 5部分：

声纹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8 车载音视频设备通用规范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9 车载终端与移动设备互联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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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203）

203-1 车载信息服务 系统软件开发基本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3-2 车载信息服务 车载操作系统技术要求 国标 强制 预研中

203-3 车载信息服务 车载应用软件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3-4 卫星移动多媒体 网络融合传输协议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3-5 车载信息服务 车载应用软件测试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3-6
车载信息服务 车联网产品软硬件仿真测试与评

价标准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网络设备（300）

固定设备（301）

301-1 车联网产品 路边单元功能和性能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301-2 车联网产品 云计算设备功能和性能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移动设备（302）

302-1 车载电子产品无线充电协议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302-2 车载网关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302-3 车联网 APP 功能和性能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302-4 手持故障诊断仪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302-5 车辆故障在线分析仪通用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服务与平台（400）

架构（401）

401-1 车辆信息服务平台架构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界面接口（402）

402-1 车辆信息服务平台与终端接口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2-2 车辆信息服务平台间接口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2-3 车辆信息服务平台系统接口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2-4 车辆信息服务平台与电子标识系统接口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2-5 服务平台接口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12

数据管理（403）

403-1 车载应用服务平台 数据接口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3-2 车载应用服务平台 数据管理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3-3 车载应用服务平台 大数据应用指南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3-4 卫星移动多媒体 终端内容保护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运营（404）

404-1 车载应用服务运营平台功能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服务（405）

405-1 地理信息和位置服务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5-2 车载信息服务系统 第 1部分： 功能描述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原标准号 GB/T

30290.1

405-3 车载信息服务系统 第 2部分：信息交换协议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原标准号 GB/T

30290.2

405-4 车载信息服务系统 第 3部分：信息安全机制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原标准号 GB/T

30290.3

405-5 车载信息服务 紧急救援系统总体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5-6 车载信息服务 紧急救援平台总体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5-7 车载数字多媒体广播 服务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5-8
车载信息服务 道路交通信息传输接口标准及测

试方法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汽车电子信息安全（500）

501-1 汽车电子系统安全指南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501-2 汽车电子外部接口信息安全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501-3 汽车电子产品加密算法规范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501-4 车联网安全终端监测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501-5 车联网数字身份认证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501-6 车载终端网络安全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501-7 车载终端软件防护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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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实施

落实部《车联网创新发展工作方案》等文件部署，以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为总纲，以电子信

息技术与车联网的融合为切入点，加快关键技术和应用标

准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为规范车联网市场，培

育产业发展提供指导。

在车联网部际协调机制下，加强沟通协作，由中国电

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牵头，

联合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等标准

化组织组成工作推进组。在总体统筹的基本原则下，根据

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需求，不断更新、完善电子产品与服

务标准体系，有序推进相关标准化工作。

同时，发挥产业联盟在行业和市场中先行先试，推动

各种团体标准的有效实施与应用。加强国际交流，定期举

办车联网标准国际论坛，组织中外企业和标准化组织开展

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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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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