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城协同感知平台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1、任务来源

随着智能交通系统与车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车城协同感知成为提升城市交

通效率、保障出行安全的关键技术。根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智

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等政策要求，需构建车、路、云、城深度融合的协同感知

体系，推动交通数据互联互通与智能化管理。在此背景下，中关村智通智能交通

产业联盟组织相关单位，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牵头，结合行业需求与技术发展趋

势，编制《车城协同感知平台技术规范》，旨在统一车城协同感知平台的设计、

开发与运维标准，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高效协同与安全运行。

2、起草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电信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长沙理工大

学、长安大学、千方科技、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中关村智通智

能交通产业联盟

3、主要起草人：田大新、段续庭、林椿眄、邓辉、孙亚夫、刘占文、郝威、周

建山、曲凯歌、董潇、林强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车路云城协同感知系统是智能交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标准的制定对推

动该系统的发展和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当前，城市交通系统面临数据孤岛、通信效率低、安全风险高等问题，传统

交通管理模式难以满足智能网联车辆与城市交通协同发展的需求。车城协同感知

平台通过整合车辆、路侧设施、云端平台及城市管理系统，实现交通数据的实时

共享与智能决策，但仍存在以下挑战：

1、系统架构不统一：各企业自行设计的车城协同感知系统架构差异较大，

使得车辆、道路、云端和城市管理系统之间的对接困难，无法形成高效的协同工

作机制，影响了智能交通管理的整体效果。



2、数据交互混乱：缺乏统一的数据交互标准，导致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格

式、内容和传输方式不一致，数据难以共享和整合，降低了数据的利用价值，无

法为交通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支持。

3、安全保障不足：网络通信安全和数据安全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要求，

在数据传输和存储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导致数据泄露、篡改或被非法获取，

威胁用户隐私和城市交通的安全运行。

本标准的制定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通过规范车城协同感知平台的技术要

求、数据交互内容以及安全保障措施，为行业提供统一的设计和实施标准。这将

促进各子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提高车城协同感知系统的整体性能和

可靠性，推动智能交通技术的创新发展，提升城市交通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保障城市交通的安全、高效运行。

三、主要工作过程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工作组开展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实

用性，制定过程如下。

2024 年 10 月份，开展相关调研工作，围绕国内外车城协同感知平台的发展

现状、应用案例以及行业内企业的实际需求展开深入研究，为标准的立项和编制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2024 年 11 月份，召开标准立项审查会，专家组一致同意《车城协同感知平

台技术规范》标准立项。

2024 年 12 月份，征集参编单位，召开标准启动会。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 月份，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牵头组织参编单位的

相关专家对标准进行编制工作。

2025 年 2 月至 2025 年 3 月，召开多次工作组工作会议，探究、讨论标准编

制过程中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2025 年 3 月，征求工作组内单位对标准的意见，针对各单位反馈的意见，

讨论并修改标准草案。

2025 年 3 月，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进行意见征集工作，征集方式为发函

征集。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按照“适用性、兼容性、可操作性、规范性”四个原则制定。适用性

原则是指充分考虑车城协同感知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确保

标准能够切实指导车城协同感知平台的设计、开发、运行及维护，满足行业实际

应用的需要。兼容性原则是指与国内智能交通领域的相关政策、技术标准相协调，

充分考虑与现有车路协同、通信安全、数据安全等标准的兼容性，使本标准能够

更好地融入整个智能交通标准体系。可操作性原则是指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详

细规定车城协同感知平台的技术要求、数据交互内容和安全保障措施，明确各项

指标和操作流程，确保标准在实际工程中易于实施和应用。规范性原则是指标准

的编写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保证标准的规范性和一致性。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法律法规。在编制过程中，充

分参考了 YD/T 3709、YD/T 3750-2020、YD/T 3751-2020 等一系列相关标准，确

保本标准与现有标准的统一和协调，共同为智能交通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车城协同感知平台技术规范》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符号和缩略语、车城协同感知技术要求、车城协同感知数据交互内容等部分。

第一章规定了标准的范围，明确规定了本标准适用于车城协同感知平台的设

计、开发、运行及维护，界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为相关企业和机构在应用本标

准时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第二、三章和第四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以及符号和缩略语。

第五章为车城协同感知技术要求。在系统架构和功能上，规定了系统架构应

统筹各部分应用实现，确保协同高效运作。在网络通信安全上，从通信连接安全、

信息传输安全、通信协议安全和通信接口安全等方面提出技术要求，确保网络通

信过程中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实时性。在数据安全上，根据数据的敏感

程度，分为基本级安全保护和增强级安全保护。在定位设施建设上，明确了高精

度定位设施的组成、功能及性能要求和部署要求。

第六章为车城协同感知数据交互内容，详细列出了车端数据、路端数据、云



端数据和城端数据的交互内容，包括时刻、位置、目标物相关信息等。这些数据

交互内容为车城协同感知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协同工作提供了标准化

的接口，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根据本标准的性质，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不适用。

十、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查/配套

资金等)

本标准将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将本标准纳入智能交通产业发展

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政府部门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智能交通项目招标等方面

优先采用符合本标准的技术和产品，引导行业企业积极应用本标准，促进车城协

同感知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编制工作组

2025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