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北京市关于加快推进自动驾驶车辆 

道路测试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让习近平总书记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北京落地生根，全面落实北京关

于积极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部署

要求，引导产业升级和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本市积极支持

自动驾驶车辆开展相关测试工作，推动我国自动驾驶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提高交通运输行业科技创新水平。为规范自动

驾驶车辆上路测试工作，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 基本原则 

全面对接，引领发展。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支撑前瞻性

技术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转化，为建设科技强国、交通强

国、智慧社会等提供有力支撑。  

统筹布局，先行先试。结合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引领示范和核心支撑作用，支持自

动驾驶相关技术研发与创新，组织创新主体科学有序的开展

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工作，强化创新能力建设。 



政府引导，多方协同。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突出

高科技创新主体在自动驾驶创新体系中的引领作用、企业在

自动驾驶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加速基础理论向技术转

化，技术向应用落地，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自动驾驶技术创新

体系。 

稳步推进，保障安全。积极推进相关标准规范制定工作；

完善封闭试验场的测试规范流程。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

下，有序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开放道路测试工作。 

二、 自动驾驶定义 

自动驾驶车辆是指在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的机动车上装配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 

自动驾驶功能是指自动驾驶车辆上，不需要测试驾驶员

执行物理性驾驶操作的情况下，能够对车辆行驶任务进行指

导与决策，并代替测试驾驶员操控行为使车辆完成安全行驶

的功能。自动驾驶功能包括自动行驶功能、自动变速功能、

自动刹车功能、自动监视周围环境功能、自动变道功能、自

动转向功能、自动信号提醒功能、网联式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等。 

自动驾驶系统是指能在某一时段执行自动驾驶功能的

系统。机动车辆仅含以下机动车辅助类自动化系统不属于自

动驾驶系统：主动安全辅助系统、电子盲点辅助系统、防撞

系统、紧急制动系统、停车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系统、车



道保持辅助系统、车道偏离报警系统、交通堵塞排队援助系

统等。 

三、 责任主体 

测试主体是指因进行自动驾驶相关科研、定型试验，需

要临时上路行驶，递交申请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的在中国

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授权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市经济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成

立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 

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组织成立由交通、通信、汽车、

电子、计算机、法律等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自动驾驶测试专

家委员会，负责对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工作进行技术评

估。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可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自动驾驶

测试的申请、日常监管等管理工作。 

四、 测试要求 

（一）对测试车辆的要求 

测试车辆是指申请道路测试的未办理过注册登记的机

动车辆; 

测试车辆应配备自动驾驶系统，具备自动、人工两种驾

驶模式切换功能。在自动驾驶模式下，测试驾驶员能在任何

时间直接干预并操控车辆； 



测试车辆应安装监管装置，监管装置具备监测车内驾驶

员驾驶行为、采集车辆位置以及车辆是否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等功能; 

测试车辆应安装提醒装置，测试驾驶员可通过提醒装置

了解自动驾驶系统运行状况，并在自动驾驶失效时立即接管

车辆; 

测试车辆应安装数据记录装置，在测试车辆发生碰撞或

失控等状况时，能够记录至少事件发生前六十秒至停车时间

段内的相关数据。 

（二）对测试驾驶员的要求 

测试车辆应配备有三年驾龄以上、且无毒驾、酒驾经历

的测试驾驶员，测试驾驶员应具备随时接管测试车辆的能

力。 

（三）对测试主体的要求 

测试主体应具备赔偿能力，应购买每车不低于五百万人

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提供不少于五百万元的自动驾

驶道路测试事故赔偿保函； 

测试主体应在管理机构认可的封闭测试场中按照有关

要求，进行过不少于规定里程与规定场景的测试； 

测试主体应承诺接受日常监管，向管理机构提供脱离自

动驾驶功能及事故等相关数据； 



测试主体应按照本指导意见到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

办理申请。 

测试主体须向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提交测试申请材

料，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测试主体资格证

明材料；（2）测试车辆资格与自动驾驶能力证明材料；（3）

测试驾驶员资格与测试能力证明材料；（4）测试主体事故赔

偿能力证明材料；（5）同意接受测试监管及相关措施等证明

材料。 

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收到测试主体材料后，于 20 个

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 

五、 测试管理 

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每个月定期组织由自动驾驶测

试专家委员会专家组成的评审组对测试主体提交的测试申

请材料进行评估，根据专家意见，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出

具审查意见。 

测试主体持审查意见，应于 30 个自然日内按照临时车

牌办理要求到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测试车辆的

临时车牌照。   

测试车辆临时车牌照到期、测试车辆发生自动驾驶系统

重大升级、重大变更或测试车辆发生改变的，需要重新申请

测试资格。 



自动驾驶公开道路测试实行科学监管措施。自动驾驶测

试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在测试车辆与测试区域路侧安装设备，

对测试主体的测试过程进行监管。测试主体违反管理规定进

行测试的，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有权终止其测试资格，并

定期公布相关违规测试主体名单。 

六、 事故责任认定 

测试主体应与测试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测试车辆测试

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或交通违法行为，认定测试驾驶员为车辆

驾驶员，由市公安交管部门按照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处理，并由测试驾驶员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测试车辆在进行道路测试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测试驾

驶员应立即停止测试，同时测试主体应向自动驾驶测试管理

机构报备。 

发生交通事故后二十四小时内，测试主体应将规定时间

段的自动驾驶数据上报给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事故责任

认定后十个自然日内，测试主体应向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

提交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原因分析报告等相关材料。 

由测试车辆全部或部分责任引起人员伤亡、车辆损毁等

重大事故的，由自动驾驶测试管理机构暂停测试主体测试资

格，测试主体应交回所有临时车牌照，并认真进行整改，重

新申请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