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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
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

见》（国发〔2021〕24 号）和市政府关于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

区建设的要求，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维

护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的通知》（自然资规〔2022〕1 号），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 L4 级及以上高精度地

图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传输和使用等活动，有序推动智能网

联汽车创新发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相关意见如下。

一、扩展示范区域

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试点区域与我市高级别自动驾驶

示范区相匹配，随示范区范围扩展而扩展，满足企业、科研机构

等测试、应用、商业运营服务等需求。示范区扩区后，根据自动

驾驶相关地图数据不同应用场景需求，市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组织有关各方调研论证，确保试点区域不危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

全，扎实、稳妥推进试点工作。

二、测绘活动主体

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和周边道路

的空间坐标、影像、点云及其属性信息等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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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规定的测绘活动，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政策进行规范和管理。

对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进行收集、存储、传输和处理者是测绘活动

的行为主体，应遵守相关规定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仅获得辅助

驾驶等服务的智能网联汽车驾乘人员，不属于有关测绘活动的行

为人。

三、试点单位责任

在示范区域（路段）内，开展涉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

的各试点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数据安全法》《地图管理条例》《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

测试实施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认真落实和履行主体

责任，强化地理信息数据安全管理，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制定并

严格执行安全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所有试点行为不危及国家

地理信息安全。

（一）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编制，以及智能网联汽车运

行过程中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等活动，

应由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承担，提供使用的高精度地图数据

范围，城市建成区的路面信息在路缘石以内，城市建成区外的路

面信息在公路路面以内。测绘资质单位应强化地理信息数据安全

管理能力，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依法履行地理信息安全保护

义务；采取相关保护技术措施，明确责任部门和负责人，对地理

信息数据的安全进行管理与监控；依法依规落实地理信息数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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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安全事件报告等要求，加强地理信息数据安全风险预警

和管理，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和问题时，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二）提供地理信息数据成果应用服务和技术支持的测绘资

质单位，应建立地理信息数据安全网络管理制度。地理信息数据

存储、传输、使用，应符合国家数据安全要求，同时根据网络安

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网络安全保护能力，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网

络攻击、入侵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

（三）非测绘资质单位，在示范区域内，应用智能网联汽车

高精度地图开展测试、应用、商业运营服务等活动时，使用的高

精度地图应是经依法审核批准的。需要从事相关数据的采集、存

储、传输和处理等活动，属于内资企业的，应依法取得相应测绘

资质，或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开展；属于外商投资企业

的，应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开展相应测绘活动。

四、数据在线传输

涉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的各试点单位，采集的地理信

息数据，应采用依法认定的保密技术进行处理，采用符合国家安

全要求和标准的商用密码进行加密，采用具有安全保护措施的网

络通道进行传输，保障地理信息数据安全。对拟传输至境外的高

精度地图数据应依法履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和对外提供审批程

序。

五、探索审图方式

智能网联汽车使用的高精度地图在公开使用或交付应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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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数据应依法经过审核批准。导航电子地图制作资质单位要建立

增量更新内容安全审校制度，对可能涉密或敏感地理信息数据严

格进行在线过滤和审查把关。支持企业研发增量更新等快速审图

技术，探索快速审核模式，在适当条件下试行企业责任制快速增

量审图制度。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数据分类、分级、分

层研究，梳理高精度地图数据类别与内容，基于涉及地理信息安

全的内容，优化审查系统，提高审图效率。

六、保密技术应用

在示范区域内，采用自主研发的兼容商用密码技术的偏转加

密插件成果、安全传输等技术，在平台端、车端、路侧单元端等

进行测试与验证。支持企业基于身份认证、脱密脱敏、加密、偏

转及权限控制等安全监管技术的研究成果，在示范区域内进行测

试与验证。鼓励有关测绘资质单位单独或联合具备保密条件的境

内研究单位积极研发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报经自然资源部会

同国家保密局商军队部门认定后使用。经认定后纳入到自然资源

部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目录中的，保密处理技术服务单位应无

偿向社会提供及时、安全、可靠的保密技术处理服务。可以根据

市场需求，基于其研发的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提供安全、可

靠的终端插件编制、安装等增值服务。未纳入目录的保密处理技

术，仅可在本法人单位内部使用。

七、坚持开放创新

鼓励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业态创新，支持不同类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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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面向自动驾驶应用多元化路径探索。支持企业在符合安全要求

的基础上，就不同技术路线、不同应用场景、新的地图要素内容

等开展测试验证和应用推广。探索不同模式的高精度地图快速更

新技术、数据安全传输、审图方式、数据安全监管、不同模式的

数据共享使用、商业运营服务等实践，满足高精度地图数据的协

同应用，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专利和产品，催化

商业化落地。

八、健全标准体系

鼓励和支持车企、服务商、智能驾驶软件提供商及测绘资质

单位，积极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标准体系研究。本着既

能确保国家地理信息安全，又能为智能网联汽车安全、高效自动

驾驶提供高精度导航定位支持的原则，加快编制覆盖高精度地图

数据采集与处理、交换格式、安全传输、快速更新、地图智能审

核、高精度定位等相关团体标准。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指导，

积极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系列相关地方标准编制，构建

具有首都特色的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标准体系；条件成熟后

可推动将北京市地方标准上升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助力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九、加强主动服务

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主动为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涉

及高精度地图送审、测绘资质申办、基础测绘成果使用、政策咨

询等提供服务。编制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的单位应定期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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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自然资源部门汇交高精度地图测绘成果目录；市规划自然资

源部门可通过本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高精度地图成果

目录。

十、强化安全监管

各试点单位应强化内部地理信息数据安全管理,并配合有关

主管部门开展现场检查。建立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安全动态

监管机制，对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中的测绘行为进

行动态监管。健全部门间联合监管机制，及时发现并处置地理信

息数据安全风险隐患，依法处理违法违规行为。市规划自然资源

部门与市经济信息化、公安、交通、交管等部门加强联动，健全

信息通报和共享机制，共同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十一、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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