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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创新应用管理实施办法

为规范智能网联车辆创新应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根

据《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促进条例》（简称《促进

条例》）、工信部等 2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智能网联汽

车产品准入、召回及软件在线升级管理的通知》（简称《产品

管理》）、工信部等 3部门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

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简称《管理规范》）、工信部等

4部门印发《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

的通知》、工信部等 5部门印发《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

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工

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在杭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上路通行的

智能网联车辆（具备国标 GB/T40429-2021中 L3级以上自动驾

驶能力）以及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和功能型

无人车。

（二）市人民政府建立市领导牵头的跨部门联合管理工作

机制，下设工作小组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交通

运输局等单位组成，协调解决本办法实施过程中的有关事项。

智能网联车辆道路测试、创新应用区域或路段的具体范围，应

报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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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智能网联车辆联合

管理工作机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智能网联车辆上路通行的日

常监管。测试主体、应用主体可以向区、县（市）人民政府申

请搭建智能化路侧基础设施；不影响安全和交通标志信息识

别，不影响通行秩序和群众日常生活的，应当予以支持。

二、测试与应用条件

（一）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主体、应用主体除满足《管理规

范》条件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建立具备实时交互、视频监控、网络监测、异常检测

预警、决策引导、行驶数据汇聚存储等功能的远程监控平台；

（2）建立完善的通信系统，保障车辆与远程监控平台实时

移动通信；

（3）开展 L4级以上测试与应用应配备远程接管人员，具

备实时监控能力，1台车辆需有 1名远程接管人员监控，超过

10万公里道路测试或创新应用里程且期间未发生承担主要以上

责任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因车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可向工

作小组申请开展 1名远程接管人员监控多台车辆。

（二）智能网联汽车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具备 L4级自

动驾驶能力的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具备“自动驾驶”和“远程控制”两种模式，能够接

受来自远程监控平台的引导决策等控制指令；

（2）具备数据缓存功能，在发生数据传输障碍等情况时能

够将相关数据、信息存储在车端；



— 3 —

（3）能够接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急处置指令并作为

最高指令执行。

（三）功能型无人车测试主体、应用主体和用于道路测

试、创新应用的车辆，应当符合《促进条例》有关规定，相关

技术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尺寸、质量、性能、安全员等）由市

经信局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另行制定。

（四）市经信局会同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可委托第三

方机构对测试主体、应用主体每年运行情况开展评估，并向社

会发布评估报告，具体评估办法另行制定。

（五）探索建立安全员评价体系，具体办法由市公安局另

行制定。

三、智能网联汽车

（一）开展 L4级以上道路测试的，测试主体应取得第三方

机构出具的能力评估报告，在拟申请区域或路段完成车内配备

安全员的单车测试不少于 1000公里（规定连续里程），时间不

少于 240小时，且未发生死亡或重伤且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因车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在车辆执行

最小风险策略前无人工干预（紧急接管人员触发安全策略除

外）和人工接管，紧急接管人员通过远程监控平台触发安全策

略的次数不高于 1次/百公里。

（二）智能网联汽车进行创新应用前，应经过试运行阶

段，试运行阶段结束后应取得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创新应用能力

评估报告。在试运行阶段中，可以搭载探索商业模式所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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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或者货物，但应提前告知搭载人员及货物的所有人、管理人

相关风险，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三）开展创新应用试运行的，车辆应以自动驾驶模式在

拟进行创新应用试运行的区域或路段进行累计不少于 240小时

或 1000公里的道路测试，且未发生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因车辆原

因造成的安全事故。

（四）开展创新应用正式运行的，应用主体除提交《管理

规范》规定材料外，还应提供以下材料：

（1）具备完善的创新应用方案，其中创新应用的区域或路

段不能超出试运行阶段的范围。向不特定对象收取费用的，应

当提前七日向社会公布有关计费规则，并向工作小组报告；

（2）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建立健全服务

评价体系和投诉处理制度；

（3）以自动驾驶模式在拟申请开展创新应用的区域或路段

完成单车不少于 240小时或 1000公里的创新应用试运行，且未

发生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因车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

四、功能型无人车

（一）市邮政管理局负责推进功能型无人车在快递领域的

应用，并督促快递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二）功能型无人车（按车型计）初始开展道路测试前，

测试主体应确保车型由第三方机构在测试区（场）等特定区域

进行不少于 100公里的实车测试（含自动驾驶功能），符合相

关标准规范。同时，按车辆数不低于 15%取得第三方机构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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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行驶适应性评估报告（报告应明确车辆设计运行范围与

拟进行道路测试路段或区域内各类交通要素对应关系），其余

车辆取得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一致性报告。

（三）功能型无人车安全性自我声明中载明的路段或区域

应由属地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和经信部门制定“负面清单”，报

市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市经信局复核后定期向社会公布。

（四）对初始申请创新应用的功能型无人车，应以自动驾

驶模式在拟进行创新应用的区域或路段进行过合计不少于 100

小时或 500公里的道路测试，且未发生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因车

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

五、批量确认与牌照申领

（一）测试主体、应用主体初始申请开展道路测试、创新

应用的车辆（按车型计）不超过 50辆。

（二）测试主体、应用主体已开展道路测试、创新应用

的，累计完成不少于 1200小时或 10000公里未发生因车辆技

术、设备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需要在同一道路测试、创新应

用区域内增加同一阶段、符合三同要求（车辆型号、自动驾驶

系统、系统配置均一致）的车辆，可以向市经信局提出批量确

认申请。市经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按不低于 15%比例进行一致

性抽查，并会同工作小组进行确认。

（三）测试主体、应用主体应按照《促进条例》规定取得

安全性自我声明确认；获得国家准入的智能网联汽车，可凭准

入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安全性自我声明确认。确认后分别向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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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交管部门、市经信局申领行驶号牌、车辆识别标牌，其

中，车辆识别标牌的有效期不超过安全性自我声明载明的测试

或应用时间，测试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2个月，应用时间原则上

不超过 24个月。

六、监督管理与容错

（一）本市建立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管理服务平台

（简称“管理服务平台”），智能网联车辆在上牌前应当接入

管理服务平台，具体接入参数由市公安局会同市经信局、市交

通运输局另行制定。

（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事故分析报告应于 5个工作

日内报送市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和市经信局。

（三）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市公安局、市经信局、市交

通运输局依据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罚，相关信息记入杭州

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四）在开展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管理工作中出现失

误，符合下列条件的，对有关部门和个人不作负面评价：

1.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义务性规定；

2.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3.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

4.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

七、附则

（一）本办法下列用语含义：

1.智能网联汽车，是指搭载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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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装置，融合通信与网络技术，可与人、车、路、云端等实现

智能信息交换，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

能的汽车。

2.功能型无人车，是指搭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

置，融合通信与网络技术，采用无驾驶舱设计，具备自动行驶

功能，用于物流、巡检、零售、环卫等特定用途的轮式设备。

（二）第三方机构应为国家认可的智能网联汽车检验检测

中心，对测试、检测结果真实性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报告

有效期不超过 30个月。

（三）车辆生产企业（含授权的销售公司）应主动向用户

提供真实、全面的自动驾驶等级、能力等信息，不得虚假、夸

大宣传，并提供完善的售后及应急保障服务；符合《产品管

理》要求的产品，应向国家部门和平台报送相关数据，并同步

通过管理服务平台向市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市经信局报送。

（四）本办法自 2025年 月 日起施行，由市经信局、市

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实施，前发《杭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杭政办函〔2023〕32号）同时废止。

附件：

1．自动驾驶功能通用检测项目

2．智能网联车辆安全性自我声明

3．功能型无人车车辆识别标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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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自动驾驶功能通用检测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1
交通信号识别及响应

（包括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线等）

2 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与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3
行人及非机动车识别及响应、人行横道线识别及响应

（包括横穿道路和沿道路行驶）

4
周边车辆行驶状态识别及响应

（包括周边车辆加减速、切入、切出及静止等状态）

5 动态驾驶任务干预及接管

6 风险减缓策略及最小风险状态

7
自动紧急避险

（包括自动驾驶系统开启及关闭状态）

8 车辆定位与有效车道识别

※除以上通用项目外，还应检测自动驾驶功能设计运行范围涉及的项目

，如联网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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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年 第***号

智能网联车辆安全性自我声明

本单位 （名称） 因业务需要，于杭州市开展智能网联

汽车/功能型无人车的道路测试/创新应用（试运行）/

创新应用，期间将严格按照《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基本信

息》（见背面）的内容，遵守《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

用促进条例》《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创新应用管理实施办法》

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并为安全有序开展相关

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

（单位公章、法人签章） （工作小组确认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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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基本信息

主体

车辆识别代码

（车型）

安全员 （姓名、身份证号、电话）

项目 L3级自动驾驶 L4级自动驾驶

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区域或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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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功能型无人车车辆识别标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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