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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 部分：设计导则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中项目编

号 20202564-T-339 的标准制定项目，制定推荐性国家标准《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

部分：设计导则》。 

1.2 主要工作过程 

任务下达后，汽标委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根据单位申请情况成立标准起草项目组，确定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任务和分工，积极开展标准的

预研、起草及征求意见等工作。 

自标准制定工作启动以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多次组织项目组成员单位召开

项目组会议，翻译 ISO 标准文本，并根据中国产业发展现状调整标准结构和内容，形成征求意

见稿，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2018年 9月～2019年 3月 翻译国际标准 ISO 20077-2:2018《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部分：设计导则》，并提交立项。 

2018年 3月～2019年 12月 成立项目组，组织项目组成员对 ISO 20077-2:2018《道路车

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部分：设计导则》翻译稿进行多轮校对和整理。 

2019年 12月～2020年 6月 组织项目组成员单位分析国际标准的结构和技术内容的合理

性及与国内产业情况的适用性。并根据分析情况，确定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结构和技术内容的调

整方案。 

2020年 6～月 11月 形成国标草案，并在汽标委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网联功能与应用标准

工作组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 35条，并组织项目组成员单位及主要意见单位召开意见协调会，

协调结果为：采纳 12条意见、部分采纳 5条意见、未采纳 18条意见。 

2020年 12月 形成征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1.2.1 项目组第一次会议 

项目组于 2019年 4月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启动标准制定工作。会议就国际

标准 ISO 20077-2:2018《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 部分：设计导则》的标准背景、内

容和项目组后续规划进行介绍和讨论。会议明确：标准为整个产业的基础性标准，具有采标的

意义；标准拟申请立项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1.2.2 项目组第二次会议 

项目组于 2019年 7月在西安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国际标准翻译稿进行讨论。

会议明确： 

1) 项目组近期将主要处理翻译和编辑问题，技术问题留待下一阶段讨论。 

2) 国际标准的结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需要用重新起草法修改性采用国际标准。 

3) 对国际标准的结构进行讨论，并初步确定国家标准结构如下表： 

国际标准章节 调整 国标框架 

1 范围 保留并编辑性修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保留并编辑性修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保留并编辑性修改 3 术语和定义 

4 缩略语 保留并编辑性修改 4 缩略语 

5 用于识别规则和

基本原则以及规定

其相关内容的样例 

保留并审查内容 5 用于识别规则和基本

原则以及规定其相关内

容的样例 

6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

概述 

保留并审查内容 6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概

述 

7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

——规则 

保留并审查内容 7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

—规则 

8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

——基本原则 

保留并审查内容 8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

—基本原则 

9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

——技术模板 

调整为资料性附录 附录 B（资料性） 

网联车辆设计导则——

技术模板 

附录 A（规范性） 

技术需求模板 

调整为资料性附录 附录 C（资料性） 

技术需求模板 

附录 B（规范性） 

技术响应模板 

调整为资料性附录 附录 D（资料性） 

技术响应模板 

1.2.3 项目组第三次会议 

项目组于 2020年 2月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第三次会议。会议对国标草案内容进行讨论，

会议决议如下： 

1) 3.2 术语修改为“生命周期”，定义修改为“车辆在其整个生命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包括设计、制造、客户使用、维护和回收” 

2) 3.3 定义修改为“车辆上与远程技术员保持通信的人员，该人员能够按照远程技术员

的要求行事并回答远程技术员的问题，从而帮助诊断。” 

3) 3.5 术语修改为“需求方”，定义修改为“向网联车辆制造商提出新功能需求的企业

或法人实体。” 



4) 6.1 概述 中对 security的翻译定为“防护性”。 

5) 7.1 中“约束”一词很少在标准中用到，决定改为“客观限制”。 

1.2.4 项目组第四次会议 

项目组于 2020年 10月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逐句讨论和完善标准草案，会议决议

如下： 

1) 3.3 术语修改为“本地诊断协助者”。 

2) 3.4 定义修改为“在车辆内，操作、控制或服务网联车辆的人”。 

3) 6.6 BP_010 的注中内容修改为“注：使用专用接口访问与功能相关的数据并不意味

着数据的可用性。” 

1.2.5 工作组征集意见 

标准草案于 2020年 12月向网联功能与应用标准工作组 100余家成员单位征求意见，本次

征求意见共计收到 35条反馈意见，项目组成员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讨论处理，协调结果如下：

采纳 12条意见、部分采纳 5条意见、未采纳 18条意见，并根据相关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

改。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制遵循如下原则： 

1) 本文件编写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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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2) 既尊重原国际标准的内容，又充分考虑与国内产业情况的适应性。 

2.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是 GB/T XXXX《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的第 2部分。 

《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部分：设计导则》规定了一组通用的规则和基本原则，

每个车辆制造厂都应从中衍生出自己的方法或流程来设计用于解决一组特定用例和场景的网

联车辆。 

⚫ 它是一项方法论标准，规定了一个通用的规则和基本原则的体系，各车辆制造厂可据

此制订出自己的应用方法或流程。 

⚫ 它是一项设计方法标准，适用于网联车辆的制造商设计流程。 

《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2部分：设计导则》由三部分组成： 



⚫ 需求方使用的指南（模板），该指南完整地描述网联车辆的使用需求（适当的用例、

用例场景与用例功能需求）； 

⚫ 车辆制造厂使用的指南（规则和基本原则），以避免在设计流程中遗漏任何设计步骤； 

⚫ 车辆制造厂使用的指南（模板），用于向需求方展示设计的技术成果。 

《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 部分：设计导则》旨在指导网联车辆的设计流程。它

并不涉及关于从网联车辆制造厂处获得信息以开发新业务的流程。但为了降低风险，建议所有

选择应用《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 部分：设计导则》的各方均应用这些流程。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4 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情况以及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 ISO 20077-2：2018《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第 2部

分：设计导则》。 

1) 本文件与 ISO 20077-2：2018相比在结构上调整如下： 

本文件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 20077-2:2018章条编号 

3.1 3.1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4 4 

5 5 

6 6 

7 7 

8 8 

附录A — 

附录B 9 

附录C 附录A 

附录D 附录B 

2) 本文件与 ISO 20077-2：2018的技术性差异及原因如下： 

——修改“1 范围”的表述，适应国标起草规则； 

——修改“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该模板仅作为建议模板； 

——修改“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该模板仅作为建议模板； 

——修改“附录 D”为资料性附录，该模板仅作为建议模板。 



3) 本文件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4 缩略语”中未用到的缩略语； 

——增加资料性附录 A，说明与 ISO 20077-2:2018相比相应的结构变化情况。 

5 标准涉及的专利情况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6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本文件的制定和实施，将指导网联车辆制造厂进行网联车辆设计和开发，为智能网联汽车

发展及相关行业管理提供基础支撑，为后续汽车网联功能与应用相关标准制定提供基础，将对

推动汽车网联功能的普及应用发挥重要作用。 

7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无抵触，并可为后续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的出台提供支撑。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实施。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 其他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