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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1年 7月，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开

展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同意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开展可持续城市交通系统研究开展试点。

自动驾驶出租汽车是可持续城市交通系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围

绕自动驾驶出租汽车开展政策制度、标准规范、关键技术等方面的研

究。2024年 8月 21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关于 2024年度第

39次、40次、41次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中交协秘字〔2024〕

105号），制定团体标准《自动驾驶出租汽车示范应用远程安全员操

作规范》，申请立项单位为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1.2 起草单位与协作单位

本标准牵头起草单位为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另有 5家自动驾

驶科技企业及行业管理部门参加本标准的研究与起草等工作，包括萝

卜运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航迹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市交通

运输局智能交通中心、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武汉车网智联

测试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后续，编写组将根据标准的编写需求酌情增

加参编单位。

1.3 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忠宜、李佳杰、陈晨、董升伟、郑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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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林、杨红军、赵辉、祁昊、张莉、史可朝。

标准制定工作过程中主要开展了国内外现状调研、相关理论和技

术研究、调研数据分析、标准技术条款内容编制等工作，具体人员分

工见表 1。

表 1 主要编制人员组成及分工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研究工作分工

1 吴忠宜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总体负责。负责国内外现状调研、术语

和定义（第 3章）、基本要求（第 4章）

内容起草等工作。

2 李佳杰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负责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国

内现状调研、出岗操作要求（第 5章）、

离岗操作要求（第 7章）内容起草等工

作。

3 陈 晨
萝卜运力（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负责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国

内现状调研、在岗操作要求（第 6章）

内容起草等工作。

4 董升伟 北京航迹科技有限公司

协助开展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

员国内现状调研、出岗操作要求（第 5
章）、离岗操作要求（第 7 章）内容起

草等工作。

5 郑龙飞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智能

交通中心

参与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国

内现状调研、基本要求（第 4章）内容

起草等工作。

6 马春林
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

务中心

参与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国

内现状调研、在岗操作要求（第 6.1、
6.4节）内容起草等工作。

7 杨红军
武汉车网智联测试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参与在岗操作要求（第 6.2、6.3节）内

容起草等工作。

8 赵 辉 北京航迹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出岗操作要求（第 7章）内容起草

等工作。

9 祁 昊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参与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国

内现状调研、出岗操作要求（第 5章）

内容起草等工作。

10 张 莉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智能

交通中心

参与基本要求（第 4章）内容起草等工

作。

11 史可朝
武汉车网智联测试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参与在岗操作要求（第 6.2、6.3节）内

容起草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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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与意义

自动驾驶技术作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发展制高点竞争

的重点领域，受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广泛关注。2019年 9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要加强智能网联

汽车（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研发，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

产业链”。随着自动驾驶相关政策发布及产业快速发展，我国自动驾

驶逐步从道路测试向实际运营发展，其商业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

2023年 12月，交通运输部印发《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全服务指南（试

行）》，提出“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的有条件自动驾驶汽车、高度自动

驾驶汽车应随车配备 1名安全员；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的完全自动驾驶

汽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经设区市人民政府同意，在指定的区域

运营时可使用远程安全员，远程安全员人车比不得低于 1:3”。

然而，目前国内外自动驾驶出租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在道路测

试与示范应用过程中，远程安全员在各环节的操作规范尚未明确，对

于从业人员的准入、商业化运营等产生巨大阻碍。在传统出租车领域，

驾驶员等客运服务关键岗位的操作规范相对完善，但由于自动驾驶技

术的特点，无法直接适用于自动驾驶出租，需在传统出租驾驶员等客

运服务关键岗位的操作规范基础上，根据自动驾驶的运营要求、技术

特点等进行调整和优化。与此同时，国内部分科技企业、整车企业已

开始主导建设和运行自动驾驶出租道路测试、示范应用与示范运营等

项目，取得了包括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在内的初步应用成果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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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成果对于远程安全员的操作规范要求并不完善、尚未形成体系。

为此，有必要对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的操作规范进行深

入研究。远程安全员作为自动驾驶出租车系统运行的监控者和干预者，

其操作规范直接关系到乘客和交通参与者的人身安全，对于系统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1）保障自动驾驶出租车系统运营安全

远程安全员扮演着监控系统运行、识别和应对异常情况等的重要

角色，需要通过监控系统平台、实时干预操作等方式，保障自动驾驶

出租车在各种情况下的安全运行。系统、规范的操作流程和操作要求

可以帮助远程安全员更有效地降低运营风险、有效识别问题并做出正

确决策，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及其负面影响。

（2）提高自动驾驶出租车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

规范的操作流程不仅有利于事故的预防，还可以减少系统故障的

发生、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运行效率。远程安全员若根据规范要求进

行操作，可及时干预系统并处理异常情况，将有助于减少故障的产生

及其扩大化，提高运行效率。

（3）提升自动驾驶出租车系统的乘客服务水平

在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中，乘客对于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具有

较高的期望。规范的操作流程和要求将提高系统运行的可控性，从而

增强乘客对于系统的信任度，并提升其体验和满意度。

（4）支撑构建自动驾驶出租汽车服务应用标准体系

自动驾驶出租汽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标委会、团体标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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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盟等均开始关注自动驾驶出租汽车服务应用标准体系，包括车辆

管理、人员管理、运营服务、考核评价、系统与数据、安全应急等方

面。目前，国家标准计划《自动驾驶汽车运营服务规范》正在起草中，

《自动驾驶出租汽车测试运营规范与安全管理要求》《自动驾驶车辆

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员技能素质要求和评价方法 第 2部分：自

动驾驶出租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运营站点

设置规范》三项团体标准已发布。本标准的编制将进一步支撑构建自

动驾驶出租汽车服务应用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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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2024年 3月～4月，开展标准前期准备工作，提出标准申报计划。

依托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城市客运自动驾驶

出行服务关键岗位职责与技能要求研究》、交通运输部智能交通先导

应用试点项目《广州城市出行服务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以及两项

地方咨询项目《自动驾驶车辆运营管理办法前期研究》与《自动驾驶

出行服务运营管理办法研究咨询服务》，通过文献和资料收集、问卷

调研、现场调查等方法，针对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的职责、

培训考核要求等的现状和需求，开展行业专题调研，梳理远程安全员

的操作要求。通过调研分析和前期研究，提出了本标准申报计划，并

确定了本标准的整体框架。

（2）标准草案编制阶段

2024年 5月～6月，编写标准草案初稿，提交标准计划立项申请。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牵头成立标准起草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方

案。起草组基于前期调研情况，结合实际需求，确定了标准的定位、

适用范围和内容结构，编制形成了标准草案初稿，并提交标准计划立

项申请。

（3）标准立项阶段

2024年 6月 25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

开了 2024年第 39次团体标准立项会议，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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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写组参加了立项答辩，与会委员和专家一致同意立项，并在

2024年 8月 21日正式公布了本标准的立项通知。

（4）标准草案完善阶段

2024年 8月～2025年 1月，编写组广泛调研了百度、滴滴、小

马智行、文远知行等自动驾驶科技企业对于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

全员的岗位定位、招聘要求、培训考核要求等实际经验，并对照出租

汽车运营服务、机动车驾驶员安全驾驶技能培训、网约车驾驶员服务

等标准规范进行标准草案的完善。

2025年 1月 3日，编写组在协会的指导下召开了大纲审查会。

编写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了工作大纲和标准草案，形成征求意

见稿相关材料，并于 1月 21日召开征求意见稿审查会。下一步，将

在 1月下旬～2月下旬进行为期 1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然后，根据

征求到的意见，修订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内容，形成送审稿相关材料，

并在 4月召开技术审查专家会。最后，根据技术审查专家意见，继续

修订完善标准内容，最终在 5月形成自动驾驶出租汽车示范应用远程

安全员操作规范发布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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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编制的原则与依据

4.1 主要原则

（1）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引用相关标准的部分内容，以及内容中提出的自动驾驶出

租汽车示范应用远程安全员操作规范，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政

策及相关标准相协调。远程安全员基本要求项目应以法律法规、管理

制度为依据。

（2）适用性原则

目前全国各自动驾驶科技企业在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

操作规范上存在差异，标准编制遵循适用性原则，综合各自动驾驶科

技企业的实际管理培训和操作要求和经验，提出共性和基本要求，并

充分征求各企业的意见，保证标准的普适性。

（3）先进性原则

当前自动驾驶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远程安全员操作规范提

供了有力支撑。本标准编制要体现先进性原则，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

最新自动驾驶技术装备等融入到远程安全员的操作规范中，能够更加

符合行业当前一段时间和未来的发展需求。

4.2 编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实际

调研，具体如下：

[1]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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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B/T 19522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3] GB/T 22485 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4] GB/T 32852.1 城市客运术语 第 1部分：通用术语

[5] GB/T 32852.4 城市客运术语 第 4部分：出租汽车

[6] GB/T 40429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7] GB/T 44373 智能网联汽车 术语和定义

[8] JT/T 378 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

[9] JT/T 915 机动车驾驶员安全驾驶技能培训要求

[10] JT/T 917.1 道路运输驾驶员技能和素质要求 第 1部分：旅

客运输驾驶员

[11] JT/T 917.3 道路运输驾驶员技能和素质要求 第 3部分：出

租汽车驾驶员

[12] JT/T 934 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员操作规范

[13] JT/T 1003.1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驾驶员技能和素质要求 第 1

部分：地铁、轻轨和单轨

[14] JT/T 1068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规范

[15] JT/T 1119.1 城乡道路客运应急处置规范 第 1部分：驾驶员

[16] JT/T 1134 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行车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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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GA/T 1773.1 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

[18] GA/T 1773.2 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 第 2部分：

小型汽车驾驶

[19] QX/T 595 气候指数 高温

[20]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 162号）

[21]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工信

部联通装〔2021〕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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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无冲突

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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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示范应用阶段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的基

本要求、出岗操作要求、在岗操作要求和离岗操作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示范应用阶段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的培

训、管理和操作指引。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主要规范性引用了以下文件内容：

GB/T 19522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GB/T 40429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给出了“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网格安全

员”、 “客服人员”、“远程驾驶控制台”、“运行管理平台”六条术语及

其定义，其中：

“自动驾驶出租汽车”的定义是为了明确本标准的适用场景，即面

向自动驾驶出租汽车的远程安全员。目前行业内对自动驾驶出租汽车

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需要本标准中通过术语明确。

“远程安全员”的定义是为了明确本标准的适用对象。目前行业内

对远程安全员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需要本标准中通过术语明确。

“网格安全员”的定义是为了在运营异常事件和事故处置中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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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安全员进行相关操作。目前行业内对网格安全员尚未形成统一的

定义，需要本标准中通过术语明确。

“客服人员”的定义是为了在运营异常事件和事故处置中配合远

程安全员进行乘客安抚等工作。目前行业内对客服人员尚未形成统一

的定义，需要本标准中通过术语明确。

“远程驾驶控制台”的定义是为了明确远程安全员监视和操控车

辆的装置。目前行业内对远程控制台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需要本标

准中通过术语明确。

“运行管理平台”的定义是为了明确远程安全员信息上报和接收

相关指令的来源。目前行业内对运行安全监测平台尚未形成统一的定

义，需要本标准中通过术语明确。

4.基本要求

规定了自动驾驶出租汽车示范应用的界定范围、远程安全员与运

行管理平台、自动驾驶出租汽车等相关主体间的相互联系、远程安全

员在出岗、在岗和离岗阶段的操作流程、远程安全员的一般要求、技

能要求、素质要求等。本部分内容主要调研了国内主要自动驾驶管理

部门和第三方监管机构对于远程安全员准入的相关要求、相关科技企

业对于远程安全员的培训考核要求，以及参考了相关部委发布的政策

文件中关于自动驾驶安全员的有关规定。

5.出岗操作要求

远程安全员出岗涉及其自身出岗状态、远程驾驶控制台及设施设

备、网络通信、车辆状态等，因此从这四方面提出了检查和确认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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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

5.1 节远程安全员自身状态主要参考《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2014）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体系建设的

意见》（交安监发﹝2022﹞4号），重点对安全员进行酒精检测等相关

测试。

5.2节远程驾驶控制台检查主要检查远程驾驶控制台的完整性、

相关硬件功能和软件系统等是否正常运行，出现问题时要求及时上报

运行管理平台。

5.3节网络通信检查主要检查远程驾驶控制台网络通信功能、运

行管理平台网络通信功能、车辆网络通信功能等是否正常运行，出现

问题时要求及时上报运行管理平台。

5.4节车辆状态主要是通过查看仪表盘和视频、系统自检等方法

进行确认，自动驾驶出租汽车可自主检查轮胎胎压、电池、行车记录

仪、相关车内套件等的状态，如有异常可在车内显示屏或远程控制台

进行显示，远程安全员需请求更换车辆，因此远程安全员仅需确认是

否存在异常即可。

6.在岗操作要求

在岗阶段可分为正常运行、交接车辆、运行异常事件和事故三类，

远程安全员在不同的运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操作要求。

6.1节正常运行下，远程安全员需监视车辆的运行情况和周边环

境的变化，并保持身心健康，如出行身体不适及时上报并更换远程安

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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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节交接车辆时，远程安全员需按照 5.4节车辆状态确认的相

关要求，重新确认车辆状态。

6.3节运行异常事件下，远程安全员需及时上报，并根据事件等

级进行人工接管车辆、靠边停车、配合地面人员进行现场处置等操作。

6.4节事故情形下，分为总体要求和具体要求，总体要求为应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道路交通事

故处理程序规定》等进行，同时根据最小风险原则停驶车辆，具体要

求则根据财产损失事故、伤人和死亡事故进行分类处理，及时上报平

台，并根据事故等级配合网格安全员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处置。

7.离岗操作要求

离岗阶段可分为正常离岗、异常离岗两类，远程安全员在不同的

运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操作要求。

7.1节正常离岗时，远程安全员需按照 5.2远程驾驶控制台检查、

5.3网络通信检查、5.4车辆状态确认的相关要求，重新进行远程驾驶

控制台检查、网络通信检查和车辆状态确认。远程安全员在检查和确

认无误后上报运行管理平台，得到运行管理平台的确认后可离岗。

7.2节异常离岗时，远程安全员需及时上报运行管理平台，得到

运行管理平台的确认后可离岗。

7.3节是记录和上报，远程安全员需要对运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发生的突发事件等及时记录和上报。

8.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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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属于资料性附录，给出了自动驾驶出租汽车示范应用远

程安全员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是标准条文内容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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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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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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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加强标准宣贯

编写组将面向自动驾驶主流科技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加强标准

宣贯工作，对标准的条文、编制背景、依据和意义进行详细介绍。

（2）强化与自动驾驶科技企业配套制度的衔接

加强与自动驾驶主流科技企业的合作，配套企业关于远程安全员

培训考核、管理等的规章制度。

（3）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统一培训考核机制的前期研

究储备

加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协作，以本标准规范为

基础，开展自动驾驶出租汽车远程安全员培训考核等的前期研究，为

未来形成全国层面统一的培训考核机制奠定基础。

（4）定期评估标准的实施效果

定期评估本标准的实施效果，针对评估结果进行改进和完善，使

标准更加符合自动驾驶科技企业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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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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