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应用试

点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对广州市等六个高精度地图应

用试点城市的工作部署，规范我市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的

生产、应用和管理，推动我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根据我国测绘管理、地图管理、数据安全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起草

了一部部门规范性文件《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应用

试点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智能汽车自动驾驶领域发展迅猛，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是我省制造业当家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

广州是全国智能汽车产业发展最快、道路测试最活跃、技术

创新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产业已成

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

新兴地图新领域监管依据空缺，潜在地理信息安全隐

患。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是智能汽车自动驾驶的重要基础

设施，也是伴随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作

为新兴地图领域，其内容新、精度高，技术发展百花齐放、



更新迭代日新月异，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的管理方式难以满足

多元各异的应用需求，将影响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商业化运营

的进程，可能导致产业发展贻误先机；同时企业主体多外资

企业、数据流转交互频繁，潜在着地理信息数据泄露、违法

测绘等不可忽视的地理信息安全隐患，亟待通过立法为规范

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的生产和应用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探索先行先试，落实监管创新。广州市是全国首批高精

度地图应用试点城市，国务院提出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试行高精度地图面向智能网联汽车使用”的改革事项，自然

资源部鼓励试点城市先行先试，提出了“能够形成可全国复

制、推广的自动驾驶相关地图安全应用技术路径和示范模

式”的任务要求；由此，我局起草《规定》，通过监管创新

和服务创新，探索形成“广州经验”，为我市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二、术语说明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是近年来的新兴技术领域，其中

涉及的地图也属于新型测绘产品，在术语定义、标准规范等

方面，目前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统一标准。基于目前学术界和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通识认知，智能网联汽车所使用的地图

数据可分为静态的基础地图数据和动态的即时感知信息两

类，其中基础地图数据为长期稳定、不易发生变化的交通环

境设施信息（如道路线、车道线、交通标志等），可为智能



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提供先验性的地理参照；而动态的即时感

知信息则为智能网联汽车通过装载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模块、

惯性测量单元、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设

备，在运行、服务和道路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

空间进行数据采集（如车流、行人活动等信息），感知行驶

过程中的场景情况，可为自动驾驶控制决策提供实时的信息

支撑。《规定》关注的“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不包含此

类即时动态信息，内容包含“高精度地图”的静态数据部分

和高级辅助驾驶地图。

三、必要性与合法性

（一）必要性

《规定》是依法行政、履行监管职责的必要依据。广州

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水平全国领先，基础地图的测试、

应用活动频繁，潜在地理信息安全隐患。高精度地图试点工

作属于我局职能范畴，制定《规定》将为依法行政提供必要

的依据支撑。

《规定》是落实高精度地图试点先行先试的工作要求。

广州是高精度地图试点城市之一，国家在数据安全、地图审

核、地图监管提出了先行先试的工作要求。制定《规定》是

开展先行先试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兼顾“促发展”和“守底

线”，形成“广州范式”的必要内容。

《规定》是推动智能网联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规定》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相关单位依法开展生产、测试、

应用提供明确的规则指引，从根源上排除因规定要求不明确

造成的违法违规、无序发展等隐患，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利益，促进我市智能网联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合法性

制定主体合法。《规定》聚焦地图管理与地理信息安全，

属于我局职能或与我局职能相关，《规定》符合《广州市行

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制定主体合法。

法律依据充足。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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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测绘条例》

《广州市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

定》，其主要条目基本具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等依据。对于

《规定》中为适应行业发展提出的创新性内容，已通过组织

专家论证的方式，充分论证其合法性。

四、主要内容

《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对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的生

产、应用和管理提出了规定要求，共计二十二条，主要包括

六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是第一条至第五条，属于规定的总则部分，主

要明确《规定》的适用范围、管理对象的范畴定义和管理部

门的责任分工。

第二部分是第六条至第八条，为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



采集与表达活动的规定，明确了有关测绘活动的行为范畴、

从业的资质要求以及地图的表达范围。

第三部分是第九条至第十二条，为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

图存储与传输活动的规定，从地理信息安全出发，明确了存

储、应用、传输和安全审校制度的要求。

第四部分是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为智能网联汽车基础

地图审核与使用活动的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实行地

图审核制度，针对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更新频繁的情况，

提出了地图审核、地图备案的管理机制，针对应用主体众多、

应用活动频繁的情况提出了应用报告和成果汇交的管理措

施。

第五部分是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为智能网联汽车基础

地图监管与服务的规定，从加强协同监管、鼓励科技创新、

提高信息化辅助监管能力和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方面做出

了规定要求。

第六部分是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二条，为法律责任部

分，主要明确了法律责任和《规定》的施行日期。

五、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主要制度措施

（一）地图审核制度难以满足基础地图应用及时性问题

问题说明：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数据鲜度（现势性）

要求高、数据量大、更新频繁（可达到周更甚至日更水平），

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的地图审核制度审查时间长，依法送审取



得审图号一般需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难以满足智能网联汽

车测试、运营等活动中对基础地图使用的及时性需求。

主要制度和措施：《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

九条提出了“全量审核、增量自查、定期备案”的管理措施，

即对首次送审的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全量）实行地图审

核制度，按照我国地图审核管理规定，为符合要求的地图核

发审图号，审图号有效期为两年；当地图制作主体基于取得

审图号的地图开展增量更新时，对于属于第十四条中界定的

显著更新变化的，须重新报送有审核权的主管部门开展全量

地图审核，重新取得审图号后方可公开使用；对于不属于第

十四条中界定的显著更新变化的，可通过增量内容自查的方

式，每六个月将增量增量地图数据及核查校对情况向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补丁式”延续已获取审图号的

有效性，避免频繁更新的地图审核流程对地图应用带来现势

性的滞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通过备案的抽查，加

强增量更新内容的事后监管。第十九条中的采用信息化方

式，建立增立地图快速审查的辅助技术手段，为以上增量审

查提供便捷高效的技术服务支撑。

（二）缺少测绘备案制度，难以从源头知情并服务指导

测绘活动依法开展

问题说明：广州作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发展热点城

市，近年来大量测绘资质单位和自动驾驶相关企业来穗开展



基础地图数据采集与测试应用。在缺少测绘备案制度的背景

下，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无法从源头知悉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测

绘活动开展情况，潜在着无资质测绘、超资质测绘等非法测

绘风险和地理信息安全隐患，难以通过政策贯宣靠前服务，

指导有关企业依法开展测绘活动。

主要制度和措施：《规定》第十五条提出“应用报告”

的管理措施，即通过“事前、事中主动告知”的方式，确保

主管部门对来穗开展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测试活动中涉及测

绘活动的知情，通过随机检查加强对有关企业的持续关注与

服务指导，督促落实测试、应用活动中企业主体的安全责任，

从源头上避免因信息不通畅造成的测绘地理信息合法性风

险。

（三）缺少协同监管机制产生的跨部门管理要求不统

一、信息不对等问题

问题说明：除了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在测

试车牌申请、开放测试道路划定、交通事故安全责任溯源、

地理信息安全保密管理等工作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涉及

到工信、交通运输、公安、保密、密码、网信和国家安全等

众多部门的联合监管。因不同专业领域的关注点差异和专业

法律、政策信息的不对等，可能产生跨部门信息难以共享、

管理要求不统一的问题，信息差异可能为企业带来困惑，不

利于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推进。



主要制度和措施：《规定》第十七条提出“协同监管”

的管理机制，即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的机制，来打

破跨专业的信息壁垒，确保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的管理思路和

规定要求可以嵌入到其他专业领域涉及智能网联汽车基础

地图管理的工作中，通过加强现场检查和过程监督的方式，

建立和健全跨部门联合监督管理机制，面向全市一盘棋实现

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管理跨专业部门的外部闭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