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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智能座舱交互系统设计指南》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同济大学、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经中

国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 2022 年团体

标准制修订计划，标准名称为《汽车智能交互设计与技术规范》。

（二）项目背景

智能驾驶作为人工智能、车联网技术、5G 技术发展重要的

场景载体，在技术研究和产业发展上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座舱内

部空间的人机界面、操作方式和交互过程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

化。 “人-车-环境”的人机界面反映了智能系统与人类驾驶员

之间的信任冲突和控制权分配，已经成为影响汽车安全的关键要

素之一、并成为国内外各大汽车企业及科技公司的关注重点。本

标准致力于建立智能座舱人机交互界面的框架性人机交互设计

指南，协助企业开展相关的智能汽车交互设计产品或者服务。

（三）目的意义

随着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消费者对于出行场景有了

更多的功能需求，同时越来越多的信息涌入车内，随之而来的便

是车内屏幕的不断增加。在多屏化趋势和多通道交互模式下，需

要综合考虑智能座舱的人机界面（Human Machine Interface，

HMI）信息交互特征，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为用户提供更

好的驾乘体验，首次提出该标准的制订，高效、智能、舒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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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需求为导向的人机交互系统及其设计将为企业提供更多的

商机。

（四）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名单

本文件起草单位：××××××、××××××、××××

××、××××××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等。

（五）主要起草过程

1.文本调研

2022 年 1 月启动了文本的调研工作，并与 2022 年 2 月完成

了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

2.标准立项

2022 年 2 月向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申请，

于 2022 年 3 月获得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批准立

项。

3.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 年 10 月 11 日，召开项目启动会。

2022 年 10 月 17 日，成立了像航（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浙江棱镜全息科技有限公司、联想（上

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并讨论标准调

研工作事项。

4.形成标准草案

2023 年 12 月 19 日，起草组对资料收集情况进行汇总处理，

形成标准框架。

2024 年 1 月 5 日，开展组内讨论，确定了标准框架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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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2024 年 1 月 11 日，对起草的标准文本进行讨论，并邀请了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专家和编制

组一起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将标准名称调整为《汽车智

能座舱交互系统设计指南》。

5.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1 月 12 日~2024 年 1 月 23 日，起草组根据反馈的意

见和建议，对草案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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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团体标

准工作程序》的规定起草。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智能座舱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的系统框架，

规定了功能要求和性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智能座舱人机交互系统的设计、开发、测
试、评估和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 M1 类车。

（三）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汽车智能化已成为行业的趋势。而座

舱交互体验作为汽车智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设计一个安全、

高效、舒适、先进的智能座舱交互系统对汽车用户的感知和满意

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件就是以此为出发点为企业和用户

开展智能座舱交互系统设计工作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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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座舱人机交互系统方面，目前大屏多屏、高多集成化、

多通道交互方式、信息、娱乐和控制等多功能交互系统已逐步成

为各类车型的基本配置，与此同时，由于相关标准或指导性意见

的不足或缺失，带来了从驾驶员的认知负荷到以用户为中心的一

系列问题，甚至是车辆驾驶的安全性都受到影响。

基于此，本文件在广泛的调研、资料查阅与总结、学术研究

及实践项目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汽车智能座舱交互设计指南，给

出一些设计的基本总则和方法的指导意见，解决目前汽车智能座

舱交互系统设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使汽车人机交互系

统的设计不仅获得更好的安全性和用户满意度，也更好地适应市

场和社会环境。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

效果

1、本文件对市场现有主流车型及其智能座舱人机交互系统

进行了调研、分析，对其设计基本原则、方法、目的和用户体验

情况等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和总结，对本文件的制订提供了重

要的一手参考资料；

2、本文件在起草之前和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汽车智

能座舱人机交互系统设计的相关资料的查阅，对相关理论和方法

的成果、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对本文件的制订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综合前面两部分的基础工作及相关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实

践，结合当前该项工作方面的现状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

题，提出一些指导性的设计原则对该行业或系统的有序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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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整体综合技术水平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产生更大的经济价

值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文件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的采标情况。

五、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及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相协调。

七、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必要专利等知识产权情况。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汽车智能座舱交互系统设计指南》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