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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保持德国汽车工业的国际领导者地位$德国于!&!"年6月通过

&自动驾驶法'$再次修订&道路交通法'和&机动车强制保险法'%

&自动驾驶法'允许W3级别智能汽车在德国公共道路指定区域运

营$并规定了相应的技术要求*行驶条件和数据处理规则%该法

还创设了技术监督员制度$将其纳入保有人强制责任保险的被保

险人之列%作为德国自动驾驶法律制度的又一次深化与创新$该

法虽仍有不足$但也为我国自动驾驶立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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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年6月$德国颁布了首部针对智能汽车的法律&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
案#'!简称&第八修正案'#$初步为智能汽车在德国落地清除了法律障碍%! 时隔3
年$德国再次立法$修订&道路交通法'与&机动车强制保险法'%新法名为&自动驾
驶法'!$9>97(()G@)7;B;G9BK@8A9B#$意在为无人驾驶技术的落地运营提供法律
依据和监管框架%新法允许W3级别智能汽车在德国公共道路指定区域常态化运
营$对其技术要求*准入条件*数据处理规则等作了规定%该法还创设了(技术监督
员)!79=8B<>=895)?><=87#制度%该法案在!&!"年6月!&日和!2日分别获德国联
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表决通过$于/月!/日正式颁布并于次日生效%本文介绍该
法出台的背景$评价其内容$并将中德两国自动驾驶立法状况进行比较$以求取长
补短%

二*德国&自动驾驶法'出台的背景

!一#德国汽车工业的困境与雄心
汽车工业是德国的(世界名片)之一%据统计$"HH/年德国汽车的全球占有率

达到""4Hb%但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新能源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现$明显冲击
了德国汽车的竞争优势$!&"H年德国汽车的全球占有率下滑到64Hb%" 严峻的现

实迫使德国积极推进自动驾驶战略%在!&"6年公布的&自动和联网驾驶战略'中$

德国政府强调$保持德国在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先地位是(国家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基
础)%# 德国为此加大技术研发和专利布局%根据科隆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德国制
造商持有全球自动驾驶专利的6!b$名列全球第一%$

但受限于欧洲和德国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德国智能汽车道路测试起步较晚$在
&第八修正案'生效前缺乏大规模*多元化的国内道路测试环境%随着自动驾驶技
术的发展$德国政府感受到以立法方式推动德国智能汽车产业进步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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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韬略*蒋瑶瑶"&德国智能汽车立法及6道路交通法7修订之评介'$载&德国研究'$!&"/年第0期$

第I/ /H页$这里第I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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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各党派对审议的草案虽有批评意见$但都认可立法的必要性%! 德国政府的

焦虑和决心$在立法理由书之中显露无遗"(目前尚无使用智能汽车的国际准则%

然而$如果再踌躇一段时间$德国在智能汽车的发展中将处于危险地位$也无法利
用这一领域所蕴藏的潜力%如果不进行规制$可能会失去提升道路安全*减少环境
排放和加强德国创新地位以及社会包容度的重要机会%)"

!二#智能汽车从道路测试迈向运营阶段
得益于政策支持*企业布局以及资本市场的推动$近年全球智能汽车开始从路

测迈入运营%随着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发展$一些国家正积极调整现有法律和政
策$为高级别智能汽车的商业化提供法律支撑%例如$!&"H年欧盟发布了&欧盟自
动驾驶车辆许可豁免流程指南'$日本通过了&道路运输车辆法'和&道路交通法'的
修正案$韩国出台了&促进和支持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法案'$!&!&年美国颁布了
&自动驾驶汽车34&"确保美国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年我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第"6&条也出现了自动驾驶车辆运营的规定%德国
&自动驾驶法'正是国际社会新一轮自动驾驶立法的代表%

!三#现有立法不能满足技术发展的需要
迄今为止$欧盟层面针对智能汽车的专门立法尚不充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

事会于!&"2年6月0&日通过&关于机动车辆和机动车拖车以及此类车辆部件和
独立技术单位的系统授权和市场监测的第!&"2/262号条例'$修订了旧的条例$但
仍然强调车内必须有车辆驾驶员%# 德国&第八修订案'所允许的W0级别智能汽
车也要求配备人类驾驶员并在必要时候接管汽车%这显然不能满足智能汽车产业
对无人驾驶技术测试的新需求%

相比之下$近年个别国家放开了无人驾驶的法律限制%例如$!&"/年日本警
察厅&远程自动驾驶路测许可标准'将驾驶员远程操作汽车上路的实证试验归入日
本&道路交通法'第//条规定的道路使用许可的行为%$ !&"2年美国加州机动车
管理局将远程驾驶员定义为不需要坐在驾驶座上的人$其可以监测并接管驾驶或
使车辆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年英国车联网中心发布了两项修订案$允许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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