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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数据安全与共享成为关键议题。为确保技术进步与用户隐私保护并重，需要

建立完善的自动驾驶保险制度。该制度应平衡数据保护与合理共享的需求，同时保护个人隐私不受侵犯，

不断创新数据安全技术、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加强跨界合作、建立可持续的数据隐私保护机制，确保在

保障个人隐私的同时，支持事故调查的有效进行，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法律和道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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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advances, data security and sharing have become critical issues. 
To ensure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user privacy protection are equally emphasized, it is nec-
essary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system for autonomous driving. This system should 
balance the needs of data protection and reasonable sharing, while protecting personal privacy 
from infringement. It is essential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data security technologies,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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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 a sustain-
able data privacy protection mechanism. This will ensure that while protecting personal privacy, it 
also supports the effective conduct of accident investigations, to address potential leg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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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动驾驶数据对于实现社会目标具有重大价值，是交通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自

动驾驶数据共享活动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和许多法律空白问题，这不仅制约了行业的发展，也限制了数

据潜力的挖掘。因此，亟需构建一套完善的法规体系，确保数据共享的安全、高效，促进自动驾驶技术

的进步与广泛应用。 
目前国内学者对自动驾驶数据共享的法律规制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的方面，例如自动驾驶汽车产品

缺陷的认定面临技术与法律层面的障碍，缺乏成熟的技术标准。另一方面，数据共享过程中个人隐私保

护问题亦不容忽视。[1]针对这些问题，法规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各方利益，明确数据共享的范围、原则及

责任分配，制定数据分类分级和采集传输标准。构建既符合技术发展需求，又能有效保障公民权利的法

治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研究交流，不断完善与优化，以期在自动驾驶领域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规体系。 
针对自动驾驶法律规制上的这些困境，有的学者建议使用云服务器自动采集技术[2]，判断自动驾驶

模式与人工驾驶模式，维护各方利益。笔者认为，针对云服务器技术的应用，我国应出台具体实施细则，

确保在自动驾驶事故责任认定中，该技术的数据能够被公正、客观地运用。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需强化跨部门协作，推动立法机构、行

业企业及研究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探讨自动驾驶数据共享中存在的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问题，形

成多方共识。应借鉴例如美国密歇根州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基地的经验，制定专门法律建立国家级自动

驾驶数据平台，明确数据共享的适用情形，促进企业数据与政府数据的良性双向流通。 

2. 自动驾驶汽车强制保险制度面临的难点 

2.1. 数据隐私保护与事故调查的平衡 

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强制保险制度，数据隐私保护与事故调查的平衡是核心议题。随着自动驾驶技术

的快速发展，车辆产生的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事故调查将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分析，然而这些数据同样

包含了用户的位置信息、驾驶习惯、车辆状态等隐私信息，一旦泄露或被滥用，将对用户的隐私安全造

成严重威胁。因此，在强制保险制度中，必须建立严格的数据保护机制，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

性。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合理利用这些数据，提高事故调查的效率和准确性。数据

隐私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在保障用户隐私的同时，确保事故调查的有效进行，成为了亟待解决

的问题。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143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怡池 
 

 

DOI: 10.12677/ds.2024.1011435 77 争议解决 
 

传统的人工驾驶车辆常被比喻为“移动的私人空间”，在其中的乘客与驾驶员可以期待不被外界所

观察、研究、监视或打扰。从这一角度出发，传统车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个人隐私并增强了个人的自

主性。然而，一旦车辆配备了自动驾驶智能系统，便可能对个人隐私安全带来潜在风险。这是因为自动

驾驶汽车的硬件设施及智能系统赋予了车辆视觉和听觉能力，进而产生了大量关于我们日常活动、目的

地选择、消费习惯等个人数据。这些数据的规模之庞大，往往超出了人们的预期[1]。 

2.2. 技术发展与法规滞后的矛盾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车辆的安全性能、事故预防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现行的保险制度

却往往基于传统的车辆事故风险评估，难以准确反映自动驾驶汽车的实际情况。这种制度滞后不仅可能

导致保险公司对自动驾驶汽车的风险评估不准确，进而影响到保费定价和事故赔偿，还可能引发公众对

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的担忧。 
当前的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为数据法治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它们并未专门针

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数据开放共享制定规则。尽管有《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但这些规定并

不完全适用于自动驾驶情境。由于缺乏自动驾驶法案和数据开放共享的相关规则，行业内的数据共享实

践仍处于初级阶段，企业间尚未形成普遍的数据共享惯例。这限制了数据供给能力的提高和技术的快速

进步，同时也增加了数据泄露、滥用和垄断的风险[3]。部门管理意见、建设指南等由于效力位阶不高，

在实践中发挥的规范作用不够充足，且存在与遵从高位阶法律，进行细化解释适用，以及与其他部门或

地方所发布的同位阶规范文件协同适用的问题[2]。 

3. 解决策略 

3.1. 平衡数据隐私与事故调查 

3.1.1. 数据隐私保护 
数据隐私保护的核心在于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和机密性，而事故调查则需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和分

析数据，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寻求平衡。一方面，

我们需要制定严格的数据保护政策，明确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范围，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另一方

面，我们也需要建立高效的事故调查机制，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快速准确地找出事故原因，为事故处理

提供科学依据。以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事故为例，特斯拉车辆收集了大量的行驶数据，采取了多项措施，

包括加密存储用户数据、限制数据访问权限等，以确保用户隐私不被侵犯。 
总之，在自动驾驶汽车强制保险制度中，数据隐私保护与事故调查的平衡至关重要。通过制定严格

的数据管理和使用政策、采用加密技术保护数据、建立独立的数据监管机构等措施，可以在保障用户隐

私的同时，确保事故调查的有效进行。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有助于推

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健康发展。 

3.1.2. 强化数据安全 
根据《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和《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两个文件，为解决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这一问题，可以考虑建立健全的数

据权益分配机制，促进公平的数据流通，同时强化数据安全的技术措施和风险评估。明确数据管理和安

全的标准，有助于在保障数据联通的同时，确保数据安全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既保护企业和个人隐私，

也允许数据的合法使用以促进技术创新。 
例如，车企需要数据来优化自动驾驶算法，而政府和科研机构也需要数据来维护公共安全和进行研

究。其次，建立健全算法记录留存、公开与备案制度，这有助于提高算法透明度，减少“算法黑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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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安全隐患。通过记录和备案，监管机构可以监督算法决策过程，防止潜在的滥用或不公正行为。自

动驾驶算法的记录必须得到妥善保存，在确保算力和维护运行周期的基础上，为交通肇事的裁决提供完

整的依据。严禁擅自篡改或删除相关记录数据，并应设定平台向主管机关传输并保存数据的义务。[2] 

3.2. 构建数据互联，实现数据共享 

3.2.1. 各方参与协作 
随着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关的法规政策也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规范数据共享是解决

数据联通问题的关键。当前，由于车企测试区域的局限性，数据的地域性限制了自动驾驶的性能。推动

数据共享机制，如建立统一的数据交换平台，可以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促进数据的高效利用。这种

调整和完善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共同参与和协作。政府需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法规政策；企业需要积极配合政府的监管要求，不断提升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公众则需要加强对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了解和认识，提高接受度。 

3.2.2. 搭建合作平台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汽车制造商、保险公司、科技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等各方需要紧密合

作，通过构建跨界合作平台，构建一套兼顾创新与监管的数据共享机制，各方可以共享资源、交流经验，

共同推动自动驾驶汽车强制保险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促进信息共享与技术交流，规范数据交换标准，提

高透明度，降低数据垄断风险，同时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共同应对技术挑战和市场变化。 
以美国密歇根州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基地为例，该基地汇聚了多家汽车制造商、科技公司和研究机

构，共同开展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与测试。通过这一平台，各方可以实时共享测试数据、交流技术进展，

并共同应对技术挑战。这种跨界合作模式不仅加速了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也为强制保险制度的制定提

供了有力支持。 

3.3. 建立规范化和法治化的治理架构 

现有的数据安全法规，如《数据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为数据安全提供了基础框架，但还需要

针对自动驾驶的具体情况细化相关规定，并且公开相关规定，以应对数据安全与联通的双重挑战。 

3.3.1. 技术与政策的协同发展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动驾驶汽车逐渐从概念走向现实，无疑为交通出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

与高效。然而，在这一技术革新的背后，却隐藏着技术发展与法规滞后的深刻矛盾。而与之相关的法规

政策也需与时俱进，确保技术发展与法规监管之间的平衡。这种协同发展的模式不仅有助于自动驾驶汽

车的商业化落地，还能为整个行业提供清晰、稳定的法律环境。这种矛盾不仅影响了自动驾驶汽车的商

业化进程，更对公众的安全与信任构成了潜在威胁。 
面对这一矛盾，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法规制度，以适应技术发展的需求。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加

强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研究与监管，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法规政策，确保技术的安全可控发展。美国近年

来多个州已经通过了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法规，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商业化运营。这些法规的出台，

不仅为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还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如高精度地图、传感器制造

等。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这些法规也在逐步放宽，以适应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需求。 
为了推动智能网联车险的稳步发展，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例如，在 2019 年发布的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明确提出了要加强智能汽车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试点。随后，在 2020 年

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中，也强调了智能汽车保险在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规范智

能网联汽车的测试与示范应用，中国政府又在 2021 年和 2023 年分别制定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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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及相关指南。这些规范明确指出，在试点使用智能网联汽车的过程中，必须购

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附加高额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以确保道路安全和保障各方权益。

通过上述政策法规的出台，中国政府为智能网联车险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促进了

该领域的健康发展。这些政策旨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和示范应用，并为智能

网联车险的发展提供了法规基础。 
然而，法规政策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综合考虑技术成熟度、公众接受度、社会影响等多方

面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成为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例如，通过对自动驾驶汽车在实

际道路测试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评估其安全性和可靠性，为法规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3.3.2. 定期风险评估 
行为监管是现代保险监管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与偿付能力监管和保险公司治理监管并列，是确保

保险市场稳健运行的基础。在中国，随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行为监管被进一步强化，旨在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风险管理和防范处置。监控和评估强制保险制度的影响对于指导未来发展方向

至关重要。监控和评估强制保险制度的影响还需要关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应定期进行数据

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确保数据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推动相关技术进步，增强数据

的可控性和可信性。 
在保险行业，行政处罚作为一种关键的市场行为监管工具，对于有效预防与解决保险公司面临的风

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处罚能通过增强市场竞争程度来更有效地约束保险公司行为，降低风险。

例如，2021 年，原银保监会对保险领域的大量行政处罚反映了对市场违规行为的严格管控，旨在约束保

险公司过度风险承担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4]。通过监控和评估强制保险制度的影响，我们可以

更加科学地指导未来发展方向，不断完善和优化制度设计，为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和应用提供有力保障，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制度能够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 

3.3.3. 向政府开放共享 
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的实践模式包括数据慈善模式、数据协作模式、数据采购模式和数据征用模式。

数据慈善模式是指企业自愿无偿提供数据给政府；数据协作模式是企业和政府通过合作来共享数据；数

据采购模式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或数据产品来获取企业数据；而数据征用模式则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强

制企业分享数据。这些模式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企业与政府之间数据共享的不同方式和机制[5]。 
为了平衡数据隐私保护与事故调查的需求，解决自动驾驶数据向政府开放共享的法治路径，可以采

取一系列措施： 
1)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制定严格的数据管理和使用政策，明确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范围，防止

数据滥用，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相关数据。立法明确自动驾驶数据向政府开放共享的适用

情形：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企业必须或可以向政府共享数据，以及政府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2) 采用加密技术对数据进行保护，防止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被非法获取或篡改。立法规定建立

自动驾驶数据国家平台：通过统一的平台，协调和管理数据的共享，降低数据孤岛现象。 
3) 建立独立的数据监管机构，负责对数据的使用进行监督和审计，确保数据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4) 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允许相关机构在特定条件下共享数据，以便进行事故调查。立法明确自动驾

驶数据向政府开放共享的适用情形：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企业必须或可以向政府共享数据，以及政府如何

使用这些数据。 

4. 结语 

在自动驾驶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数据安全与共享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为了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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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技术的健康发展，同时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首先，需要

在保护数据安全与促进数据合理共享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确保在不侵犯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实现数据

的最大化利用。其次，创新数据安全技术是保障数据安全的关键，通过加密技术、匿名化处理等手段，

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数据安全提供法律支撑，确保数据处理活

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此外，加强跨界合作也是解决数据安全与共享问题的重要途径。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涉及多个行业

和领域，需要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多方协同合作，共同制定标准和规范，推动形成统一的数据共享

机制。最后，建立可持续的数据隐私保护机制，不仅能够应对当前的数据安全挑战，还能为未来可能出

现的法律和道德问题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能够为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创造

一个安全、可靠、透明的数据环境，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持续进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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