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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车联网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安全类服务、导航类服务、娱乐类服务、车务类服务、维

护类服务、优惠类服务等服务逐渐适应和满足大众消费者需求。预计车联网将在未来5 年内

迎来发展黄金期。2015 年新售汽车联网份额为35%，预计2020 年98%的新售车辆具备车联网功

能，2025 年几乎全部新售汽车都具有联网功能。  

      新售汽车联网渗透率的不断提高，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车联网技术在未来五

年内，都将会迎来发展的黄金期。根据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GSMA）和英国咨询公司SBD

在2013 年6月的联合调查数据显示，2012 年全球车联网市场的总体规模约131 亿欧元，2013 年

该市场规模达164 亿欧元，同比增长25%，到2018 年车联网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90 亿欧元

，31%的车辆均会安上前装车载系统，其中，交通信息、呼叫中心、在线娱乐等服务带来的

收入将达到245 亿欧元，硬件销售带来的收入为63 亿欧元。

      我国进入车联网时代始于2009 年，并在5 年内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从2010年至2015 年，

我国车联网用户数量从350 万增至1700 多万，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7%，但是目前车联网的渗透

率依然很低。考虑到车联网行业发展的多元化，加之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消费者的强大需求

，易观智库预计，2015 年中国车联网用户的渗透率突破10%的临界值，中国车联网的市场规

模将超过1500 亿元；而2020 年车联网用户将超过4000 万，渗透率将超过20%，市场规模将达

到2000 亿元。

      《2016-2022年中国车联网市场供需形势分析及投资风险研究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

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

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公开资料提

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

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车联网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车联网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车联网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

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

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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