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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车联网是自动驾驶的实现路径之一，通过强化标准化工作推动车联网产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也将促进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业务加快发展。目前全球自动驾驶处于L2-L3级，我国上海

、重庆等9城先后出台自动驾驶路测法规，车联网产业标准出台，将为自动驾驶搭建良好的基

础环境，并有望提升自动驾驶技术的规范性和发展速度。

车联网产业链主要包括终端软、硬件提供商、电信运营商、整车厂商、互联网厂商、第三

方IT提供商、行业应用提供商、大众及行业客户等。在政策的推动下，产业链上的企业持续

受益。

       2019年我国汽车产量达2901.54万辆，汽车保有量在年中已突破2亿辆，预计2023年中，我国

汽车保有量将超过4亿辆。庞大的汽车市场为中国的车联网服务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中国车联网正面临着全产业的加速发展机会。据测算，2019年车联网市场规模约114亿美元，

我国车联网市场规模有望在2025年达到2162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1/4，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将

达到44.5%。2017-2025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预测中国车联网行业渗透率预测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车联网市场发展趋势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

共六章。首先介绍了中国车联网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车联网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

国车联网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车联网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车联网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车联网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车联网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车联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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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车联网行业政策汇总

1.1.2 车联网行业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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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1.3.2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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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交通安全事故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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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国外车联网RFID市场空间分析

2.1 国外车联网行业发展现状

2.1.1 国外车联网行业发展历程分析

（1）车联网的起步期

（2）车联网的发展期



2.1.2 国外车联网市场规模分析

2.1.3 国外车联网产业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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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美国车联网RFID市场空间

2.3 日本车联网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3.1 日本车联网行业发展现状

2.3.2 日本车联网RFID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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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Book功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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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韩国车联网RFID技术分析

2.4.3 韩国车联网行业应用案例

2.4.4 韩国车联网行业相关政策

2.4.5 韩国车联网RFID市场空间

2.5 欧盟车联网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5.1 欧盟车联网行业发展现状

2.5.2 欧盟车联网RFID技术分析



2.5.3 欧盟车联网行业应用案例

（1）E-CALL系统

（2）欧盟车联网OBU

（3）宝马的iDrive系统

（4）奔驰COMAND

2.5.4 欧盟车联网行业发展趋势

2.5.5 欧盟车联网RFID市场空间

 

第3章：中国车联网RFID市场应用分析

3.1 中国车联网行业发展总况分析

3.1.1 车联网市场规模分析

（1）汽车保有量规模分析

（2）车联网用户规模分析中国车联网行业用户规模预测

3.1.2 车联网行业前装市场分析

（1）前装市场主要产品

（2）前装市场规模分析

3.1.3 车联网行业后装市场分析

3.1.4 车联网市场应用现状分析

（1）安全和节能应用技术

（2）智能救护车应用

（3）客车公共服务平台应用

（4）语音驾驶系统

3.1.5 车联网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1）商业模式不明

（2）缺少相应的行业标准

（3）地方政府的重视不够

（4）缺乏明确的主导

（5）电信网络运营商流量费用高

（6）资源整合不足

（7）技术基础薄弱，缺乏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

3.2 中国车联网系统服务情况分析

3.2.1 车联网服务市场分析



3.2.2 车联网服务内容分析

3.2.3 车联网服务功能分析

3.3 中国车联网RFID市场应用分析

3.3.1 交通信息采集领域RFID应用分析

3.3.2 智能交通控制领域RFID应用分析

3.3.3 综合交通管控领域RFID应用分析

3.4 中国电信车联网应用情况分析

3.4.1 中国电信车联网发展状况分析

（1）建立车联网服务平台

（2）推出城际导航品牌

（3）建设车联网基地

（4）提供汽车导航服务

（5）推出智能车载后视镜产品

3.4.2 中国电信车联网前装市场合作情况

（1）丰田汽车GBOOK项目

（2）上海通用安吉星公司OnStar项目

（3）特斯拉与电信谈通讯支持

3.4.3 中国电信车联网后装市场合作情况

3.4.4 中国电信车联网业务面临的挑战

3.4.5 中国电信车联网业务的优势分析

3.4.6 中国电信车联网业务发展的建议

3.5 中国联通车联网应用情况分析

3.5.1 中国联通车联网业务发展状况分析

（1）提供车载信息服务

（2）推出3G车联网后视镜

（3）与四大企业合作推出&ldquo;慧驾&rdquo;

3.5.2 中国联通车联网前装市场合作情况

3.5.3 中国联通车联网后装市场合作情况

3.5.4 中国联通车联网业务面临的挑战

3.5.5 中国联通车联网业务的优势分析

3.5.6 中国联通车联网发展的建议

3.6 中国移动车联网应用情况分析



3.6.1 中国移动车联网发展状况分析

（1）加大对汽车位置服务的投资

（2）推出MM商店

（3）&ldquo;行车卫士&rdquo;和&ldquo;车行无忧&rdquo;产品

（4）车联网OBD产品

（5）成立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6）与德企合作，成立车联网合资公司

3.6.2 中国移动车联网前装市场合作情况

（1）与吉利控股集团合作

（2）与重庆市合作

（3）与东风日产合作

（4）与福特合作

3.6.3 中国移动车联网后装市场合作情况

3.6.4 中国移动车联网业务面临的挑战

3.6.5 中国移动车联网业务的优势分析

3.6.6 中国移动车联网发展的建议

 

第4章：中国重点城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分析

4.1 北京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分析

4.1.1 北京市车联网行业发展规划

（1）《北京市&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2）《北京市&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

（3）《北京市&ldquo;十二五&rdquo; 城市信息化及重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4）《北京市交通发展纲要（2013-2030年）》

4.1.2 北京市车联网行业平台建设现状

（1）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部级交换平台建设

（2）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公共平台建设

（3）北京市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建设

4.1.3 北京市车联网行业市场应用现状

（1）在地面交通方面

（2）电子收费方面

（3）公众交通信息服务方面



（4）车载导航方面

4.1.4 北京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汽车保有量逐年增长

（2）汽车产量逐年增长

（3）环境污染亟待治理

（4）交通拥堵严重

（5）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4.2 上海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分析

4.2.1 上海市车联网行业发展规划

（1）《上海市十二五发展规划》

（2）《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4.2.2 上海市车联网行业平台建设现状

（1）技术与信息服务标准化建设

（2）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3）上海市公共停车信息平台

（4）车联网信息服务建设

（5）道路交通智能监管系统建设

4.2.3 上海市车联网行业市场应用现状

4.2.4 上海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城市人口快速增长

（2）汽车保有量逐年增长

（3）汽车产量逐年增长

（4）人口流动加大

（5）交通拥堵问题有所缓解

4.3 广州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分析

4.3.1 广州市车联网行业发展规划

（1）《广州市十二五发展规划》

（2）《广州市&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综合交通体系建设规划》

（3）《广州智能交通系统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

4.3.2 广州市车联网行业平台建设现状

4.3.3 广州市车联网行业市场应用现状

（1）电子监控方面



（2）信息服务和运用方面

（3）&ldquo;车联网&rdquo;服务平台建设

4.3.4 广州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政策的大力支持

2汽车保有量逐年增长

（2）交通拥堵问题严重

（3）车联网产业集群逐渐形成

4.4 深圳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分析

4.4.1 深圳市车联网行业发展规划

（1）《深圳十二五发展规划》

（2）《深圳市综合交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3）《深圳市智能交通十二五规划》

4.4.2 深圳市车联网行业平台建设现状

4.4.3 深圳市车联网行业市场应用现状

4.4.4 深圳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4.5 武汉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分析

4.5.1 武汉市车联网行业发展规划

（1）《武汉市十二五发展规划》

（2）《武汉市智慧城市总体规划》

（3）《武汉市大数据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4-2019年）》

4.5.2 武汉市车联网行业平台建设现状

（1）车联网信息平台建设

（2）停车诱导系统建设

（3）电子车牌建设

（4）车联网产业基地建设

（5）武汉国家卫星产业国际创新园建设

4.5.3 武汉市车联网行业市场应用现状

（1）视频侦查综合业务系统应用

（2）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应用

（3）交通监控应用

（4）交通政务信息化及交通信息服务应用

4.5.4 武汉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车联网产业链不断完善

（2）有强大的科技研发基础

4.6 重庆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分析

4.6.1 重庆市车联网行业发展规划

4.6.2 重庆市车联网行业平台建设现状

（1）&ldquo;车联网&rdquo;示范基地建设

（2）逐步建立&ldquo;重庆车联网科技产业园&rdquo;

（3）第.一家主攻车联网方向公司成立

（4）建立源讯车生活中国运营总部

（5）设立&ldquo;富坤智能交通投资基金&rdquo;

4.6.3 重庆市车联网行业市场应用现状

4.6.4 重庆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拥有自己的科研团队

（2）车联网产业逐渐形成

4.7 兰州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分析

4.7.1 兰州市车联网行业发展规划

4.7.2 兰州市车联网行业平台建设现状

（1）&ldquo;兰州市物联网感知交通管理服务系统&rdquo;整体建设

（2）开通16580便民服务热线

（3）智能交通实验室建设

（4）智慧城市建设

4.7.3 兰州市车联网行业市场应用现状

（1）电子监控应用

（2）电子车牌应用

4.7.4 兰州市车联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地理位置的局限，需要提高交通效率

（2）机动车保有量呈快速增长趋势

 

第5章：中国车联网行业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5.1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2.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2.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2.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3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3.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3.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3.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4 江苏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4.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4.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4.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5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5.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5.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6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6.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6.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6.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7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7.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7.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7.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8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8.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8.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8.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9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9.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9.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9.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10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0.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0.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0.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11 深圳市车音网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1.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1.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1.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12 北京九州联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2.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2.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2.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13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3.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3.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3.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14 上海飞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4.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4.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4.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15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5.1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5.15.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15.3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6章：中国车联网发展前景与投资策略分析

6.1 中国车联网发展前景及预测分析

6.1.1 车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车联网市场运营方面

（2）车联网技术方面

6.1.2 车联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6.1.3 中国车联网行业预测分析

6.2 中国车联网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6.2.1 车联网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6.2.2 车联网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6.2.3 车联网行业经营风险分析

6.2.4 车联网行业其它风险分析

（1）人才流失风险

（2）行业标准风险

（3）知识产权及隐私性风险

6.3 中国车联网投资机会与策略分析

6.3.1 车联网市场进入壁垒分析

（1）行业经验壁垒

（2）客户壁垒

（3）技术壁垒

（4）人才壁垒

6.3.2 车联网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车联网设备市场

（2）车联网内容提供商

（3）车联网应用平台和信息服务市场

6.3.3 车联网行业企业投资建议

（1）关键技术投入

（2）把握车联网产业链

（3）注重消费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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