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22年中国车联网市

场前景研究与战略咨询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编制
www.abaogao.com

http://www.abaogao.com


一、报告报价

《2017-2022年中国车联网市场前景研究与战略咨询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确

、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

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abaogao.com/b/hulianwang/998477LMY3.html

  报告价格：印刷版：RMB 9800  电子版：RMB 9800  印刷版+电子版：RMB 10000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订购电话：        400-600-8596(免长话费) 010-80993963

  海外报告销售：010-80993963

  传真：               010-60343813

  Email：            sales@abaogao.com

  联系人：             刘老师 谭老师 陈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abaogao.com/b/hulianwang/998477LMY3.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车联网是指装载在车辆上的电子标签通过无线射频等识别技术，实现在信息网络平合上对

所有车辆的属性信息和静、动态信息进行提取和有效利用，并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对所有车

辆的运行状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提供综合服务。车联网可以实现车与车之间、车与建筑物之

间，以及车与基础设施之间的信息交换，它甚至可以帮助实现汽车和行人、汽车和非机动车

之间的&ldquo;对话&rdquo;。就像互联网把每个单合的电脑连接起来，车联网能够把独立的汽

车联结在一起。  

      车联网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如同十几年前人们看不到互联网的发展

边界一样，现在人们也无法判断车联网未来的应用边界。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车联网及其衍生

产品的研发和推广。车联网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2014年全国汽车产销分别

为2372万辆和2349万辆，同比增长7.3%和6.9%。2015年中国乘用车销量增长7.3%至2110万辆

。2015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4.7%报2460万辆。巨大的汽车市场为车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2016年1-10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201.6万辆和2201.7万辆，比上年同期均增

长13.8%，高于上年同期13.8和12.3个百分点。 

      目前，车联网产业基地可谓遍地开花，全国共有数十个车联网产业基地诞生，投资金额达

数百亿元，包括北京、武汉、东莞、重庆等城市，都在重金投入车联网，欲打造成全国最大

的产业基地。上汽、一汽、广汽、吉利等车企，纷纷与电信运营商签订车联网业务战略合作

协议，力图在汽车出厂前，抢占车联网平台制高点。与此同时，政策的支持也进一步推动着

我国车联网的快速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2015年12月14日首次提出要出台《车联网发展创新

行动计划（2017-2022年）》，要求推动车联网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组织开展车联网试点、

基于5G技术的车联网示范。一些地方政府纷纷也出台各类税收、资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大

力支持车联网产业的发展。随着车联网相关技术的逐渐成熟，3G、4G、云平台、语音识别技

术等均已开始与车联网产业深度融合，在市场需求带动下，车联网终端设备有望迎来爆发式

增长。

      据预测，2017 年全球车联网市场规模将达 525 亿美元，至 2022 年，该数字将达 1,559 亿美

元。埃森哲咨询公司预测，2025 年全球新车市场车 联网渗透率将从 2015 年的 35%增至 100%

，即所有新车都将具备联网功能。届 时半数以上的新车将通过车载系统实现联网，而其他联

网方式也包括通过智 能手机连接及通过有线方式连接。目前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在全球占比

只有 约 10%，未来几年，中国车联网市场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据埃森哲预测，2025 年这一

比例将从目前仅占全球一成多的份额增至 26%。

 全球车联网市场规模预测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车联网市场前景研究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十二

章。首先介绍了车联网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车联网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

对中国车联网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车联网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

。您若想对中国车联网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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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