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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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在信息网络平台上对

所有车辆的属性信息和静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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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实际是要构建一个智能交通网络。

智能交通是将先进的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网络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信

息发布技术等有机地运用于整个交通运输管理体系而建立起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的交通

运输综合管理和控制系统。  

      全球车联网市场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5%.预计到2018年，全球车联网市场规模将达到400亿

欧元，其中车联网服务占比最大，达到245亿欧元，占比为61.3%;TSP市场规模为45亿欧元，占

比为11.34%;车联网相关电信市场规模为41亿欧元，占比为10.13%;车联网相关硬件市场规模

为69亿欧元，占比17.22%.2015年，我国汽车产销增速较2014年继续回落，全年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2450.33万辆和2459.7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25%和4.68%,增幅比上年分别回落4.01个百分

点和2.18个百分点。从2015年全年汽车产销变化情况来看，总体呈现&quot;中间低两头

高&quot;的特征，1季度产销保持稳定增长，2季度、3季度产销增速呈快速回落，4季度，受小

排量优惠政策和季节性因素影响，产销稳步回升。随着我国城市车辆的不断增多，随之而来

的交通问题也愈加明显，智能交通作为缓解交通压力、减少交通事故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各

界人士的重视。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在智能交通的投入将达到1500亿，这一领域已悄然成

为中外企业争夺的主要市场之一，而车联网则或将成为智能交通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随着移动网络的网速、质量及资费等的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加速普及，以及车联网服

务的不断丰富，车联网市场将呈爆发式发展。并且由于平台服务方为车联网利润最为丰厚且

最为持久的一方，平台服务商将加速涌现进入车联网市场，不断丰富平台服务的种类、优化

平台服务的体验、降低平台服务的资费，未来具有云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占得先

机。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车联网市场供需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依据国

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

，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

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

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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