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8年中国智能网联

汽车市场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战略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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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8年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市场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战略分析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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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che/O1165151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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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che/O1165151YA.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政策、技术、需求的三重催化之下，智能网联汽车迎来加速发展：1&gt;5G的商业化加速

车联网技术迭代升级；推动智能网联进入新台阶；2&gt;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

纲要》，11部委联合下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新基建的一部分，

受到政策强力去东莞；3&gt;需求方面，乘用车的应用场景仍在不断探索，智能驾驶是潜在的

强需求；商用车有更强烈的安全需求，而车联网平台是B端服务和G端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用车的智能化网联化发展有望先行。商用车是生产资料，更注重使用效率和成本节约

，乘用车是消费品，更倾向于驾驶者的用户体验。同时，由于商用车体积庞大，驾驶难度高

，对于驾驶安全的需求更为强烈。商用车的智能化网联化发展有望先行，原因如下：1&gt;商

用车对于成本节约、安全管理的需求更为迫切，对B端的服务需求和来自G端的监管需求较强

，有明确的付费方；2&gt;商用车的部分应用场景更适合试点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如在封闭园

区、封闭道路和矿区、码头、港口等，而另外一些场景有较为清晰的商业模式，如公交车、

出租车、物流卡车等。商用车在网联化和智能化方面有望先行发展     

乘用车   

商用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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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化（基于蜂窝网络的Telematics）   

车联网功能   

从方便车主的角度出发   

对车辆的监控出发，有更强烈的安全需求。       



车联网（蜂窝网络）具体应用   

影音娱乐、驾驶辅助、人机交互、个性体验、个人助理、车辆安全   

油耗管理、司机考勤、调度管理、监控预警、维修保养、车辆跟踪       

车联网参与方   

车企、消费者、车联网服务运营商   

车企、物流司机、物流车队、甲方客户、货主方、车联网服务运营商       

车联网设备数量   

较少，只留一个接口给车联网设备即可   

较多，大货车往往接入7～8个车联网设备       

网联化（基于C-V2X）   

车联网（C-V2X）应用   

安全类、效率类、自动驾驶类应用   

较乘用车增加卡车编队应用       

智能化   

ADAS系统   

利用ADAS进行监测、预警   

利用ADAS进行监测、预警；政府强制性推动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

国智能网联汽车市场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战略分析报告》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智能网

联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智能网联汽车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行

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智能网联汽车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智能网联汽车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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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智能网联汽车基本概述

1.1智能汽车相关概念

1.1.1车联网概念



1.1.2互联网汽车概念

1.1.3智能汽车概念

1.1.4无人驾驶汽车概念

1.2智能汽车体系架构

1.2.1智能汽车的构造

1.2.2智能汽车产业链

1.2.3智能汽车功能结构

 

第二章2015-2019年智能网联汽车行业运行环境

2.1经济环境

2.1.1宏观经济概况

2.1.2工业运行状况分析

2.1.3固定资产投资

2.1.4经济转型升级

2.1.5宏观经济展望

2.2政策环境

2.2.1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2.2.2V2X应用层团体标准

2.2.3公共道路适应性验证规范

2.2.4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2.2.5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

2.2.6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

2.2.7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2.3产业环境

2.3.12019年中国汽车工业运行情况分析

2.3.22019年国内汽车工业销量规模

2.3.32019年国内汽车工业产销现状调研

2.3.4汽车商品进出口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2.4技术环境

2.4.1技术专利状况分析

2.4.2V2X通信技术

2.4.3传感器检测



2.4.4物联网技术

2.4.5云计算技术

2.4.6人工智能技术

 

第三章2015-2019年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分析

3.1智能汽车发展综述

3.1.1行业生命周期

3.1.2行业发展层次

3.1.3行业开发模式

3.1.4发展核心分析

3.1.5发展驱动因素

3.22015-2019年智能汽车市场分析

3.2.1市场发展历程

3.2.2市场竞争态势

3.2.3行业发展成果

3.2.4人工智能形态

3.2.5行业市场空间

3.2.6行业实现路径

3.3智能汽车商业模式分析

3.3.1数据和受众整合者

3.3.2数字化服务提供商

3.3.3数字化衍生品提供商

3.3.4数字化推动者

3.4智能汽车规划目标

3.4.1发展需求

3.4.2发展目标

3.4.3发展重点

3.4.4具体措施

3.5智能汽车发展面临的问题

3.5.1汽车安全问题

3.5.2发展体系薄弱

3.5.3产业发展矛盾



3.5.4缺乏智能汽车生态链

3.5.5标准与法规有待健全

3.6智能汽车发展对策解析

3.6.1建立安全保障机制

3.6.2强化设计加强布局

3.6.3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3.6.4构建产业发展生态

3.6.5制定行业发展标准

 

第四章2015-2019年无人驾驶汽车发展分析

4.12015-2019年全球无人驾驶汽车发展分析

4.1.1行业发展历程

4.1.2国外扶持政策

4.1.3全球市场规模

4.1.4自动驾驶渗透率

4.1.5路测资质许可

4.1.6车企类别分布

4.1.7行业技术发展

4.22015-2019年中国无人驾驶汽车发展分析

4.2.1行业扶持政策2019年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等15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将加快汽车

由传统出行工具向智能移动空间升级，推动汽车智能化发展，加快构建产业生态体系。根据

美国机动车工程师学会划分智能驾驶等级的标准，可以判定我国目前处于L1-L3之间，在智能

驾驶领域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汽车智能化最终目标是实现自动驾驶，这离不开高级驾驶

辅助系统（ADAS）的助力。ADAS借助于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帮助驾驶员迅速识别周边

环境，提升驾驶体验、保障行车安全，通常具有自动泊车、盲区监测、全景环绕等多个子系

统，其不仅是智能驾驶的关键，同时也是视觉人工智能技术在汽车中最为凸显的领域。为加

速推进国家智能化汽车的战略布局，近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行业相关的政策，推进

了ADAS市场渗透率的提升，也拉动了视觉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的提升。我国ADAS相关政策一

览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主要内容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年)》   2017.12   工信部   在自动驾驶领域以下技术方面，通过专项资金以及重大

项目等措施給予支持: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智能传感器、神



经网络芯片。       《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条件》   2017.3    交通部   2018年5月起，凡是车长大

于9m的营运客车都应装备符合《JT/T883营运车辆行驶危险预警系统》规定的车道偏离预警系

统和前车碰撞预警系统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   2017.12  

 工信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到2020年，初步建立能够支撑驾驶辅助及低级别自动驾驶

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到2025年，系统形成能够支撑高级别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标

准体系。       《智能汽车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2017.12   发改委   重点研发汽车与通信、

电子、人工智能、交通等领域交叉融合的智能汽车技术，建立智能汽车基础技术体系与数据

库。       《2018年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    2018.3   工信部    1）加快推进先进驾驶辅助

系统（ADAS）标准的制定。推进术语和定义、盲区监测（BSD）、汽车事件数据记（EDR）

、乘用车和商用车自动紧急制动（AEB）、乘用车车道保持辅助（LKA）等6项已立项国家标

准的研究制定；2)加快推动泊车辅助、商用车车道保持辅助（LKA）等2项国家标准的立项工

作；3）统筹推进全景影像监测、驾驶员注意力监测、车门开启盲区监测、后方穿行提示、智

能限速提示、夜视系统等6项信息感知类标准预研；4）启动预碰撞场景下的自动紧急转向、

交通拥堵辅助控制等2项辅助控制类标准的预研。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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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前向碰撞预警功能;3)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具备不规范驾驶行为预警功能       《营运车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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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企业发展概况

8.2.2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2.5智能汽车布局

8.3特斯拉（TeslaMotors，Inc.）

8.3.1企业发展概况



8.3.2特斯拉经营状况分析

8.4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8.4.1企业发展概况

8.4.2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5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5.1企业发展概况

8.5.2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6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6.1企业发展概况

8.6.2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九章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互联网企业经营分析

9.1AlphabetInc.

9.1.1企业发展概况

9.1.2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2苹果公司（AppleInc.）

9.2.1企业发展概况

9.2.2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2.5智能汽车布局

9.3百度（Baidu）

9.3.1企业发展概况

9.3.2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4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9.4.1企业发展概况

9.4.2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十章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投资机会及风险预警

10.1智能汽车投融资分析

10.1.1行业融资金融

10.1.2融资事件分布

10.1.3行业融资态势

10.1.4融资轮次分布



10.1.5企业融资动态

10.2智能汽车投机机会分析

10.2.1政策扶持机遇

10.2.2汽车电子机遇

10.2.3车联网投资机遇

10.2.4无人驾驶投资机会

10.2.5智能交通投资机会

10.3智能汽车投资风险预警

10.3.1经济风险

10.3.2政策风险

10.3.3技术风险

 

第十一章2022-2028年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11.1无人驾驶汽车发展趋势预测

11.1.1L4级无人驾驶（）

11.1.2话语权再平衡

11.1.3协同合作趋势预测分析

11.1.4行业发展展望

11.2智能汽车行业前景展望

11.2.1行业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11.2.2功能领域发展潜力

11.2.3行业发展机遇分析

11.2.4市场发展空间潜力

11.3智能汽车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11.3.1智能汽车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11.3.2无人驾驶发展预测分析（）

11.3.3行业未来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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