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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绘制。

国内目前主推单车结合车联网共同实现无人驾驶的技术路线，车联网产业发展将会
经历路端/网络覆盖从无到有的过程，车联网功能也将会从最简单的信息交互到网络
协同感知再到最终的网联协同决策与控制。HD Map作为车联网产业链上游，由于
其对于单车系统感知、定位、规划决策等环节的强大辅助作用，且国内行业具有较
高的政策壁垒，预计国内厂商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在国内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具有充足的必要性：汽车作为国内第二大产业对经济
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除了可以实现对海外传统汽车工业强国
的弯道超车，同时可培养一批具有高端技术实力的产业链上游厂商。此外，智能网
联汽车将会显著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提升人们的出行效率；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包括单车自动化和车联网两大发展领域。其中单车自动化预
计在未来两年将会迎来L3级产品的量产落地，L4级将会在未来5-10年实现落地。L3
级及以上产品的落地这将会相继带动包括：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智能芯片等产
业链上游环节的发展机会；

汽车产业经过百年发展，产业链固化并形成了较高的市场壁垒，但传统的产业格局
难以适应新时代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发展需求。智能网联汽车需要对于汽车底层电
子电气系统重新整合设计，传统汽车电子供应链存在着破坏式的创新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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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的定义
在传统汽车基础上通过ICT技术改造实现的“自动化”及“网
联化”技术升级
根据今年2月，我国发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中，对智能汽车的定义：“通过搭载先进传感器等装置，运用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并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智能汽车通常又称为智能网联汽

车、自动驾驶汽车等”。 智能汽车不仅局限于 “单车自动驾驶”，除了单车搭载的智能传感器、中央计算单元等设备外，

同时通过应用通信技术实现与道路设施、其他道路使用者、云端甚至卫星的链接，以实现对道路环境信息的掌握、互联网

资讯进行的交互和共享等功能。智能汽车将会成为未来智能交通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篇报告在第一章将会重点探讨智能汽车技术及产业发展驱动因素，在第二章重点描述汽车电子产业链发展现状及趋势，

在第三章根据智能汽车定义，分为“自动驾驶”以及“车联网”两部分探讨智能汽车发展对于汽车产业/供应链的影响，并

在第四章重点描述国外/国内智能汽车产业相关企业发展现状。

来源：《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公开网络信息整理。

定义:

被称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汽车

功能:

具有自动驾驶功能、能够进行网络交
互的新一代智能移动终端

技术构成:

搭载智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应用
通信技术及人工智能等技术

Key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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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 网联化

集成化

政策催化推动行业发展

智能汽车产业发展驱动因素分析
作为国内第二大产业，发展汽车行业智能网联升级将会推动
相关产业链发展，助力国内经济的结构转型加速和快速发展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绘制。

汽车电子产业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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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市场挑战者：互联网造车厂商如
TESLA、APPLE、HUAWEI等行业新进入
者在产品设计理念、汽车电子架构技术和
软件开发等多方面上对传统OEM、Tier1
等形成颠覆式冲击，“鲶鱼效应”推动市
场变革步伐加快。

新进入者对现有市场的挑战

汽车及出行行业寻求新变革

产业链成熟度

新车销售：全球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叠加环
保政策推进导致全球新车销量增速放缓，
传统产业链增长模式面临挑战；
网约车盈利：网约车等共享出行模式面临
高昂的车队管理成本、人工费用、管理费
用等所造成的亏损，平台盈利困难。

产业经过长期发展，上游相关技术逐步成
熟，为车联网、高阶自动驾驶的逐步落地、
发展形成了技术及产业链支撑
通讯技术：5G、云计算、卫星、以太网；
硬件技术：MEMS、智能芯片；
软件技术：人工智能算法、AUTOSAR

国家各部委相继出台政策，从自动驾驶道
路测试，芯片、通讯、操作系统等配套技
术发展，行业整体渗透率等多方面提出了
智能汽车短、中、长其发展目标，提出到
2035年中国智能汽车全球领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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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汽车相关产业政策梳理（一）
政策制定大力扶持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概念相关产业发展

来源：公开市场数据收集整理，艾瑞研究院自主绘制。

时间 部门 文件 内容

2015.5 工信部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
进纲要》

分领域、分门类逐步突破汽车电子等关键集成电路及嵌入式软件，提高对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支撑
能力

2016.3 国务院 《中国制造2025》
提出到2020年掌握智能辅助驾驶总体技术及各项关键技术，初步建立智能汽车自主研发体系及生产配套
体系；到2025年掌握自动驾驶总体技术及各项关键技术，建立较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自主研发体系、生
产配套体系及产业群，基本完成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2016.1
0

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

《“十三五”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意见》

提出八大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到2020年，具有驾驶辅助功能（L1）的智能网联
汽车当年新车渗透率达到50%；条件自动驾驶（L2）的当年新车渗透率达到10%

2017.1 工信部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
展规划（2016-2020年）》

加快发展面向移动智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平台的移动支付、位置服务、社交网络、数字内容
服务以及智能应用、虚拟现实等新型在线运营服务。

2017.4
工信部、国家
发改委、科技
部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将智能网联汽车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到2020年，中国汽车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与国际同步发展,，
汽车驾驶辅助（L1）、部分自动驾驶（L2）以及有条件自动驾驶（L3）的新车装配率超过50%；到2025
年，骨干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等全面实现一体化智能转型，智能网联汽车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自动驾驶
新车装配率达到80%

2017.7 国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要加快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转化应用，推动重点领域智能产品创新，发展自动驾驶汽车和轨道交通系统，形
成我国自主的自动驾驶平台技术体系和产品总成能力，探索自动驾驶汽车共享模式。

2017.12 工信部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年）》

支持车载智能芯片、自动驾驶操作系统、车辆智能算法等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到2020年，建立可靠、
安全、实时性强的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化平台，支撑高度自动驾驶（HA级）。

2017.12
工信部、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

主要针对智能网联汽车通用规范、核心技术与关键产品应用，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指导车联网产业
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加快构建包括整车及关键系统部件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在内的智能网联汽车标
准体系，充分发挥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在车联网产业关键技术、核心产品和功能应用的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
并逐步形成统一、协调的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架构。

2018.1 国家发改委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征求意见稿）

2020年，智能汽车新车占比达50%，中高级别智能汽车实现市场化应用，重点区域示范运行取得成效。
大城市、高速公路LTE-V2X覆盖率达到90%，北斗高精度时空服务实现全覆盖；2025年中国标准智能汽
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路网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信息安全体系全面形成。新车基本实现智能
化，高级别智能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人-车-路-云”实现高度协同，新一代车用无线通信网络5G-V2X
基本满足智能汽车发展需求

2018.12 国家发改委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到2020年能够支撑有条件自动驾驶（L3级）及以上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体系，新车驾驶辅助系统（L2）
搭载率达到30%以上，联网车载信息服务终端的新车装配率达到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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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汽车相关产业政策梳理（二）
2020年十一部委联合发布《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到
2035年中国成为智能汽车强国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2025年
• 有条件自动驾驶（ L3 ）的规模化生产，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

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

• 高度自动驾驶（L4）的特定环境下市场化应用。

• LTE-V2X 实现区域覆盖， 5G-V2X在部分城市、高速公路逐步开展应用，高精度时空基准服务网络实现全覆盖。

2035~2050年
• 中国标准智能汽车体系全面建成、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绿色、文明的智能汽车强

国愿景逐步实现，智能汽车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20年
• L1新车渗透率达到50%，L2新车渗透率

达到10%
• 大城市高速公路LTE-V2X覆盖率达到90%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技术突破 网络安全体系法律法规及监管体系产业生态体系构建
E/E、传感器、智能终端、
智能计算平台、车用无线
通信网络、高精度时空基
准服务、云控平台

培育配套产业集群、国际
品牌，组建产业联盟，培
育配套产业发展，推动军
转民

推动智能化道路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建设广泛覆盖的车用无线通讯网络、
建设覆盖全国的车用高精度时空基
准服务及道路交通地理信息系统，
建设国家智能汽车云控平台

健全法律、完善技术标准、
推动认证认可、加强车辆
产品和使用管理

完善安全管理联动机制、
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加强数据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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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发展趋势（一）
近年国内乘用车新车销量增速放缓，市场由增量转入存量市
场将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推动行业变革
近年来，伴随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叠加早年乘用车市场快速增长，消费者购车意愿降低。此外，由于一线城市牌照

政策，进一步压制了新车注册数量，汽车市场销量走弱，国内汽车市场由增量市场转入存量市场，预计汽车市场竞争将会

进一步加剧。在此情况下，预计一部分缺少资金、规模和研发能力的整车厂将面临市场淘汰、转型或被并购的命运

（ 2019年10月，传出猎豹汽车、众泰汽车、华泰汽车和力帆汽车等四家国产汽车厂商申请破产的消息，力帆、江淮、长

江等厂商为小鹏、蔚来、零跑等互联网造车势力进行代工寻求转型）。此外，考虑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判断人们将会选

择更加廉价的出行方式，如共享出行等出行方式将会得到出行者更多的青睐。

来源：乘联会，艾瑞研究院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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