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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车联网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十三五发展动向预测报告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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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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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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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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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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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在我国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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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万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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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月，汽车累计生产1084.35万辆，同比累计增长5.75%；累计
销售1075.52万辆，同比累计增长6.96%。

从 2012 年到 2015 年，我国车联网用户由
400万户增至1300万户，年复合增长率达到48%，但是车联网用户的渗透率仅为8.08%。
考虑到车联网产业成熟度的不断提升将逐步拉动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消费者的需求，
预计未来 5 年国内车联网用户保持年均 30%左右的增速，到 2020 年将突破 5000 万辆，
渗透率达到 20%以上。由于未来将有更多新技术和新功能与车联网设备相融合，可类
比智能手机的市场扩张过程，假设到 2020 年设备单价将由当前的 1000 元左右提升到2000
元以上，同时车联网系统单车年费维持在 1000 元左右，在不考虑增值服务与网
络资费的情况下，到2020年车联网市场规模可达到1000多亿，年均增速在40%以上，
潜在市场空间巨大。
车联网渗透率不断提升
车联网市场空间巨大

政府对推动车联网发展也非常重视，早在 2012
年车联网就被列为国家重大专项项目，《2012-2020年中国智能交通发展战略》、《国务院
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等，再到
最近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的发布，都彰显了国家对车联网的力挺。2015
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为 50.4 亿美元，2020 年有望达到 338 亿美元，其渗透率有望从
2016年的 4.8%上升到 18.1%，预计2025 年中国车联网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162
美元，可见其对中国这一汽车保有量大国市场的看好。
中国车联网规模预测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车联网及十三五报告》内容
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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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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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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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研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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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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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车联网行业相关概述
1.1 车联网行业介绍
1.1.1 产生背景
1.1.2 车联网的基本概念
1.1.3 车联网的体系结构
1.1.4 车联网应用范围介绍
1.1.5 车联网的典型应用及效果
1.1.6 车联网企业提供的服务
1.2 车联网发展的意义
1.2.1 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
1.2.2 可降低运输企业成本
1.2.3 提高运输服务质量
1.2.4 有助于行车安全
1.2.5 有利于市民出行
1.3 车联网实现的条件
1.3.1 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
1.3.2 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1.3.3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1.4 车联网的发展路线
1.4.1 初级阶段（现阶段）
1.4.2 中级阶段
1.4.3 高级阶段
1.5 车联网标准体系浅析
1.5.1 车联网相关标准组织
1.5.2 车联网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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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车联网标准体系框架
第二章 2014-2016年全球车联网行业发展分析
2.1 2014-2016年全球车联网行业现状综述
2.1.1 全球车联网产业发展综况
2.1.2 全球车联网发展驱动因素
2.1.3 全球运营商加快部署车联网
2.1.4 国外车联网发展经验借鉴
2.2 美国车联网行业分析
2.2.1 车联网在美国引发热议
2.2.2 美国开启互联汽车项目
2.2.3 美国运营商发力车联网
2.2.4 美国车联网安全成本增加
2.2.5 美国研究所重视车联网技术
2.3 全球其他国家及地区车联网的发展
2.3.1 北美地区
2.3.2 欧洲地区
2.3.3 日本
2.3.4 韩国
2.4 从各国车联网探析国内车联网发展趋势
2.4.1 各国车联网的发展
2.4.2 行业发展举步维艰
2.4.3 大环境渐渐明朗化
2.4.4 企业自身成长突破
第三章 中国车联网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经济环境
3.1.1 全球经济形势
3.1.2 国内生产总值
3.1.3 工业运行情况
3.1.4 固定资产投资
3.1.5 经济发展趋势
3.2 政策环境
3.2.1 车联网发展离不开政策保障
3.2.2 车联网被列为国家重大专项
3.2.3 我国车联网发展行动计划
3.2.4 我国车联网产业政策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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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环境
3.3.1 人口流动加快
3.3.2 城镇化进程加快
3.3.3 交通安全事故频发
3.4 汽车工业运行状况
3.4.1 汽车产销规模
3.4.2 对外贸易分析
3.4.3 市场竞争格局
3.4.4 行业经济效益
3.4.5 行业发展态势
3.5 行业环境
3.5.1 我国发展智能交通的意义重大
3.5.2 车辆管理压力促车联网成开拓方向
3.5.3 相关部门的重视成车联网发展基础
3.5.4 车联网发展优势齐备面临难得机遇
3.5.5 车企介入使车联网获得可喜的突破
3.5.6 三大运营商积极参与给车联网发展
3.5.7 车联网有望成为运营商新的增长点
第四章 2014-2016年中国车联网行业发展全面解析
4.1 2014-2016年中国车联网行业综述
4.1.1 车联网成为主攻方向
4.1.2 车联网发展进程
4.1.3 车联网产业动态
4.1.4 车联网加速商用进程
4.1.5 车联网发展驱动因素
4.2 2014-2016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运行状况分析
4.2.1 车联网需求分析
4.2.2 车联网市场规模
4.2.3 车联网普及率分析
4.2.4 车联网渗透率上升
4.2.5 车联网用户属性分析
4.3 大数据时代中国车联网的发展
4.3.1 大数据的定义和特征
4.3.2 大数据在车联网的应用形式
4.3.3 大数据在乘用车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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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大数据时代车联网发展思考
4.3.5 大数据时代车联网的发展价值
4.3.6 行车数据为车联网关注热点
4.4 中国车联网行业竞争分析
4.4.1 车联网市场竞争现状
4.4.2 互联网巨头布局车联网
4.4.3 IT行业巨头进军车联网
4.4.4 车企加紧开发车联网
4.4.5 电信运营商迎来机遇
4.4.6 企业车联网建设情况
4.5 中国车联网产业生态分析
4.5.1 车联网产业生态的构成
4.5.2 车联网产业生态的发展现状
4.5.3 运营商在产业生态中的定位
4.5.4 车联网产业生态发展展望
4.6 中国车联网行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4.6.1 与国外存在的差距
4.6.2 核心技术缺乏
4.6.3 信息安全难以保证
4.6.4 标准和结构没有统一
4.6.5 成本比较昂贵
4.6.6 其他问题
4.7 中国车联网行业发展策略解析
4.7.1 我国车联网发展的主要措施
4.7.2 推动我国车联网发展的要求
4.7.3 我国车联网的发展方式分析
4.7.4 我国发展车联网业务的建议
4.7.5 加强标准建设与信息防护
4.7.6 我国车联网运营商合作策略
4.7.7 通信运营商发展车联网的建议
第五章 2014-2016年中国重点城市车联网行业发展状况
5.1 北京
5.1.1 北京车联网行业发展政策背景
5.1.2 北京车联网行业平台建设状况
5.1.3 国家车联网产业基地落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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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车联网产业联盟在北京成立
5.2 上海
5.2.1 上海车联网行业发展政策背景
5.2.2 上海车联网产业布局加速
5.2.3 上海车联网产业获得新进展
5.2.4 上海智能交通产业联盟成立
5.3 广州
5.3.1 广州发展车联网的优势分析
5.3.2 广州车联网服务平台落户增城
5.4 深圳
5.4.1 深圳车联网市场发展综述
5.4.2 深圳车联网产业发展水平
5.4.3 深圳企业发力车联网市场
5.4.4 深圳推出车联网概念和产品
5.4.5 深圳车联网行业发展新动态
5.5 武汉
5.5.1 武汉车联网行业发展政策背景
5.5.2 武汉市积极推进车联网发展
5.5.3 武汉企业加快布局车联网
5.5.4 武汉车联网行业的平台建设
5.5.5 武汉车联网平台解决方案
5.5.6 武汉车联网市场应用现状
5.5.7 武汉车联网行业发展展望
5.6 重庆
5.6.1 重庆发展车联网的优势
5.6.2 重庆南岸车联网项目动态
5.6.3 重庆车联网科技产业园现状
5.6.4 重庆车联网体验中心建立
5.7 兰州
5.7.1 兰州发展车联网势在必行
5.7.2 兰州市迈进车联网时代
5.7.3 兰州大力发展车联网
第六章 2014-2016年中国车联网重点企业分析
6.1 软控股份
6.1.1 企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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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车联网领域发展现状
6.1.3 经营效益分析
6.1.4 业务经营分析
6.1.5 财务状况分析
6.1.6 未来前景展望
6.2 四维图新
6.2.1 企业发展概况
6.2.2 车联网领域发展现状
6.2.3 经营效益分析
6.2.4 业务经营分析
6.2.5 财务状况分析
6.2.6 未来前景展望
6.3 航天科技
6.3.1 企业发展概况
6.3.2 车联网领域发展现状
6.3.3 经营效益分析
6.3.4 业务经营分析
6.3.5 财务状况分析
6.3.6 未来前景展望
6.4 上汽集团
6.4.1 企业发展概况
6.4.2 车联网领域发展现状
6.4.3 经营效益分析
6.4.4 业务经营分析
6.4.5 财务状况分析
6.4.6 未来前景展望
6.5 福田汽车
6.5.1 企业发展概况
6.5.2 车联网领域发展现状
6.5.3 经营效益分析
6.5.4 业务经营分析
6.5.5 财务状况分析
6.5.6 未来前景展望
6.6 启明信息
6.6.1 企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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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车联网领域发展现状
6.6.3 经营效益分析
6.6.4 业务经营分析
6.6.5 财务状况分析
6.6.6 未来前景展望
6.7 北斗星通
6.7.1 企业发展概况
6.7.2 车联网领域发展现状
6.7.3 经营效益分析
6.7.4 业务经营分析
6.7.5 财务状况分析
6.7.6 未来前景展望
6.8 宝信软件
6.8.1 企业发展概况
6.8.2 车联网领域发展现状
6.8.3 经营效益分析
6.8.4 业务经营分析
6.8.5 财务状况分析
6.8.6 未来前景展望
6.9 新国都
6.9.1 企业发展概况
6.9.2 经营效益分析
6.9.3 业务经营分析
6.9.4 财务状况分析
6.9.5 未来前景展望
6.10 皖通科技
6.10.1 企业发展概况
6.10.2 车联网领域发展现状
6.10.3 经营效益分析
6.10.4 业务经营分析
6.10.5 财务状况分析
6.10.6 未来前景展望
6.11 超图软件
6.11.1 企业发展概况
6.11.2 经营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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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业务经营分析
6.11.4 财务状况分析
6.11.5 未来前景展望
6.12 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6.12.1 盈利能力分析
6.12.2 成长能力分析
6.12.3 营运能力分析
6.12.4 偿债能力分析
第七章 中国车联网技术发展分析
7.1 车联网技术基本情况
7.1.1 车联网技术体系分析
7.1.2 车联网相关技术介绍
7.1.3 车联网关键技术分析
7.1.4 车联网的主要技术优势
7.2 国外车联网技术发展分析
7.2.1 国外车联网感知技术概况
7.2.2 国外车联网通讯技术概况
7.2.3 国外车联网导航技术概况
7.2.4 国外车载物联网技术分析
7.2.5 Telematics终端与平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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