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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eCall系统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25-20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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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Call系统发展已经逐渐成熟，我国政策推动即将迎来普及
eCall汽车紧急呼叫系统是继安全带、安全气囊之后的第三代汽车生命安全系统，可在紧急
情况发生时为用户提供救援服务，包括GNSS车辆定位、数据上传和语音通话等。
eCall汽车紧急呼叫系统是一个由车载eCall终端、PLMN移动通讯网络和PSAP呼叫中心组成
的系统，其基本的运作原理是：安装了车载eCall装置并开通服务的汽车可以在发生道路交
通事故需要救援时，通过手动（意识清醒可自行按下车载装置按键）或者自动（剧烈碰撞使
车载装置自动触发报警）的方式进行报警，报警动作完成后服务平台都将马上获取车载装置
的传感器数据，并进行多维度运算，从而判断出时间、位置、天气、车辆信息、行驶方向、
事故类型与严重程度甚至车辆的碰撞位置等关键信息。
除自动上传关键事故信息以外，车载eCall装置同时也将自动拨通救援服务平台的座席电话
，并安排工作人员提供突发紧急救援服务，从而有效缩短事故救援报警时间，提升交通事故
救援及时性，降低交通事故伤亡率。车载eCall终端是eCall系统的关键一环，其主要组成部
分包括：①GNSS接收器；②GNSS天线；③NAD（网络访问设备，包括SIM卡）；④移动
网络天线；⑤ECU/MCU；⑥麦克风；⑦扬声器/紧急寻呼机；⑧手动按钮；⑨电池或电源系
统；⑩警告或指示装置；�碰撞检测系统（传感器）。
eCall汽车紧急呼叫系统整体架构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Call早在1990年代就已在欧洲地区提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完善已逐步成为全球范围内的
标准。eCall汽车紧急呼叫系统是一项为提升道路安全和应急响应效率的技术，其概念提出
最早是在1990年代，2000年代欧洲委员会提出一系列法规要求新型汽车装配eCall设备以自
动拨打紧急电话并传送车辆信息进一步推动了eCall的应用进程。随着时间推移，eCall的成
功实施在欧洲得到了验证，也催生了对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探讨与推广。此后，伴随技术
不断演进，eCall系统变得更加智能化，并逐渐整合到车辆通信和自动驾驶技术中，为道路
安全提供了更全面的保障。目前，eCall系统已经逐步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在许多国
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提高救援效率和保障驾驶安全的关键工具。
欧洲eCall汽车紧急呼叫系统发展历程 时间 事件 1999年 eCall 概念由欧洲公务员 LucTytgat
于 1999 年欧盟委员会伽利略定位系统项目启动期间提出。在那一年，170 名专家在委员会
的邀请下于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分析欧洲对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依赖，同时收集了民
用应用的意向。 2005年 欧盟委员会提出建立车载紧急呼叫业务 eCall 的需求，希望在欧洲
范围内统一实施部署车载紧急呼叫服务系统。为推广这项重要的道路安全措施，2005
年欧盟委员会将技术标准任务下达至 ETSI/3GPP（ETSI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对 eCall
技术通信标准体系进行开发建设。 2008年 ETSI/3GPP 开始发布 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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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模块技术系列标准。 2011年 欧洲 9 国共同成立
HeERO（泛欧洲车载紧急呼叫业务）联盟。 2015年 发布（EU）2015/758 号法规条例。
2017年 发布实施条例（EU）2017/78 和授权条例（EU）2017/79。 2018年 2018 年 3 月
31 日起，欧盟认证销售的所有新型号的 9 座以下乘用车以及 3.5
吨以下商用车(欧盟指令2007/46/EC 中所列的 M1、N1 类),必须配备符合(EU)2015/758
法规且获取欧盟认证的(EC typeapproval)的 112-based eCall 设备。 2024年 2024 年 2 月
14 日，欧盟针对紧急呼叫系统发布了两份指导性文件，分别为 EU 2024/1180 和
2024/1184，其中 EU 2024/1180 规定了车端从 2025.1.1 ~2027.1.1
逐步过渡到下一代紧急呼叫系统，具体包括：2025.1.1 开始，NG-eCall
在新车允许支持；2026.1.1 开始，新车必须支持 NG-ecall；2027.1.1
开始，不再支持传统的 CS 紧急呼叫，存量车型适用。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伴随移动通信网络技术从 2G/3G 向 4G/5G 发展，eCall 解决方案也逐步由 CS-eCall 向NG-
eCall 演进。2000 年代 3G 是主流的移动通信技术，CS-eCall 也是当时基于 2G/3G
开发的电路域紧急呼叫技术。而当前 4G 已成为主流的移动通信技术并且 5G
也在快速发展过程中，GSMA Intelligence 数据显示，2023 年 4G、5G
市场份额已分别接近 60%、20%，预期未来
4G/5G的市场份额还将进一步扩大，在此背景下基于电路域的 CS-eCall
的局限性也愈发明显，向基于 IMS 紧急呼叫系统的 NG-eCall 方案过渡逐步成为发展大势。
相较于 CS-eCall，NG-eCall 的核心优势在于支持 VoLTE 语音和数据的并发，可以大大缩
短呼叫建立的时延，并且还可以在远程救援期间获取现场静态和动态的图像和音频信息。
在CS-eCall 模式下：①事故发生后一旦启用报警装置，车载 eCall
终端会自动生成最小数据集MSD 并发起电路域紧急呼叫；②在确认双方支持 eCall
功能后语音通道会保持静音，公共安全呼叫中心 PSAP 会先接收和解调最小数据集
MSD（整个过程持续 4-10 秒），待确认完成后静音状态解除；③公共安全呼叫中心 PSAP
在查看 MSD 数据的同时与事故车辆的报警人进行语音交流，从而进一步了解事故状态并对
伤员进行自救辅导。
在 NG-eCall 模式下：①事故发生后一旦启用报警装置，车载 eCall
终端会自动生成最小数据集 MSD 并发起 IMS
紧急呼叫；②在匹配到对应的公共安全呼叫中心 PSAP 后，基于 IMS 的信息链路和基于
VoIP 的语音链路会同时从车载 eCall 终端发送到公共安全呼叫中心 PSAP（如果 PSAP
不采用 VoIP 也可以转化为CS 路径）；③在最小数据集 MSD
传输解码的同时，公共安全呼叫中心 PSAP
可以与事故车辆的报警人进行语音交流，从而进一步了解事故状态并对伤员进行自救辅导。
相较于 CS-eCall，NG-eCall 的优势主要表现在：①无需等待 MSD 传输解码因而语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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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及时，同时多语音通话不会对语音服务造成干扰；②分组数据服务支持数据纠错和数据
重传，整体更为稳健；③可以实现大量数据的高速率传输；④传输数据类型可进一步拓展到
其他数据（如车辆诊断、碰撞和周围环境、车辆减速数据等）以及其他媒体类型（如视频电
话、高质量音频等）；⑤方便协调不同的无线接口标准，如 5G 网络。
我国 eCall 标准的探索可追溯至 2013
年，以华为、远盟为代表的多家企业和机构在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内开展了中国
eCall标准的研究和试验工作；2017年工信部指导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子与电磁兼
容分技术委员会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启动标准预研工作并支撑工信部推动标准立项，与此同
时基于卫星定位、免提通话、无线通信等技术的配套标准也在研制当中；2023
年我国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立项，标准制定工作稳步推进；2024
年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该标准拟实施日期为 2027 年 7 月
1 日；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显示，2025 年 4 月
25日该标准正式发布，当前处于“即将实施”状态，正式实施日期为 2027 年 7 月 1 日。
中国 eCall 系统发展进程 时间 事件 2013年 在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Telematics
Industry Application Alliance)内，由华为、远盟、长安汽车、比亚迪汽车等联合电信企业、
救援机构成立了"E-Call 标准工作组"，开展中国 E-call 标准的研究和起草。 2014年6月
由远盟、长安汽车、比亚迪汽车、奇瑞汽车、江淮汽车等小组骨干企业，对 E-call
系统进行了四地联合演习，验证了国内自主 E-call 系统的稳定性和实践可用性，并于 2015
年年底正式发布了 TIAAE-Call 方案。 2016年
华为和远盟牵头，将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内研究的E-call内容，开始申报标准立项。
2017年12月 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汽车电子与电磁兼容分技术委员会，组织各大汽车生产
商以及相关技术研究机构在大理召开"车载紧急呼叫专题技术研讨会"，在会上研讨了中国E-
call 的主要技术点和推动中国E-call 标准的计划。 2018年 ①2018 年 1 月工信部网站公开征
集对《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意见，这是首次管理汽车行业的
国家级部门对 E-call 标准做了明确定义——GB
标准，即汽车行业的强制级国家标准。②经过行业广泛研讨和对国外主要国家 AECS 系统
应用调研，形成了标准立项草案，并同步规划了《车载无线通信终端》、《车载定位系统技
术要求及试验方法第1部分：卫星定位》、《道路车辆免提通话和语音交互性能要求及试验
方法》三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作为重要的支撑性技术标准。 2019年 ①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召开多次关于"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的研讨会，罗德与施瓦茨公
司积极参与，并于 2019 年 10 月，召开"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标准起草筹备会，明确标
准起草的主要内容和计划安排。②2019-2020
年,基于标准立项草案的相关技术点展开研究和推进, 完善标准立项草案并提交立项。
2021年 持续进行触发条件、语音品质、定位要求等主要标准技术点研究，根据立项答辩后
的相关指导意见进行了进一步的行业协调和立项材料完善，并再次提交立项申请。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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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 AECS 及三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制定,同时再次参加国标委立项答辩。 2023年4月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强制性国家标准佳《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制定计划
(国标委发(2023)15 号), 计划编号为 20230441-Q-339。按照强标工作计划安排,起草组召开
了多次线上、线下等不同形式的标准研讨会,通过大范围行业讨论、相关方沟通交流、全行
业问卷调研等形式,推进标准制定工作。 2024年6月
按会议要求修改完善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2025年4月 2025 年 4 月
25 日，《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正式实施日期为 2027 年 7 月 1
日。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车联网发展趋势下eCall成为必要环节，未来几年行业将迎来快速增长
车联网是物联网技术在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延伸，也是 eCall
产品应用的基础。智能网联汽车是《中国制造 2025》规划中提出的新概念，是智能汽车与
互联网相结合的产物，《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中明确了智能网联汽车的定义是：
智能网联汽车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和网络
技术，实现车与 X（X 指人、车、路、云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
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安全、节能、高效、舒适行驶，并最终可实现替代人来操
作的新一代汽车。而车与人、车、路、云等的交互都离不开车联网技术，近年来车联网渗透
率持续上升，行业市场规模快速增长，2024 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达到 5430 亿元。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伴随我国 eCall 强制性国家标准逐步落地，“车与 X+eCall”将持续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出行保
驾护航。自动驾驶是实现无人驾驶终极形态的必经阶段，按照技术发展程度可以分为 L0（
应急辅助）、L1（部分驾驶辅助）、L2（组合驾驶辅助）、L3（有条件自动驾驶）、L4（
高度自动驾驶）、L5（完全自动驾驶）五级。近年来各大车企纷纷布局自动驾驶，在政策、
软件、硬件、保障四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智能驾驶将逐步具备通向 L3
的技术基础、规范措施和赔付机制，2025 年有望成为 L3 商用元年。由于 L3 为有条件自动
驾驶，本质上为人机混合控制和接管，所以仍存在事故发生时难以判断责任归属于汽车还是
人类驾驶员的情况，因而企业会通过推出智驾险等措施来增强驾驶者的信心；若过渡到更高
级别的 L4 及 L5 级智能驾驶，汽车将完全控制和接管，也将对汽车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eCall
提供紧急救援服务、增强安全信心、提供安全数据支持等优势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L3 自动驾驶技术基础、规范措施和赔付机制逐步落实 维度 进展 政策 2024
年有关部门公布了首批 L3 试点名单，部分玩家开始获准上路测试 L3 级自动驾驶。 硬件
乘用车线控转向量产落地，数字底盘逐渐成为标配，为 AI
软件如臂使指地控制汽车提供了底层基础。 软件 端到端上车让自动驾驶的泛化能力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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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已成为行业共识。行业头部正在冲刺一段式端到端，还有玩家计划从
VLM（视觉语言模型）范式升级为
VLA（语言视觉动作）范式，模型上限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企业保障 鸿蒙智行等开始推动
智驾险落地，智驾险既是对用户的保障，也是玩家对技术自信的体现，推动智能驾驶保障体
系完善。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据乘联会数据，2024 年我国乘用车销量达 2289.2 万辆，同比增长 5.5%，销量规模创
2020 年以来新高。

资料来源：乘联会，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显示，我国
eCall标准当前的进度为“即将实施”，且该标准正式实施日期为 2027 年 7 月 1
日，基于此，预计标准发布时间和正式执行时间分别为 2025 年和 2027
年，而市场爆发也会从2025到2027年的三年内。
由于 eCall 产品具有强制安装和较为明显的预装属性，故新生产车辆为目标安装群体，已上
市流通车辆及二手车辆暂不在考虑范围内。我国新车eCall系统渗透率在2025年开始将会因
为强制安装而得到快速提升，预计到2027年基本就实现新车全覆盖，渗透率接近100%，20
27年前后也将迎来市场规模巅峰，再往后市场规模将会逐渐稳定，具体如下：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相对而言，商用车由于销量更少，其市场规模体量也更小，预计到2027年商用车eCall系统
市场规模达到24.65亿元，具体如下：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YM）

注：上述信息仅作参考，图表均为样式展示，具体数据、坐标轴与数据标签详见报告正文。
个别图表由于行业特性可能会有出入，具体内容请联系客服确认，以报告正文为准。
更多图表和内容详见报告正文。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eCall系统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25-20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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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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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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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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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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
行业信息咨询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
机构、行业协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
中国电信、中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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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行业环境与全球市场】
第三章 2020-2024年中国eCall系统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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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对外贸易环境与对eCall系统行业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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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国eCall系统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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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Call系统行业技术风险
三、eCall系统行业竞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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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美eCall系统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 欧洲eCall系统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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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eCall系统行业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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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国eCall系统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六节 中国eCall系统行业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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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链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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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游产业对eCall系统行业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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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eCall系统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PEST模型概述
二、政策因素
三、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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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PEST模型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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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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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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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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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北地区eCall系统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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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eCall系统行业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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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北地区eCall系统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eCall系统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节 2025-2032年中国eCall系统行业市场规模区域分布预测

第十二章 eCall系统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可能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一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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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企业二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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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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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五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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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六节  企业六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七节  企业七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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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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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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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企业九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节  企业十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部分 展望、结论与建议】
第十三章 2025-2032年中国eCall系统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eCall系统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国eCall系统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二、中国eCall系统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eCall系统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eCall系统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eCall系统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eCall系统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eCall系统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eCall系统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eCall系统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eCall系统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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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国eCall系统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观研天下中国eCall系统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 中国eCall系统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eCall系统行业品牌营销策略分析
一、eCall系统行业产品策略
二、eCall系统行业定价策略
三、eCall系统行业渠道策略
四、eCall系统行业推广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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