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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车联网的应用加深，用户内容付费及车路协同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成为市场消费中主要

的构成。具体来看，在车联网市场中，服务费占比最大约为40%，其次为汽车后市场、大数

据应用、硬件收入以及第三方合作。未来，智慧交通带来的服务、基础设施等市场，以

及V2X路侧协同终端市场前景广阔，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根据我国目前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预计2023年中，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超过4亿辆。庞大的

汽车市场为中国的车联网服务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中国车联网正面临着全产业的爆

发性发展机会。

    在宏观政策、潜在市场、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利因素影响下，将保持快速增长。

中国汽车市场巨大、保有量不断提升，新车搭载智能网联终端的比例将不断提升。

预测，2019年我国车联网市场规模预计将近1800亿元。随着车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应用，中国

车联网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到2020年将超2000亿元；2022年或将近3000亿元。2019-2022年中国

车联网市场规模走势预测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乘用车车联网市场

研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共五章。首先介绍了中国乘用车车联网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乘用

车车联网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乘用车车联网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

乘用车车联网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乘用车车联网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

分析了中国乘用车车联网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乘用车车联网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乘用车车联网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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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 车联网概述

1.1 车联网行业相关定义

1.1.1 智能交通系统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ffic System，简称ITS）又称智能运输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是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数据通信技术、传

感器技术、电子控制技术、自动控制理论、运筹学、人工智能等）有效地综合运用于交通运

输、服务控制和车辆制造，加强车辆、道路、使用者三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一种保障安



全、提高效率、改善环境、节约能源的综合运输系统。    目前的中国ITS体系框架（第二版）

的基本情况如下：用户服务包括9 个服务领域、47 项服务、179项子服务；逻辑框架包括10个

功能领域、57 项功能、101项子功能、406个过程、161 张数据流图；物理框架包括 10个系统

、38个子系统、150个系统模块、51张物理框架流图；应用系统包括58 个应用系统。                    

               中国ITS体系框架（第二版）用户服务列表                                                    用户服务领域           

                        用户服务                                                    1交通管理                                    1.1交通动态信息监

测                                                    1.2交通执法                                                    1.3交通控制                                     

              1.4需求管理                                                    1.5交通事件管理                                                    1.6交通

环境状况监测与控制                                                    1.7勤务管理                                                    1.8停车管

理                                                    1.9非机动车、行人通行管理                                                    2电子收费       

                            2.1电子收费                                                    3交通信息服务                                    3.1出行前

信息服务                                                    3.2行驶中驾驶员信息服务                                                    3.3途中

公共交通信息服务                                                    3.4途中出行者其他信息服务                                              

     3.5路径诱导及导航                                                    3.6个性化信息服务                                                    4智

能公路与安全辅助驾驶                                    4.1智能公路与车辆信息收集                                                   

4.2安全辅助驾驶                                                    4.3自动驾驶                                                    4.4车队自动运

行                                                    5交通运输安全                                    5.1紧急事件救援管理                           

                        5.2运输安全管理                                                    5.3非机动车及行人安全管理                          

                         5.4交叉口安全管理                                                    6运营管理                                    6.1运政管

理                                                    6.2公交规划                                                    6.3公交运营管理                           

                        6.4长途客运运营管理                                                    6.5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6.6出租车运营管理                                                    6.7一般货物运输管理                                        

           6.8特种运输管理                                                    7综合运输                                    7.1客货运联运管理 

                                                  7.2旅客联运服务                                                    7.3货物联运服务                         

                          8交通基础设施管理                                    8.1交通基础设施维护                                                 

  8.2路政管理                                                    8.3施工区管理                                                    9 ITS数据管理      

                             9.1数据接人与存储                                                    9.2数据融合与处理                                    

               9.3数据交换与共享                                                    9.4数据应用支持                                                   

9.5数据安全                        

1.1.2 车联网定义

1.1.3 Telematics定义

1.2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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