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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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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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irr.org/report/R03/R0304/202210/25-512535.html

  产品价格：纸介版9800元  电子版9800元  纸介+电子10000元

  订购电话: 400-600-8596  010-80993936

  传真: 010-60343813

  网址:  http://www.chinairr.org

  Email: sales@chyxx.com

  联系人：刘老师 陈老师 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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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irr.org/report/R03/R0304/202210/25-512535.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所谓车载通信系统，是在智能交通系统、传感器网络技术发展基础上，在车辆上应用先进

的无线通信技术，实现交通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的手段。车载通讯系统的广泛定义是指装载

在汽车上的移动通讯系统。车载通信系统通过车车、车路通信将交通参与者、交通工具及其

环境有机结合，提高了交通系统的安全和效率。

    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发展，座舱域和智能驾驶域对汽车处理器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根据地

平线的数据，自动驾驶等级每提高一级，算力就增加一个数量级；L2级别需要2个TOPS的算

力，L3需要24个TOPS的算力，L4为320TOPS，L5为4000+TOPS。自动驾驶L1-L5需要的算力

    汽车计算芯片主要包括三种典型产品：ASSP（专用应用标准产品，比如CPU、GPU）

、ASIC（专用芯片）和FPGA。当前主流的域控制器处于多核CPU/GPU芯片阶段，随着人工

智能计算的快速发展，传统的CPU、GPU已经开始难以满足越来越多新的需求，在能效上也

处于劣势。而半定制的FPGA和定制型的ASIC将迎来高速的发展。

    &Oslash;第一阶段：从以CPU（通用计算）为核心的ECU转变为以GPU（高性能计算）为核

心的智能辅助驾驶芯片。

    汽车电子发展的初期阶段，ECU主要是用于控制发动机工作，为保证传感器ECU-控制器回

路的稳定性，采用ECU与传感器对应的分布式架构。后来随着车辆的电子化程度逐渐提高

，ECU占领了整个汽车，从防抱死制动系统、4轮驱动系统电控自动变速器、主动悬架系统、

安全气囊系统，到现在逐渐延伸到了车身各类安全、网络、娱乐、传感控制系统等。

    随着汽车电子化的发展，车载传感器数量越来越多，传感器与ECU一一对应使得车辆整体

性下降，线路复杂性也急剧增加，此时DCU（域控制器）和MDC（多域控制器）等更强大的

中心化架构逐步替代了分布式架构。将整车划分为动力总成，车辆安全，车身电子，智能座

舱和智能驾驶等几个域，利用多核CPU/GPU芯片相对集中的去控制每个域。

    GPU和CPU最大的区别是设计结构及不同结构形成的不同功能。CPU的逻辑控制功能强，

可以进行复杂的逻辑运算，并且延时低，可以高效处理复杂的运算任务。而GPU逻辑控制和

缓存较少，使得每单个运算单元执行的逻辑运算复杂程度有限，但并列大量的计算单元，可

以同时进行大量较简单的运算任务。此外，CPU的核心数量只有几个（不超过两位数），每

个核都有足够大的缓存和足够多的数字和逻辑运算单元，并辅助很多复杂的计算分支。

而GPU的运算核心数量则可以多达上百个（流处理器），每个核拥有的缓存大小相对小，数

字逻辑运算单元也少而简单。

                                 CPUVSGPU

                        特征            CPU            GPU                            ALU（计算运算单元）            强大的ALU



，64bit双精度。执行双精度浮点运算的加法和乘法只需1-3个时钟周期（约1-3纳秒）           

GPU的设计出发点在于GPU更适用于计算强度高、多并行的计算，因此拥有大量并行ALU，

并且把更多晶体管用于计算单元，因此GPU不适用于繁琐的流程控制和需要大量缓存容量的

低延时计算                            缓存            保存大量数据在缓存中，需要访问时直接读取，延时低      

     缓存存在于各线程中并且容量较小，目的是为了提高线程性能，而非降低延时。若有多线

程需要访问同一数据，缓存会合并这些访问，再去访问内存（DRAM），会形成延时                 

          逻辑控制单元            拥有复杂的逻辑控制单元，若程序含有多个分支，通过提供分支预测

来降低延时            简单逻辑控制单元，没有分支预测和数据预备功能                            总结           

CPU兼顾计算和控制，70%晶体管用来构建缓存，还有一部分控制单元，用来处理复杂逻辑

和提高指令的执行效率。计算通用性强，可以处理高复杂度的计算，延时低，但计算性能一

致            GPU包含大量ALU，以并行方式设计，擅长大规模并发计算。逻辑控制单元简单，缓

存较小，适用于破解密码、挖矿及图形计算等场景。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

《2023-2029年中国车载通信系统市场深度研究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

中国车载通信系统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车载通信系统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车载

通信系统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车载通信系统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车载

通信系统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车载通信系统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车载通信系统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车载通信系统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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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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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CAN，LIN代表着传统汽车车内通信网络，但CAN最大1MB/s的带宽以及非确定性

的Message传输时间，在高算力和高度融合的域控制器阶段有所不足，未来更高速、更开放的

以太网有望取代CAN成为骨干网络，和CAN等传统车载网络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共存。也就

是说，①在车身控制域内部，各部件通过CAN、LIN沟通实现数据共享（类似于传统车载网

络架构）；②在娱乐子网中，娱乐域控制器与其子部件的通信将通过以太网实现；③当一个

域需要与其他域交换信息时则经由网关、以太网路由实现。见的车载通信网络优劣势对比       

                常见的车载通信网络            应用领域            优点            缺点            最高带宽                           

CAN            实时控制            成本低、可靠性高            带宽低、共享介质            1Mbit/s                          

 LIN            低带宽控制            成本更低            带宽低、共享介质            19.2Kbit/s                           

FlexRay            实时控制            带宽高            成本高、共享介质            2*10Mbit/s                            Most 

          娱乐系统            带宽高            成本高、有限个摄像头            150Mbit/s                            LVDS         

  驾驶辅助摄像头            带宽高、成本低            仅一个摄像头、视频设备            655Mbit/s                  

         以太网            背板、摄像头、雷达、信息娱乐系统            带宽高            网络问题           

100Mbp            

二、2017-2022年中国车载通信系统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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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国内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第四节2023-2029年国内产品未来价格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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