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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政策动态 

工信部发布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产业

发展面临提速 

 

行业动态信息 

事件 

5 月 15 日，工信部印发《2019 年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 

 

智能网联汽车成为国际汽车产业发展和法规出台热点。 

智能网联汽车是未来信息通信技术未来重要平台以及汽车产业

的未来，目前全球范围内包括欧洲、美国、日本、中国都将智能

网联汽车作为重要发展方向，通过政策、研发、示范、法规等引

导并促进其发展，且从国家层面、战略层面积极布局。智能网联

汽车相关的标准法规也已经成为全球标准法规相关国际组织包

括联合国、ISO 和 IEC 的工作重点，希望能够发挥在智能网联行

业的主导地位。 

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上升至我国战略层面。 

智能网联的产业化发展需要标准化支撑，出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

的实际需求和应对新形势下国际竞争的需要，我国也将智能网联

汽车上升到国家的战略层面，并于 2015 年发布“中国制造 2025”

首次提出了智能网联汽车这个概念，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

准化工作加快发展，对标准体系建设也提出了明确要求。2017 年

12 月 29 日，工信部发布了和国家标准委共同制定的《国家车联

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系列文件，旨在发挥在车联网产业生

态环境构建中的顶层设计和引领规范作用，并根据标准化主体对

象和行业属性把指南分为总体要求、智能网联汽车、信息通信、

电子产品与服务等部分。2019 年 4 月 4 日，在国家标准委新下达

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中，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能

网联汽车分标委提交的 4 项有关汽车信息安全的推荐性国家标准

项目获批立项,包括：《汽车信息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电动汽车

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信息安全技术要求》、《车载信息交互系统信

息安全技术要求》、《汽车网关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本次《要点》

的发布，反映了政府对智能网联汽车持续清晰的政策导向和产业

支持，且与 2018 年发布的工作要点相比起点更高，工作更深入，

表明了智能网联标准化工作的显著进步。具体来看，本次《要点》

提出了三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落实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动态完

善标准体系；系统布局技术领域、加快重点标准制修订；履行国

际协调职责、加强标准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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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信息评述 

智能网联汽车成为国际汽车产业发展和法规出台热点。 

智能网联汽车是未来信息通信技术未来重要平台以及汽车产业的未来，目前全球范围内包括欧洲、美国、

日本、中国都将智能网联汽车作为重要发展方向，通过政策、研发、示范、法规等引导并促进其发展，且从国

家层面、战略层面积极布局。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标准法规也已经成为全球标准法规相关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

ISO 和 IEC 的工作重点，希望能够发挥在智能网联行业的主导地位。 

 

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上升至我国战略层面。 

智能网联的产业化发展需要标准化支撑，出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和应对新形势下国际竞争

的需要，我国也将智能网联汽车上升到国家的战略层面，并于 2015 年发布“中国制造 2025”首次提出了

智能网联汽车这个概念，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加快发展，对标准体系建设也提出了明确要

求。2017 年 12 月 29 日，工信部发布了和国家标准委共同制定的《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系

列文件，旨在发挥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构建中的顶层设计和引领规范作用，并根据标准化主体对象和行

业属性把指南分为总体要求、智能网联汽车、信息通信、电子产品与服务等部分。2019 年 4 月 4 日，在国

家标准委新下达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中，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提交的 4

项有关汽车信息安全的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获批立项,包括：《汽车信息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电动汽车远

程服务与管理系统信息安全技术要求》、《车载信息交互系统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汽车网关信息安全技术

要求》。本次《要点》的发布，反映了政府对智能网联汽车持续清晰的政策导向和产业支持，且与 2018 年

发布的工作要点相比起点更高，工作更深入，表明了智能网联标准化工作的显著进步。具体来看，本次《要

点》提出了三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落实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动态完善标准体系；系统布局技术领域、加

快重点标准制修订；履行国际协调职责、加强标准交流与合作。 

（一）落实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动态完善标准体系 

在具体工作要点上，2018 年版本《要点》要求尽快启动汽车网联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开展智能网联汽

车通信需求相关标准预研，启动自动驾驶高精地图需求及道路设施需求研究。而本次要点从内部机构协调

转到了强调具体工作任务，提出了三个方面内容：1.贯彻落实《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加快

基础通用和行业急需标准制定，加强标准关键技术研究和试验验证工作，及时开展标准宣贯与实施，确保

各类标准项目有序推进；2.开展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总结和绩效评估，及时总结标准体系建设成果、经验及

问题，持续优化完善标准体系，适时调整标准项目优先级及工作安排，确保标准体系建设持续支撑产业发

展；3.切实贯彻《C-V2X 标准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友好合作、专业分工、优势互补、协同推进”原则，研

究制定汽车通信应用层相关标准，配合做好道路基础设施、智能交通管理平台等相关标准制定，协同推进

车联网标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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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布局技术领域，加快重点标准制修订 

根据 2017 年底发布的《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要求，到 2020 年初步建立能够支撑 ADAS

和低等级的自动驾驶的标准体系，到 2025 年系统建成能够支撑高级别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

和 2018 年版本《要点》对比，本次《要点》很多具体工作已经从 “启动”变成了“稳步推进”，如稳步推动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标准制定、全面开展自动驾驶相关标准研制、有序推进汽车信息安全标准制

定、协同开展汽车网联相关标准制定等，显示了我国在相关标准制定领域有序推进。 

 

（三）履行国际协调职责，加强标准交流与合作 

在国际协调方面，从 2018 年的参与国际法规制定到强调深入参与。本次《要点》提出，要深入参与

联合国智能网联汽车国际法规协调，继续加大国际标准的参与广度与深度，持续加强和扩大国际交流与合

作，协同开展汽车网联相关标准制定。较去年相比，本次《要点》强调继续加大国际标准的参与广度与深

度；系统跟踪国际标准化组织道路车辆委员会（ISO/TC22）动态，积极参与自动驾驶特别工作组（ADAG）

项目规划，深入参与预期功能安全、信息安全等重点标准制定；认真履行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工作组

（SC33/WG9）召集人职责，积极承担测试场景通用要求等国际标准制定。  

 

投资评价和建议 

我们认为，2019 年是智能驾驶行业商业化爆发元年，随着行业政策及标准化法规政策的不断落地、5G

技术的发展以及 ADAS 渗透率不断提升，产业进程有望提速，我们建议关注智能驾驶产业链标的华域汽车、

德赛西威、星宇股份、均胜电子。 

 

  



 

  

3 

汽车整车 

 

行业动态研究报告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分析师介绍 
余海坤：汽车行业首席分析师，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近 10 年汽车产业和研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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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重要声明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仅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但本公司及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本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或建议在本报告发出后不会发生任何变更，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均仅反映本报告发

布时的资料、意见和预测，可能在随后会作出调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

考，不构成投资者在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等方面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投资者作出的最终操作建

议做任何担保，没有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

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据本报告做出的任何决策与本公司和本报告作者无关。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

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类似的金融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本报告。任

何机构和个人如引用、刊发本报告，须同时注明出处为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节和/或修改。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且本文作者为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注册的证券分析师，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

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本文作者不曾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

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北京 上海 深圳 

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12 层（邮编：100010）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

厦北塔 22 楼 2201 室（邮编：200120） 

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B 座 22 层（邮编：518035） 

电话：(8610) 8513-0588 电话：(8621) 6882-1612 电话：（0755）8252-1369 

传真：(8610) 6560-8446 传真：(8621) 6882-1622 传真：（0755）2395-3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