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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事项： 

[Table_Summary] 近日，我们邀请车联网行业专家，高新兴集团首席方案架构师 吴博士为我们解读车联网行业最新政策、标准、应用

及产业链情况，纪要如下。 

评论： 

 车联网处于爆发前夜，产业投资机会巨大 

随着 5G 商用临近，车联网作为最重要也是最清晰的应用场景逐步进入爆发期，目前基于 5G 的车联网全球标准或

将于 2019 年底冻结，国内在政策层面积极组织方案制定，产业链各方也全面进入技术验证期。我们认为产业投资

机会已逐步明确，A 股相关公司高新兴、广和通、移为通信、日海智能、中海达等有望充分享受行业红利，建议积

极关注。 

 风险提示 

车联网发展不达预期 

 

正文： 

2019 年是 5G 规模商用节点，5G 应用很多，车联网是比较清晰的应用场景。2019 是车联网试点年，2020 年是规

模商用年。车联网包含汽车、交通、通信三大行业，高新兴在这三个领域都有所布局，对于三者的结合，是未来公

司的发展重点。 

 无人驾驶在全球的最新发展情况？  

除了百度、谷歌在大量验证外，主流车厂也在积极介入。主流车厂一方面在推进单车智能发展，另一方面在推进车

路协同的发展。单车智能的实现主要基于各类传感器的技术支持，车路协同更主要是基于 V2X 标准的车联网的发展。 

V2X 的应用场景：1、提供数据服务类业务，和运营商合作，推动一些车队管理、保险业务等，比如高新兴和 T-mobile、

Octo 的合作；2、车辆安全业务，车辆报警、防碰撞等，V2X 可以给很好的支撑；3、交通效率类业务，提升这个城

市的交通效率，包括动态效率提升和静态通知，如 V2X 与现有交通信号等的协同，车速的推送等；4、实现自动驾

驶，包括单车自动驾驶和车队协同驾驶等。 

从目前的测试验证来看，更多集中在 L3、L4，但从车厂的实际演示来看，还在 L1 和 L2，实现无人驾驶还需要时间。

V2X 首先实现的是数据支持，然后是车辆安全、效率提升，最后才是自动驾驶。目前这个时点还停留在数据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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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今明年开始支撑效率、安全类业务。 

 车联网的商业逻辑？或者是盈利模式？ 

国外 V2X 分两派：通用、丰田走的是 DSRC 路线（专用短距离通信技术），更多车厂开始倾向于使用基于蜂窝网

络的 C-V2X 标准，国内车厂全部用后者。 

前装市场，基于 V2X 的 T-BOX 形态的产品的大量应用很清晰；后装市场，城投和交投会建设整个车联网路侧设备

等基础设施，这两块有比较明确的投资机会。另外，车用传感器、芯片、车路协同设备、平台系统等环节值得关注。 

 《车联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发布后，政策层面还会有哪些措施推进产业发展？ 

《计划》发布后，与 5G 相关的测试和验证事件值得紧密关注，国家会着力去推动。前期国家在物联网层面主要推

动“5+2”的测试示范，18 年底在雄安开了车联网产业发展专委会第二次会议，将雄安确定为车联网后续重要验证

场所，包括北京冬奥等大型赛事也会是验证的时机。 

从车联网发展来说，挑战较大，标准化组织较多，涉及多部委，工信部在牵头组织二十多个单位共同协作，后续在

国家层面应该会做一些协同、标准推进等工作，值得关注。 

 V2X 标准的最新进展？ 

全球来看，DSRC 标准 99 年即推出，已经比较成熟，V2X 与 2017 年年中基于 R-14 的 LTE-V2X 的标准已经固化，

车联网相关的业务需求、系统架构、空口技术和安全标准等已经确定， 2018 年中针对车联网的增强型 LTE-V2X 标

准固化，其在上一个版本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对车联网编内行驶、高级驾驶、传感器信息交互、远程遥控驾驶等做

了相应标准界定，从全球来看，随着 5G R16 标准将于 2019 年落地，基于 5G 新空口的车联网标准将固化。国内来

看，各个标准化委员会在积极推进，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基本是同步的。 

 产业链国内外竞争格局和优质公司？ 

车联网涉及产业链比较多，车内的包括自动驾驶的模块（高精度地图定位、传感器、处理器），车载终端等部件（通

信模组；如 Sierra、Gemalto、高新兴），车载平台和应用（智慧交通项目建设，软件平台；如华为、大唐、东软），

目前国内外玩家非常多，最后受益程度还要看企业的综合实力。 

 高新兴最新业务进展？ 

高新兴主要集中在车载这个环节，包括前装和后装，后装的 OBD 产品出货量百万片，服务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 T-mobile、Octo 等大客户；前装领域为吉利提供车规级通信模块和 T-BOX 产品，也在积极拓展比亚迪等客户；

在交通领域，关注网络和大数据平台，为交委和交管提供软件平台系统；除此之外，在积极推进电子车牌领域，在

国内属于领先地位，在重庆已经有 400 万辆车的应用。 

 车联网行业的发展障碍？ 

车联网系统很复杂，涉及与车的通信、与人的通信、与交通系统的通信，需要工信、交通以及地方政府等相互配合，

需要做好统筹规划，产业才能快速发展。 

 有法规要求一定要搭载 V2X 标准吗？车厂搭载的动力所在？ 

美国有法规规定车辆必须搭载 DSRC 标准的终端，中国目前来看还没有强制性规定，随着技术成熟，未来或有可能

推动强制性标准。 

车厂一方面要看政策的态度，要真正实现 V2V，需要先实现至少 20%的 V2X 的部署，以及取决于 V2I 设备的部署

情况，需要道路管理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投入；另一方面，车联网是无人驾驶演进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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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流车厂都在积极验证，北汽、广汽等今年都会发出技术标书；上汽做过 V2X 的演示，预计 2020 年量产；长

安做过跨省的测试；吉利有望在 19 年在重点城市做验证。 

 车联网模组和芯片的情况？ 

高通已经有基于 4G 标准的 V2X 车载芯片，相应模组的价格还比较高，未来价格肯定会大幅下降。联发科在 19 年

Q3 可能推出相应芯片，华为海思也已经有基于 LTE 的车载芯片。 

 目前车联网上传和下行速率，以及时延情况？ 

国家目前发布的是基于 5.9GHz 的 20M 的带宽，目前还无法提供比较好的支持，在 5G 时代有望放出更多频段，欧

美地区已经放出了 70M 的带宽。目前 4G 可以支撑的时延在 70~80ms，5G 时代希望可以降到 10ms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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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行业重大事件快评：调研纪要：5G 渐进，京信通信业绩弹性大》 ——2019-01-07 

《通信行业 2019 年投资策略：5G：通信行业最耀眼的星，板块有望迎来双击》 ——2018-12-25 

《行业重大事件快评：标准推迟冻结不改 5G 发展大势》 ——2018-12-24 

《通信行业 2018 年 12 月投资策略：行业估值处于低位，看好 5G 加速》 ——2018-12-07 

《行业重大事件快评：5G 频谱分配落地，加速产业化进程》 ——20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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