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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块近一年市场表现 

 
投资要点： 

 车联网市场保持高速增长。受益宏观政策驱动、5G 商业化落地、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车联网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汽车市场巨大，网联

汽车占有率不断提高。未来，随着车联网产业生态不断完善，技术、服务

不断成熟，产业规模将迎来大发展。根据赛迪顾问数据，预计 2020 年车联

网市场规模同比增速达 69.9%，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到 2021 年，车联网市

场规模将超千亿。 

 政策催化叠加技术变革，驱动车联网产业进入快车道。产业端：全球

车联网渗透率逐年提高，互联网巨头争相入局，众多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建成；技术端：C-V2X 技术更适合车联网应用场景，我国大力发展 C-V2X

的条件已经具备；政策端：多部门支持车联网行业发展，多项行业标准发

布，促进智能网联汽车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车联网产业生态逐步形成。车联网产业链以汽车整车厂为核心，硬件

提供商及服务提供商为其提供设备和服务，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上游主要

是元器件设备制造商，包括 RFID/传感器、定位芯片等，在高性能汽车电

子领域和高端元器件领域主要被国外厂商所垄断。从 2016 年全球汽车电子

市场占有率来看，前十家公司占据了全球市场 67.1%的份额，市场集中度

较高。国内通信芯片提供商主要是大唐、华为。 

 传统车企和互联网巨头共同推进车联网产业发展。基于自身不同的基

因属性，传统车企以 ADAS 系统切入车联网，通过逐步丰富车辆辅助驾驶

功能，实现自动驾驶；互联网巨头依托自身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核心技

术优势，直接切入自动驾驶领域，首先在特定环境下测试，然后逐步扩展

到全区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 

 投资建议：从产业发展、技术成熟度、政策顶层规划来看，路边单元

RSU（Road side unit）基础设施建设将率先拉卡帷幕。技术层面，我国发展

C-V2X 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在 C-V2X“四跨”互联互通应用示范方面取

得了积极进展；政策层面，根据国家顶层规划，到 2020 年，实现 LTE-V2X

在部分高速公路和城市主要道路的覆盖，开展 5G-V2X 示范应用，车联网

用户渗透率达到 30%以上。因此 RSU 道路基础设施将迎来高速建设期。重

点推荐四维图新、千方科技和万集科技，建议关注金溢科技和东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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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5G 落地不及预期；政策支持不及预期；技术突破不及预期；下游需求

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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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联网市场空间广阔 

1.1 车联网内涵 

根据车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定义，车联网是以车内网、车际网和车载移动互联网为基础，按

照约定的通信协议和数据交互标准，在车-X（X：车、路、行人及互联网等）之间，进行无线通讯和信息交

换的大系统网络，是能够实现智能化交通管理、智能动态信息服务和车辆智能化控制的一体化网络，是物

联网技术在交通系统领域的典型应用。 

根据中国信通院定义，车联网是借助新一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车内、车与车、车与路、车与人、

车与服务平台的全方位网络连接，提升汽车智能化水平和自动驾驶能力，构建汽车和交通服务新业态，从

而提高交通效率，改善汽车驾乘感受，为用户提供智能、舒适、安全、节能、高效的综合服务。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定义智能网联汽车，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

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 X（车、路、人、云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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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舒适、节能”行驶，并最终可实现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

代汽车。 

因此，车联网主要是基于新一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车与车、车与人、车与基础设施、车与互联网

等的全方面协同和交互，进一步实现智能驾驶、智慧交通，提高汽车的智能化、网联化，减少行车事故，

重构汽车全产业链。 

图 1：智能化+网联合成为广泛认可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IMT-2020 (5G)推进组、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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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车联网向“智能网联”阶段迈进 

车联网演进大致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车企主导的功能性车载信息服务阶段，第二阶段是智能网

联服务阶段，第三阶段是智慧出行服务阶段。现阶段正处于智能网联服务阶段，随着 LTE-V2X 技术的不断

突破，有望实现 L3/L4 级别的自动驾驶。 

图 2：车联网发展三阶段 

智能网联服务阶

（2015-2025）

基于车联网平台的

智能网联服务阶段

基于C-V2X的车路网

云协同服务阶段

功能：实现车辆与一切可
能影响车路的实体进行信
息交互，减少事故，减缓
交通拥堵，降低环境污染

以及提供其他信息服务
典型业务：紧急制动、
异常车辆提醒、交叉路口
碰撞预警、道路危险状况
提示、基于信息号灯的车

速引导、绿波带等

功能：实现车辆与一切可
能影响车路的实体进行信
息交互，减少事故，减缓
交通拥堵，降低环境污染

以及提供其他信息服务
典型业务：紧急制动、
异常车辆提醒、交叉路口
碰撞预警、道路危险状况
提示、基于信息号灯的车

速引导、绿波带等

功能：将车内的信息以安
全、可靠、高效的方式传

递到云端

典型业务：主动安全、
系统路径规划、数据共享

以及协同感知等

功能：将车内的信息以安
全、可靠、高效的方式传

递到云端

典型业务：主动安全、
系统路径规划、数据共享

以及协同感知等

具有超低时延、超高带宽和超

高可靠性特点的5G网络，将为
交通行业的安全和高效保驾护

航，助力自动驾驶成为现实。

5G车联网应用场景：远程遥

控驾驶（Tele-Operated 

Driving，TOD）、高密度车辆
编队形式以及快速协同变道辅

助等。

智慧出行服务阶段

（2025~）

Telematics：基于车载影音信
息系统平台，通过接入无线网
络、利用配套服务体系开展的

车载综合服务，其核心是TSP

（Telematics service provider)

典型业务：远程诊断和救援、
导航服务、安防监控、资讯服

务、娱乐服务、通信服务

车载信息服务阶段

（1996-2015）

 

资料来源：华为、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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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自动驾驶等级 

 

资料来源：《欧盟自动驾驶路线图》、山西证券研究所 
 

1.3 车联网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 

受益宏观政策驱动、5G 商业化落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车联网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汽车市

场巨大，网联汽车占有率不断提高。未来，随着车联网产业生态不断完善，技术、服务不断成熟，产业规

模将迎来大发展。 

根据 2017 年上海汽车创新港发布的《2017 智能网联白皮书》，到 2035 年，全球智能网联市场规模将达

到 9964 亿美元，接近万亿美元规模；中国智能网联市场规模达到 4706 亿美元，占全球市场规模的 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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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全球商用智能网联市场规模  图 5：全球乘用智能网联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2017 智能网联白皮书》、山西证券研

究所 

 数据来源：《2017 智能网联白皮书》、山西证券研

究所 

 

图 6：中国商用智能网联市场规模  图 7：中国乘用智能网联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2017 智能网联白皮书》、山西证券

研究所 

 数据来源：《2017 智能网联白皮书》、山西证券研究

所 

根据赛迪顾问数据，预计到 2021 年，车联网市场规模将超千亿。同时，随着 2020 年 5G 技术的推广应

用、V2X 的技术发展、用户增值付费提升等因素，2020 年车联网市场规模同比增速达 69.9%，呈现高速增

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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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16-2021 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山西证券研究所 

2. 政策催化叠加技术变革，驱动车联网产业进入快车道 

2.1 产业端：全球车联网渗透率逐年提高，互联网巨头争相入局 

 截至 2018 年，我国轿车保有量超过 2.6 亿辆，巨大的汽车市场为我国车联网服务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

利基础。根据中国联通数据显示，2015 年全球车联网渗透率为 10%，我国渗透率为 7%，预计到 2020 年，

全球和我国车联网渗透率将分别超过 20%和 24%。根据 IHS 预测，2022 年全球联网汽车市场保有量将达到

3.5 亿台，市场占比达到 24%，具有联网功能的新车销量将达到 9800 万台，市场占比将达到 94%。2018 年

12 月，工信部出台的《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到 2020 年，车联网用户渗透

率要达到 30%以上，新车驾驶辅助系统（L2）搭载率达到 30%以上，联网车载信息服务终端的新车装配率

达到 60%以上，构建涵盖信息服务、安全与能效应用等的综合应用体系。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十一届

中国猎车榜”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与每日经济新闻联合发布的《AI 驱动汽车产业裂变——

中国汽车企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报告（2019）》数据显示，2018年智能网联新车型渗透率达到 31.1%，

相较 2016 年增长近 5 倍；2018 年中国品牌智能网联新车型渗透率达到 35.3%，相较 2016 年增长 15 倍。智

能网联功能正由高端、豪华车型向普通车型渗透，预计 2019 年智能网联汽车潜在客户下单渗透率将达到

36.4%；预计到 2020 年渗透率将达到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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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014-2018 年私人轿车保有量  图 10：2014-2018 年民用轿车保有量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1：车联网渗透率 

 

数据来源：中国联通车联网白皮书、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2：全球联网汽车保有量预测（百万台）  图 13：全球联网汽车年销售量预测（百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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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HS、中国信通院  数据来源：IHS、中国信通院 

 

面对飞速发展的车联网市场，互联网巨头争相入局，布局智能驾驶领域。互联网巨头凭借自身在软件

行业的优势，纷纷与传统车企合作，入局车联网、智能驾驶领域，成为当下的投资焦点。百度作为中国智

能驾驶领域的先驱，其 Apollo 开放平台是全球首个最全面的智能驾驶商业化解决方案，已经汇聚了国内外

众多自动驾驶厂商，与众多传统车企在智能驾驶领域展开合作。腾讯车联已经与长安、一汽、广汽、东风、

宝马等多个传统车企达成了战略合作。 

车联网成为众多车企的前装硬需求。一汽宣布从 2019 年起实现全系产品标配车联网系统；长安启动“北

斗天枢”战略，从 2020 年起实现新车全部联网且搭载驾驶辅助系统，从 2025 年起实现新车全部具备人机

交互功能。东风启程发布“智·趣科技”的品牌理念，深化车联网战略，并联合高德地图和科大讯飞合作

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平台建设。 

另外，为规范引导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工作，推进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多地建成智能网联示范基地。

同时，多地为自动驾驶企业发放了测试牌照，产业进展加速。截至 2018 年，全国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

包括 10 个国家级示范区以及 14 个地方级示范区。 

表 1：截至 2018 年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基地 

时间 地区/单位 示范区名称 建设现状 

2015.6 上海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上海）试点示范区 

截至 2018 年，上海示范区已完成 200 多种测试场景的搭建，在部分区域已

达到 1000 辆以上的示范车辆规模，示范区内累计测试里程接近 1 万公里 

2015.9 浙江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与

智慧交通浙江（杭州）

示范区 

在中国移动 5G 网络的助力下，云栖小镇已经初步建成 5G 车联网应用示范

项目。桐乡方面，一期成果也已经进入了全面运行阶段 

2016.1 京冀 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

交通（京冀）示范区 

截至 2018 年 7 月，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已经安全行驶超过 33000

公里，涵盖了京津冀地区城市、乡村、高速 85%的交通场景、示范区的最

大特点是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同步进行，目前北京首条长达 12 公里的车联

网专用道路已经正式落地。 

2016.1 重庆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与

智慧交通重庆示范区 

目前，重庆试验区一期已经在重庆市两江新区建成了占地 410 亩的智能网

联汽车模拟城市交通场景测试区；二期将建成占地 3500 亩的综合测试试验

区。 

2016.11 长春 国家智能网联起车与

智慧交通吉林（长春）

示范区 

2017 年 8 月，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北方）示范区在长春净月高新区启

明软件园正式开工。2019 年东北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汽车示范应用将正式进

入实操阶段。 

2016.11 武汉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与

智慧交通湖北（武汉）

示范区 

武汉示范区将依托示范区建设，构建新业态、新模式、牵引新能源汽车与

智能网联汽车以及智慧交通产业的研发和产业化。 

2016.11 无锡 国家智能交通综合测

试基地（无锡） 

无锡国家智能交通综合测试基地以“智能车特色小镇”为核心，规划了封

闭测试区和开放测试区两类测试基地，总回话面积为 178 亩，两年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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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至 208 亩。 

2018.7 长安大学 长安大学车联网与智

能汽车试验场 

目前已开战了大量的 V2X、智能汽车、ADAS 应用测试及验证工作，并获

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2016 年 12 月，与中国移动、清华大学开展“车联网”

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共建。2017 年 3 月，联合清华大学、中国

移动等 20 多家单位发起成立“车联网与智能汽车测试技术创新联盟”，联

合开展车联网与智能汽车测试相关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部公路院 交通部公路交通综合

试验场 

目前已建成自动驾驶研究与测试相关方向实验室 5 个，初步具备自动驾驶

车辆在高速公路、一般公路、城市道路场景的功能测试能力，并依托动态

广场、高速换到、长直线性能路具备部分自动驾驶功能的性能评测能力。 

重庆车检

院 

佳交通运输部认定自

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

基地（重庆） 

目前已开战了大量 ADAS、V2X 及自动驾驶测试，为 50 多家车厂及零部件

厂商提供测试验证评价服务，支持48中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测试应用场景，

其中网联协同类场景 28 个，自动驾驶类 20 个。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从自动驾驶路测牌照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颁发近 200 张自动驾驶路测牌照。其中，百度收获

100 张，独占鳌头。今年 7 月 1 日，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管理联席小组正式发放了首批 T4 级别自动驾驶测

试牌照，这批被称为目前技术含量最高的 5 张牌照全被百度收入囊中。 

表 2：中国自动驾驶路测牌照分布情况 

企业  牌照数量（张） 企业 牌照数量（张） 

百度 100 智行者 2 

文远知行 20 图森未来 1 

滴滴 4 金旅 1 

一汽 4 激励 1 

上汽 3 星行科技 1 

金龙 3 盼达用车 1 

腾讯 2 PSA 1 

蔚来 2 禾多科技 1 

宝马 2 宇通客车 1 

戴姆勒 2 东风商用车 1 

奥迪中国 2 卡达克 1 

东风 2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 1 

长安 2 智加科技 1 

阿里巴巴 2 北汽新能源 1 

初速度 2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 

2.2 技术端：C-V2X 技术更适合车联网应用场景 

根据中国信通院相关资料，车联网技术大致分为“端”、“管”、“云”三个层面。端层面主要是指车辆

和路侧设施的智能化、网联化，关键技术包括汽车电子、车载操作系统技术等；管层面关键技术包括 4G/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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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蜂窝通信技术、LTE-V2X 和 DSRC（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 专用短程通信技术），直连

V2X 无线通信技术是目前各方竞争的焦点。“云”层面，实现连接管理、能力开放、数据管理多业务支持

的车联网平台技术。 

图 14：车联网关键技术发展路线 

 

资料来源：《车联网白皮书》 

端层面，现阶段主要以高性能汽车电子为主，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竞争高地。一类是车载影音娱乐系统，

一类是基于语音识别、增强现实、眼睛跟踪等新兴技术的安全驾驶系统。从竞争格局来看，汽车电子产业

仍以国外为主，我国在某些细分领域有所突破，如舜宇在车载光学镜头领域多年保持全球第一，预计 2018

年全球市场份额将超过 40%。 

管层面，以 DSRC 和 C-V2X 两大阵营为主，但均未实现商业化。DSRC 是基于 IEEE 802.11p 底层通信

协议与 IEEE 1609 系列标准所构成的技术，是一种高效的无线通信技术，广泛应用与 ETC 不停车收费、出

入控制、车队管理、信息服务等领域，但难以支持高速移动场景，高速移动场景下，时延抖动较大，可靠

性差。C-V2X（Cellular Vehicle to Everything）即以蜂窝通信技术为基础的 V2X 技术，标准与 2017 年 6 月

完成，其是基于蜂窝技术的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仅通过改造现有基站就可以将 C-V2X 基础设施集成进去，

成本效益低，同时终端部署方面，可以延用 4G 或 5G 终端，在原有的 Tbox 设备中将其集成进去，部署成

本优。当下，以 LTE-V2X 为主。未来，随着 5G 网络的实现，其具备的高传输、低延时、高稳定等技术特

性，5G-V2X 可以满足车联网的多样化业务需求，未来车联网将是 5G-V2X 与 LTE-V2X 多种技术共存的状

态。预计到 2020 年，C-V2X 技术有望实现商业化量产上市。 

10 月 22 日，在 2019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上，由 IMT-2020（5G）推进组 C-V2X 工作组、

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C-V2X“四

跨”互联互通应用示范活动，首次实现国内“跨芯片模组、跨终端、跨整车、跨安全平台”C-V2X 应用展

示，活动充分展示了国内 C-V2X 全链条技术标准能力，进一步推动国内 C-V2X 产业化落地。同时标志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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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 C-V2X 在不同模组、不同解决方案、不同整车设备、不同云平台直接的互联互通，体现了我国在 V2X

领域的引领示范作用。 

表 3：车联网通信技术两大阵营对比 

车 联 网

通 信 技

术 

标 准

建 立

时间 

关键指标 适应场景 成本效益 

DSRC 1997

年 7

月 

支持车速 200km/h，反应时间 100ms，数

据传输速率平均 12Mbps(最大 27Mbps)，传

输范围 1km。根据美国交通运输部的报告，

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的时延要求是小于

100ms；车辆防碰撞指示的时延要求是小于

20ms 

基于低移动性场景的 Wi-Fi 技术，应用于

ETC 不停车收费、出入控制、车队管理、

信息服务等领域，并在车辆识别、驾驶员识

别、路网与车辆之间信息交互、车载自组网

等 

高，需要大量

配置通信设

备，延展性不

够 

C-V2X 2017

年 6

月 

传输带宽最高可扩展至 100MHz，峰值速率

上行 500Mbps，下行 1Gbps，时延用户面时

延≤10ms，控制面时延≤50ms，支持车速 

500km/h，覆盖范围与 LTE 范围类似 

实现车与车之间的直接通信（V2V），如提

前预警；汽车与行人通信（V2P），保障行

人安全；汽车与道路基础设施通信（V2I），

如交通信号灯、交通标识、停车位置等；以

及车辆通过移动网络（V2N）与云端进行通

信。 

低，依托原有

4G、5G 基站

和通信 Tbox

设备，实现快

速部署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云层面，车联网云平台具备三方面能力，一是支持共性平台建设，具有一定通用性、灵活性、安全性、

开发性和稳定性；二是保证各类用户体验，具有开放能力，有助于形成规模化用户公共服务能力，降低中

图 15：4G vs 5G 性能对比 

10-50ms

4G 5G

1-3ms延时

容量

连接

移动性

100M-1Gbps 10G+bps

10K/km2 1000K/km2

350Km/h 500Km/h

性能提升

10-50x

10-100x

10-100x

1.5x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研究院，山西证券研究所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16  

小型服务商的运营成本和业务部署成本，构建车联网标准生态体系，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三是实现多场景

支撑功能，如主动安全、系统路径规划、数据共享以及协同感知等。 

图 16：车联网协同互联云平台核心特点 

 

资料来源：《中国联通车联网白皮书》 

2.3 政策端：多部门支持车联网行业发展 

自 2016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印发《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促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

案》，促进交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推动交通智能化发展。2018 年，工信部及国家标准委出台多份车联网（智

能网联汽车）相关标准体系，推动车联网行业发展的标准化。2018 年 12 月，工信部发布《车联网（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指出到 2020 年，实现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跨行业融合取得突破，

在关键技术、标准体系、技术设施、应用服务、安全保障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车联网行业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2019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加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车路

协同)研发，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产业链。多项政策的出台，车联网行业快速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表 4：近年来车联网主要政策汇总 

时间 颁布单位 政策文件 支持对象 主要内容 

2019.9 国务院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智能汽车 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交通强

国，形成“三张交通网”、“两

个交通圈”。深化交通公共服

务和电子政务发展。同时，加

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汽车、

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研发，

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产业链。 

2018.12 工信部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智能网联汽车 到 2020 年，实现 LTE-V2X

在部分高速公路和城市主要

道路的覆盖，开展 5G-V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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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应用，车联网用户渗透率

达到 30%以上。 

2018.6 工信部、

国家标准

委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

建设指南（信息通信）》、《国

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

设指南（电子产品和服务）》 

车联网 车联网产业的标准体系结构，

车联网产业标准化总体工作 

2018.4 工信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

部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管理规范（试行）》 

智能网联汽车 明确测试主体、测试驾驶人、

测试车辆等相关要求 

2018.3 工信部装

备工业司 

《2018 年智能网联汽车标

准化工作要点》 

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标准的研

究与制定 

2018.1 国家发改

委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智能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战略意义 

2017.12 工信部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 

人工智能 未来三年车联网产业发展方

向 

2017.12 工信部、

国家标准

委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

车）》 

智能网联汽车 车联网产业标准化工作 

2017.7 国家发改

委、交通

运输部 

《推进“互联网+”便捷交

通促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

施方案》 

智能交通 自动教师车辆研发方向 

2017.7 国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 

人工智能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规划 

2017.4 国家发改

委、工信

部、科技

部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 

汽车 明确汽车产业发展方向 

2017.1 工信部 《 物 联 网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 

物联网 物联网产业五年发展规划 

资料来源：工信部官网、国家发改委网站、赛迪顾问、山西证券研究所 

3. 车联网产业生态逐步形成 

车联网产业链以汽车整车厂为核心，硬件提供商及服务提供商为其提供设备和服务，具有较大的话语

权。上游主要是元器件设备制造商，包括 RFID/传感器、定位芯片等，在高性能汽车电子领域和高端元器件

领域主要被国外厂商所垄断。从 2016 年全球汽车电子市场占有率来看，前十家公司占据了全球市场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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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份额，市场集中度较高。国内通信芯片提供商主要是大唐、华为。 

图 17：车联网产业链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表 5：2016 年全球汽车电子市场份额  图 18. 2015-2020 年全球汽车细分领域收入复合平均增长

率 

排名 公司 市场份额 

 

1 NXP Semiconductors 14.00% 

2 Infineon Technologies 10.70% 

3 Renesas Electronics 9.60% 

4 STMicroelectronics 7.60% 

5 Texas Instruments 6.90% 

6 Robert Bosch 5.90% 

7 ON Semiconductor 4.40% 

8 Microchip Technology 2.90% 

9 Toshiba 2.60% 

10 Rohm Semiconductor 2.50% 

前十市场份额合计 67.10%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IHS，中国信通院 

中游主要是以 OEM 整车厂为核心、以及终端设备制造商和软件开发商构成。其中，ADAS（高级辅助

驾驶系统）和信息娱乐系统是当下发展最为快速的市场。根据 IHS 预测，ADAS 和信息娱乐系统 2015-2020

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9.3%和 7.9%，底盘及系统由于其成熟度较高，复合增长率相对较小。 

19.3% 

7.9% 

6.0% 

4.1% 

3.4% 

0% 5% 10% 15% 20% 25%

ADAS

信息娱乐系统 

动力总成 

车身及便捷 

底盘及安全 

复合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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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主要是后装市场，包括系统集成商、远程服务提供商（TSP）、通信运营商等。我国车联网企业主

要集中在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中下游市场。 

上市公司中，主要集中在终端设备领域，四维图新在芯片和内容服务领域都有布局，具备一定的稀缺

性。 

表 6：计算机板块车联网上市公司汇总 

产业链

位置 

公司

名称 
主要业务领域 

营收（亿

元） 

净利润（亿

元） 

PE

（TTM

） 

终端设

备 

千 方

科技 

智能基础设施、智慧路网、汽车电子、ETC 等，在高速公

路信息化领域市场占有率较高 

72.51  7.63  30.60  

东 软

集团 

公司业务涉及汽车电子、汽车信息安全、基于 V2X 通信技

术产品等，参与了多项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标准的制

定，基于 V2X 解决方案市占率较高 

71.71  1.10  622.80  

德 赛

西威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空调控制系统、驾驶信息显示系统、

显示模组与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 

54.09  4.16  56.34  

路 畅

科技 

智能车机、全液晶数字仪表、360 全景、电动尾门、T-BOX、

ADAS、HUD、流媒体后视、行车记录仪、高清后视等 

7.57  0.17  -185.02  

天 泽

信息 

智能定位车载终端、电子硬盘存储、倒车影像服务等 8.96  0.24  76.31  

中 科

创达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ADAS、智能仪表盘、车载通信系统

等 

14.65  1.64  76.83  

中 远

海科 

高速公路监控、通讯、收费（ETC）系统；高速公路联网

收费管理系统、城市交通监控系统、智能交通产品等 

9.80  0.83  40.25  

芯片、内

容服务 

四 维

图新 

汽车电子芯片、高清地图、ADAS、车联网平台——

WECLOUD、手车互联产品——WeLink、一键上网 

21.34  4.79  99.77  

资料来源：wind、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4. 传统车企和互联网巨头共同推进车联网产业发展 

基于自身不同的基因属性，传统车企以 ADAS 系统切入车联网，通过逐步丰富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实

现自动驾驶；互联网巨头依托自身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核心技术优势，直接切入自动驾驶领域，首先在

特定环境下测试，然后逐步扩展到全区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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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传统车企 VS 互联网巨头自动驾驶实现路径 

 

数据来源：《2017 智能网联白皮书》 

从全球范围看，大部分车企均以投入 ADAS 和自动驾驶系统的开发，多数计划于 2019 年开始向市场投

放 L3 级量产车，2021 年开始量产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2025 年以后实现 L5 级的完全自动驾驶。 

表 7：传统车企自动驾驶规划 

车企 关键推进目标 

沃尔沃 2020 年达到自动驾驶零伤亡； 

预计 2021 年实现 L4 级别自动驾驶汽车量产 

戴勒姆 2017 年发布奔驰“双核”战略； 

2019 年将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奥迪 A8 推向市场； 

2020 年大部分车型将能实现自动驾驶 

大众 2021 年推出全自动 L5 自动驾驶电动轿车、货车和卡车 

通用 2019 年量产全球首款无驾驶员、方向盘和踏板和 Cruise AV，直接实现 L5 级别的无人驾驶 

特斯拉 拥有 Autopilot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预计 2020 年迪拜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项目，未来将推出更多搭载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的原型车 

宝马 2021 年实现 L3 级别自动驾驶； 

2030 年实现 L5 级别自动驾驶 

奥迪 2021 年发布首款基于奥迪 Aicon 开发的自动驾驶纯电动汽车； 

2025 年推出以城市穿梭车队的形式自动驾驶量产汽车 

蔚来 2020 年 Nio 计划在美国推出一款电动运动型多功能 SUV； 

2025 年 NioPilot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一汽 2018 年完成解放挚途基于高精度区域定位的 L3 级自动驾驶产品开发； 

2020 年完成解放挚途基于 5G 驾驶网络的 L4 级自动驾驶产品开发； 

2025 年完成解放挚途 L5 级自动驾驶产品开发 

长城 2020 年实现产品部分自动驾驶功能； 

2023 年实现城市开放道路的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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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实现无人干预的完全自动驾驶 

广汽 2020 年前实现半自动驾驶； 

2025 年前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自动刹车、自动变档等； 

2030 年之前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北汽 2019 年左右推出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 

2021 年前后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 

长安 2018 年完成组合功能自动化； 

2020 年实现有限自动驾驶； 

2025 年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 

资料来源：亿欧 

互联网巨头依托自身技术优势，推出开放自动驾驶平台，聚合车企、软件厂商，构筑共赢生态，加速

自动驾驶布局。百度与 2017 年 4 月发布自动驾驶 Apollo 开放平台，帮助合作伙伴结合车辆和硬件系统，快

速搭建一套安全可靠、完整的自动驾驶系统，目前已于戴姆勒、福特、长安、比亚迪、一汽、奇瑞等 130

余家车企和科技公司达成合作。百度与一汽红旗推出的中国首款 L4 级自动驾驶乘用车于 2019 年小批量下

线示范运行，于 2020 年量产。同时，百度与长沙市、湖南湘江新区广委会基于 Apollo 开放平台达成全面合

作，打造长沙自动驾驶之城，2019 年底，长沙将运营 100 辆 Apollo 无人驾驶出租车。腾讯于 2016 年 9 月

成立自动驾驶实验室，在高精地图、环境感知、融合定位、决策控制等领域进行技术研发，并在车联网领

域搭建车联网开放平台。目前，L3 级产品已实现落地。阿里于去年推出第一辆 L4 级自动驾驶物流车。 

5. 投资建议 

从产业发展、技术成熟度、政策顶层规划来看，路边单元 RSU（Road side unit）基础设施建设将率先

拉卡帷幕。技术层面，我国发展 C-V2X 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在 C-V2X“四跨”互联互通应用示范方面取

得了积极进展；政策层面，根据国家顶层规划，到 2020 年，实现 LTE-V2X 在部分高速公路和城市主要道

路的覆盖，开展 5G-V2X 示范应用，车联网用户渗透率达到 30%以上。因此 RSU 道路基础设施将迎来高速

建设期。重点推荐四维图新、千方科技和万集科技，建议关注金溢科技和东软集团。 

5.1 四维图新（002405）：“智能驾驶+芯片”稀缺标的 

“华为+四维”战略合作，推动公司在自动驾驶领域业绩增长。华为在车联网的车载智能及联网设备、

基础设施和车联网平台等多个领域布局较早，推出了众多产品，在智能驾驶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公

司作为国内高精地图、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地图的领导者，拥有车联和自动驾驶车规级

芯片等核心业务，致力于打造“智能汽车大脑”。今年四月，公司与华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云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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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驾驶、车联网、车路协同等方面深入合作，协同互补。未来会在全球范围，为全行业打造“华为+四维”

智能汽车科技整体解决方案，拓宽公司在自动驾驶领域的业务边际，后期业绩增长弹性巨大。 

 华为采购四维高精度地图数据产品和服务订单落地，是对公司自动驾驶地图数据及服务的研发实力和

产品性能的充分认可。此次订单落地，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后首批采购订单，预示着双方已在个别领域

开展实质性合作，未来凭借双方在技术、市场、产品等方面的协同互补，业务订单有望保持高速增长。同

时，华为本次采购公司高精地图数据产品和服务是对公司产品的充分认可，有望给市场形成正反馈效应，

众多车企、智能驾驶企业对公司产品的采购需求不断上升。另外，公司凭借近 20 年的滴入采集制作经验，

已经与众多互联网巨头及重量级车企合作，如滴滴、宝马等，在动驾驶数据层面拥有先天优势。依托公司

在地图采集领域的数据运营经验，未来自动驾驶领域订单增长可期。 

 各项业务纵深推进，业绩有望厚积薄发。导航业务：新一代的 AR 导航解决方案已经在多个车厂合作

项目中落地；高级辅助驾驶及自动驾驶业务：HD 地图已经完成全国高速道路数据采集和产品发布，自动驾

驶解决方案已经完成几千公里长距离实际道路测试验证，上半年或得北京自动驾驶路测 T3 级牌照；芯片业

务：公司收购的杰发科技致力于自动驾驶系统等汽车电子芯片研发，其中，公司与 11 月 27 日发布公告称

全资子公司杰发科技自主设计的车规级全功能胎压监测传感器芯片（TPMS）研制成功并具备了量产能力，

打破了胎压监测传感器芯片目前基本由外国厂商垄断的局面，有望给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车联网业

务：公司与宝马、戴姆勒等国际知名车厂开展多项技术研究合作，并已为奥迪提供了基于云平台服务能力

的实时路况信息收集和数据反馈的安全检测服务，未来有望增厚公司业绩。 

我们看好公司“智能汽车大脑”战略，未来业绩弹性大，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0.17\0.29\0.38，

对应公司 11 月 28 日收盘价 16.09 元，2018-2020 年 PE 分别为 94\55\42，维持“买入”评级。 

5.2 千方科技（002373）：携手阿里，智慧交通再出发 

公司主要从事智慧交通和智能安防业务，提供覆盖城市交通、公路交通、轨道交通、民航等领域的智

慧交通体系，以及全谱系视频前端+人工智能后台为基础的智能安防体系的产品、服务及综合解决方案。公

司继续开展“一体两翼”战略布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为引领，深度布局以智慧交通和智能安防

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ETC 业务快速发展。随着《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案》的出台与快速

推进，2019 年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带动的 ETC 市场正在迎来井喷式增长。面对 ETC 行业巨大的

发展机遇，公司依托高速公路信息化市场龙头地位和 ETC 产品业务多年发展的优势，助力公司全面把握撤

销省际收费站带来的 ETC 市场机遇。目前已供货或中标入围山东、云南、山西、黑龙江等 17 个省，公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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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供应链，全力确保产品供应。同时，取消省际收费站带来的以“自由流”为特征的智慧高速的全面建

设，为公司智慧高速业务也带来巨大的机会，公司将利用公司在 ETC 和视频产品、解决方案、项目落地能

力和市场资源等方面优势，全面拓展智慧高速业务。 

阿里入股，协同优势进一步强化。公司通过引入阿里成为公司二股东，股东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双

方的协同合作将通过资本纽带持续深化。阿里将在技术、解决方案、市场资源及品牌等多个层面更好的赋

能千方，双方的合作也将形成覆盖云、边、端的完整体系，共同打造国内领先的新型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有效提升项目的技术创新性和落地把控性，并通过双方优势市场资源的整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落地推广。 

宇视科技保持高速发展态势。2018 年收入突破 40 亿元，并在多领域持续创新突破：技术层面，图像处

理、安防机器视觉、高复杂度光机电产品硬件工程等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产品层面，以中国关山命名的 AI

产品序列从“四山两关”升级为“六山两关”，并全面落地应用；方案层面，发布“AI Ready 人工智能规模

应用方案”，以“3+6”要素实现了 AI 在安防行业规模化部署。桐乡全球智能制造中心和杭州总部基地相继

开工，预计年产高端视频监控产品千万台以上。截至 2018 年底，宇视科技交付的产品及方案遍布全球 145

个国家和地区，其市场份额有望进入全球第五位。 

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0.60\0.75\0.93，对应公司 11 月 28 日收盘价 16.62 元，2019-2020 年

PE 分别为 27\22\17，给予“买入”评级。 

5.3 万集科技（300552）：ETC 市场领导者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智能交通产品与服务提供商，为公路交通和城市交通客户提供专用短程通信（DSRC）、

激光检测、动态称重系列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以及相关的方案设计、施工安装、软件开发和维保等相关服

务。 

ETC 市占率行业前三。受 2019 年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带动，ETC 市场正在迎来井喷式增长。

根据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于 11 月 28 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截至 11 月 27 日，全国 ETC 用户累计已达到 1

亿 7452.4 万，完成发行总任务的 91.44%。其中今年全国新增 ETC 用户 9384.72 万，完成新增发行任务的

85.18%。ETC 的发力推进，不仅仅是 OBU 安装率将大幅上升，高速公路安装 ETC 路侧天线的车道数量，

安装密度，以及用于标识车辆路径的天线都会大幅提升。同时，ETC 将成为机动车的重要模块之一，智能

OBU、车载前装 OBU 都将迎来较大的发展机遇；同时，ETC 带来的支付便利、快捷、安全等特性将使其应

用更加丰富，城市交通中的停车场对车辆的识别和收费将有可能成为 ETC 系统的典型应用场景之一。公司

作为 ETC 行业市占率前三的公司，在这波政策红利的带动下，将迎来业绩的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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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公司主要 OBU、RSU 和激光雷达产品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山西证券研究所 

车联网业务超前布局。公司完成了基于 LTE-V2X 模组的准车规级车载通信终端设计和生产；对基于

V2X+3D 激光雷达的路侧智能感知系统进行了开发；明确了 V2X+T-box 的前装产品思路，撰写了相关企业

标准并报备；通过了 V2X 工程样件车规级测试；对网络层和应用层协议一致性测试系统进行了开发，对软

件系统进行重构，完成了模块化的开发；参与了合作式智能交通系统、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智能交通路侧智能感知应用层数据格式、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等几个团体标准的制定；公司通过与示范区、

整车厂、检测机构、芯片模组厂商、运营商、科研机构开展了广泛且深度的合作，在行业内形成了一定的

知名度与影响力，为未来 V2X 项目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 EPS 分别为 4.32\4.95\5.27，对应公司 11 月 28 日收盘价 73.77，2019-2020

年 PE 分别为 17\14\14，维持“增持”评级。 

6. 风险提示 

5G 落地不及预期；政策支持不及预期；技术突破不及预期；下游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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