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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3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进展

◼ 2023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市场规划还是产品技术，均迎来了新的突破。据亿欧智库测算，2023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

的销量有望实现占比新能源汽车65.2%以上。

◼ 2023年智能电动汽车产业上游的发展围绕智能化与电动化展开。智能化领域，智能驾驶功能发展提速，城市NOA功能的量产过程中，带

动产业上游智驾传感器、芯片、高精地图、解决方案等多类型企业的发展。电动化领域，目前超充设备加速发展下，中国动力电池企业陆

续推出了高充电倍率的电池新品，市场竞争逐渐进入白热化。

◼ 产业中游的主机厂作为链主，同样希望在这百年难遇的变革中，实现突围。乘用车主机厂不断实现创新功能的量产落地，而商用车主机厂

正在寻求商业化的突破。

◼ 产业下游的汽车服务也成为SEV车企品牌布局的重点，车企品牌的竞争不再局限于汽车本身，而是上升至汽车全生命周期的使用体验。

关于《2023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洞察研究报告》

◼ 2023年，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提速，智能驾驶领域，NOA功能的规模化量产使行业面临自动驾驶落地前的最后一个挑战；智能座舱也

正在打造以用户为中心的应用生态；超充等能源服务也正在加速布局…….

◼ 本份报告将2023年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全面的梳理与分析。报告基于亿欧智库对智能电动汽车产业长期关注的基础上，通过第

三方专业机构的角度对该产业进行分析和洞察，聚焦重点赛道关注热点事件、技术发展、企业案例、竞争格局以及发展趋势等，最终萃取

提炼，形成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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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智能电动汽车2023年渗透率超65%，2025年销量将超122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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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在2019年-2020年期间市场渗透率约5%。2021年和2022年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2022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93.6%。

亿欧智库预测2023年新能源车增长率为36.7%，渗透率到达31.4%。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率将降低到21.0%，市场进入稳定发展期。

◆ 据亿欧智库测算，2022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的销量已占新能源汽车的51.7%，2023年预计有望达到65.2%。到2025年，在新能源汽车近50%

的汽车出行市场渗透率的基础上，智能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超1220万辆，占新能源汽车的80.1%。智能电动汽车将是未来中国车市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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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3年产业上游智能化与电动化企业发展提速，中下游面向C端竞争愈发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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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链上游的重点是智能化和电动化零部件，其中智能驾驶部分包括感知元件、地图定位、智能底盘等，智能座舱部分包括人车交互系统、

HUD、舱内监测和操作系统等，智能网联和智能全栈解决方案也是智能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电动化零部件包括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控系统。

◆ 在产业中游，纯电动、插混、增程式三种能源形式的SEV为市场主流，产业下游涉及能源服务、双智城市、汽车服务和后市场等细分版块。

◆ 2023年，上游智能化与电动化零部件在创新技术的加持下实现突破，中下游企业面向C端用户统一竞争激烈，望把握住汽车变革所带来的机遇。

智能化零部件

智能驾驶

雷达感知

视觉感知

高精地图/定位

智能底盘

智能座舱
智能交互

HUD

舱内监测

操作系统

车载应用

智能网联
V2X

智能全栈
解决方案

全栈解决方案

芯片

电动化零部件

动力电池

锂电池

燃料电池

驱动电机

电机

减速器

电控系统

电机控制系统

电池管理系统

主机厂

乘用车

纯电动

插电混动

增程式混动

商用车

客车

卡车及专用车

基础设施

能源服务
充电

换电

加氢

储能

双智城市

产业园

示范区

智慧交通

汽车服务和后市场

汽车服务
新车交易

二手车交易

网约车/共享出行

数字化服务

汽车后市场

汽车金融

汽车保险

维修保养

产业上游 产业中游 产业下游

数据来源：亿欧智库



1.2.1 产业上游：智驾发展提速将迎来关键节点；高充倍率电池的比拼也逐渐进入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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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智能电动汽车产业上游的发展围绕智能化与电动化展开。智能化领域，智能驾驶功能发展提速，已经来到完全自动驾驶之前的最后一道

“门槛”-城市NOA的量产落地。城市NOA功能的量产过程中，带动产业上游智驾传感器、芯片、高精地图、解决方案等多类型企业的发展。

◆ 电动化领域，目前超充设备加速发展下，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已经走在了研发-生产-量产-装车的正循环中并陆续推出了高充电倍率的电池新品，

比如中创新航的3C倍率电池、宁德时代的“神行超充电池”和“麒麟电池”以及巨湾技研的“凤凰电池”等，市场竞争逐渐进入白热化。

亿欧智库：智能驾驶行车功能与配置进阶分析模型

单车道

横向+纵向

横向/纵向

ICC智能自适应领航

ICA集成式领航辅助

TJA交通拥堵辅助

高速NOA

HWA高速公路辅助

TJP交通拥堵领航

城区（部分区域）NOA

LKA 车道保持辅助

LDW 车道偏离预警

ALC自动变道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

CC 定速巡航

AEB主动刹车

横向
主动干预转向系统

加入车距保持传感器

L0

L1

L2

L2+

配置高精地图

高速

低速

纵向

时速高于60km/h

时速低于60km/h

多车道

完全自动驾驶

◼ 中创新航基于800V高压平台的3C倍率超充电池搭载小鹏G6全系

◼ 直流超充峰值功率280kW

◼ 10%-80%补能快至19min

◼ 充电10分钟，续航300km

3C

5C

6C

◼ 宁德时代5C麒麟电池将搭载于理想汽车首个纯电动平台

◼ 预计首发车型为理想MEGA

◼ 2022年6月发布的第三代CTP麒麟电池完全取消模组，通过冷却
结构优化，使电池快充性能进一步提升

◼ 巨湾技研凤凰电池使用XFC极速充电 技术，0-80%充电仅需
7.5min（6C）

◼ 采用双液冷系统，实现2倍散热率

◼ 支持用车周期内终身极速充电

◼ 总线电压升降开关矩阵自如切换电压

亿欧智库：2023年中国充电高倍率电池发展现状

数据来源：亿欧智库



1.2.2 产业中游：乘用车发力落地高阶智驾并持续提升体验，商用车正式进入技术推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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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乘用车智能驾驶功能发展提速，高速NOA规模化应用后，领先车企快速布局城区NOA功能，2023年-2024年期间，将成为高阶智驾

功能实现突破的关键节点。多数车企在攻克城区NOA功能的同时，不断优化高速NOA功能，逐步解决高阶智驾带来的“长尾”问题。

◆ 2023年，商用车智能网联技术进入推广期，与金融保险业深度结合，进行安全与经济性验证，同时企业方需要不断收集车、路、人端数据，利

用数据进行赋能车辆运营。亿欧智库预测2027年将到达快速发展期，而2030年到达成熟期后，自动驾驶系统有望代替部分大型物流企业的传

统司机，正式进入运力软件收费时代，而部分小型车队或个体司机随着年轻化，座舱娱乐生态及模式有望实现商业应用。

技术发展

ADAS
车联网

自动驾驶
车路协同

金融产品创新 科技化运营 智能化风控 数字化建设

深度学习 数据驱动 ······软件升级

不断打通与收集车、路、人端智能网联数据，基于数据赋能运营优化，
如基于路的数据，优化动力输出、能量回收，开拓商用车的专线模式

数据技术服务

随着智能网联软硬件的大规模上车，物流方将加速
车联网平台软件订阅，实现TCO优化，数字化管理

智能云平台 车辆管理

数字钥匙 ······

车联网软件订阅

随着司机的年轻化，座舱娱乐产品将逐渐丰富，形
成座舱娱乐生态

应用生态 车载大屏

座舱娱乐生态

自动驾驶企业、主机厂作为运力提供方与物流货运平
台直接合作，通过物流运营平台调度车辆

运力收费 AI司机 自动驾驶车队

自动驾驶运力服务

金融保险业务
安全技术与金融保险结合，降低用户一次性投资成本，同时进行技术与经济性验证

2023-2026年：推广期 2027-2030年：发展期 2030年+：成熟期

······

商业化程度

商用车智能网联产品技术持续升级，未来有望实现软件收费

企业 功能名称 规划时间 计划开放地区 车型 技术路线

蔚来 NAD
2023年7月1日NOP+正式商业

2023年Q3推送NAD Beta版本
— 未公布 高精地图

小鹏汽车
城市NGP

XNGP
2023年上半年已落地北上广深，后续持续开放

2023年H1首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高精地图版）

2023年H2计划落地约50城，2024年计划落地约200城

小鹏G9 小鹏G6

小鹏P7i Max

目前高精地图，未来

采用重感知

理想汽车 城市NOA
2023年Q2开始推送内测用户

2023年底预计推送100座城市
—

理想L7 Max、理想L8 Max 

理想L9 Max
无高精地图

智己汽车 城市NOA 预计2023年10月份开始公测 — 智己L7 智己LS7
先依靠高精度图，未

来采用重感知

华为
城市NCA

ADS2.0

2023年Q3实现15个无图城市落地

2023年Q4新增30个城市达到45城

深圳、上海、广州开放高精地图版本；2023年Q3率先

在15个城市（开发“轻图”方案

阿维塔11 、问界M5智驾版

极狐阿尔法S全新Hi版

目前高精地图，未来

采用重感知

毫末智行（长城） 城市NOH
2024年Q1实现城市NOA功能

2024年落地100个城市
率先开放北京、保定、上海；未来预计开放达到100城

魏牌摩卡DHT-PHEV

魏牌蓝山
重感知

数据来源：车企官网、亿欧智库



1.2.3 产业下游：超充+800V平台新体系迈入期望膨胀期，政策助推汽车后市场逐渐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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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技术成熟度方面来看，以400V平台架构为基础的慢充和快充体系都已经或者接近生产成熟期，技术稳定、应用广泛且成本相对较低。2023

年，以800V平台为代表的的超充体系目前在市场中还处在期望膨胀期阶段。从技术替代的角度来看，亿欧智库认为未来3年内超充体系极有可

能在中高端智能电动汽车产品中开始构建。

◆ 相较于传统燃油汽车，新能源汽车增加了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力系统，将为传统汽车后市场的结构、产业链、价值链等带来新的变化和发

展。2023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和保有量的不断增长，相关政策频频发布，正为中国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汽车后市场

行业将迎来规范化、多元化发展。

技术萌芽期
Innovation Trigger

期望膨胀期
Peak of Inflated 

Expectation

泡沫破裂谷底期
Trough of Disillusionment

稳步爬升复苏期
Slope of Enlightenment

生产成熟期
Plateau of Productivity

上升期 到达顶点 滑向低谷 爬坡期 进入平稳期期望

时间

慢充
快充

400V平台
换电

无线充电

超充

800V平台

无人补能

车网互充

时间 政策名称

2023年4月 《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有结构的意见》

2023年4月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3号）》

2023年5月 《关于实施汽车国六排放标准有关事宜的公告》

2023年6月 《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

2023年6月 《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

2023年10月 《关于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 截至2023年9月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4.3亿辆；

◼ 中国乘用车的平均车龄在6.2年以上，到2027年预计将达到8年，而

同期美国及欧盟成员国的平均车龄分别为12.5年及12.6年。不断增

长的中国乘用车保有量和平均车龄意味着汽车服务需求呈现出广阔

的增量前景；

◼ 新能源汽车的充换电基础设施、维修服务和汽车用品领域，目前正

在逐渐得到愈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

中国汽车后市场发展空间巨大，逐渐获得政府重视

数据来源：公安部、亿欧智库



1.3 2023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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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2023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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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智驾功能：高速NOA进入1-10快速渗透阶段，城区NOA功能拉开量产落地序幕

12

◆ 汽车行业发展至今，智能化能力已成为各家车企体现技术实力的核心方式，其中智能驾驶的能力至关重要。从2022年的高速领航辅助驾驶（高

速NOA）到2023年的城市内封闭道路领航辅助驾驶（城区NOA），新势力车企们一直在追逐智驾能力的突破。目前高速NOA功能已进入0-1

快速渗透阶段，因此在实现高级别智能驾驶功能的量产后，如何持续优化用户体验，打造降本增效的智驾方案成为车企需要面临的思考。

◆ 2023年，车企在不断优化高速NOA功能体验的同时，也正在争先推动城市NOA功能的落地。掌握并实现全场景辅助驾驶的技术实力，能够帮

助车企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权。与高速NOA相比，城市NOA面临的交通道路复杂程度呈倍数级增长，对软硬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 L2智能驾驶功能已

成标配，且搭载车

型的价格不断下探

◼ 高速NOA功能

量产落地

◼ 高阶/轻量化行

泊一体搭载上

车

◼ 高速NOA功能规模化落地

◼ 城区NOA功能迎来量产“元年”

2021及之前 20252022 2023 2030

 ACC自适应巡航
 AEB自动紧急制动
 APA自动泊车
 ……

 AVP代客泊车

 高速NOA功能陆续
规模化量产

 通勤NOA功能量产

 高速NOA功能量产

 城区NOA功能逐渐通过
试点城市开发实现量产

 L4、L5自动驾驶相继量产

◼ 全场景覆盖的自

动驾驶实现

◼ 驾驶员不再

担任驾驶任

务

亿欧智库：新势力品牌已陆续量产高速NOA功能，头部品牌率先发力城区NOA

◼ 国内领航辅助的发展始于2019年，特斯拉向中国用户推送了NOA功能，随后蔚小理等新势力也纷纷入局，推出高速领航辅助功能。
截止目前，吉利、荣威等自主品牌也开始在旗下的部分传统燃油车上推出高速领航功能。2023年，城市NOA功能落地与否成为判
定车企品牌智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头部车企以及供应商纷纷开始加码布局。

随着元自动驾驶量产正加速迈向城市场景的新阶

段。城市NOA对于自动驾驶Tier1而言是能否进

入下半场的门票，对于车企而言是能否做出旗舰

车型的标杆。城市场景的极端复杂性，决定了高

等级自动驾驶系统必然是一个数据驱动的系统。

因此，来自量产车型的大数据库和自动、高效的

海量数据处理能力将是城市NOA落地的基石。

而一直坚定走 “渐进式”路线的公司，依托L2

级ADAS、L2+级NOA量产项目中积累的工程化

经验、感知算法能力和广泛运用到量产车上的数

据闭环系统，将在这一轮竞争中显现巨大优势。

“

“

易航智能
创始人、董事长

陈禹行

数据来源：亿欧智库



2.1.1 智驾芯片：主机厂对于智驾芯片需求逐渐恢复理智，定制化需求带来更多机会

13

◆ 经济型车型对智能驾驶芯片性能需求较低，出于成本考量，常采用低成本、低算力的单颗芯片方案；中高端车型之间差异化程度高，一部分选

择温和的适中算力路线，采用单颗中算力芯片或双低算力芯片方案，一部分选择激进的超额算力路线，如华为系车型采用MDC高算力计算平台。

◆ 高端车型追求更高性能、更高级别智能驾驶水平而较少考量成本，故常采用国际厂商最新高性能、高算力芯片/计算平台产品。随着国产芯片逐

渐得到量产验证，加上主机厂对于芯片定制化需求的提升，也为本土芯片厂商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理想 L9 MAX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英伟达 Orin*2 双芯片
总算力：508 TOPS

智己 L7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Xavier*1 → Orin*1
总算力：30 TOPS → 254 TOPS

蔚来 ET7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基于 Orin*4 的超算平台
总算力：1016 TOPS

◆高端车型智能驾驶芯片向百级乃至千级TOPS算力发展

◆Mobileye和英伟达等国际品牌旗下最新高性能、高算

力芯片是高端车型的主流选择

◆单颗高性能芯片、双高算力芯片组合、基于多芯片打造

的超级计算平台成为高端车型新式主流方案

亿欧智库：高端车型的智能驾驶芯片方案

理想 ONE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地平线 征程3*2 双芯片
总算力：10 TOPS

小鹏 P7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英伟达 Xavier*1
总算力：30 TOPS

亿欧智库：中高端车型的智能驾驶芯片方案

◆中高端市场中不同品牌车型之间智能驾驶芯片算力差异

大，主流车型算力需求集中在5-30TOPS，少量车型采

用高算力计算平台为日后升级预埋硬件

◆自主、海外芯片厂商选择多样，部分车企芯片自研自供

◆单颗芯片、双低算力芯片组合是主流方案

问界 M5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华为 MDC610 计算平台
总算力：200 TOPS

零跑 C11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自研 凌芯01*2 双芯片
总算力：8.4 TOPS

亿欧智库：经济型车型的智能驾驶芯片方案

哪吒 U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地平线 征程3*1
总算力：5 TOPS

◆经济型车型智能驾驶芯片算力需求较低，能够支持L2

级别最基本的功能即可

◆技术成熟度高的头部厂商是主流选择

◆出于成本考量，单颗低成本、低算力芯片是主流方案

KiWi EV 大疆版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德州仪器 TDA4VM*2 双芯片
总算力：16 TOPS

AION Y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地平线 征程2*1
总算力：4 TOPS

欧拉 好猫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Mobileye EyeQ4*1
总算力：2.5 TOPS

小鹏G9 L2+级智能驾驶
芯片方案：英伟达 Orin*2 双芯片
总算力：508 TOPS

数据来源：车企官网、亿欧智库



2.1.1 智驾传感：高速NOA以800MP摄像头为主，城区NOA依然视激光雷达为当前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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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NOA由于工况较为单一，复杂程度低，因此所需的硬件水平也有限，基本上无需激光雷达，只要摄像头与部分毫米波、超声波雷达即可。

而800MP前视摄像头具有250米的探测距离，可提供更加精准的预判帮助车辆实现更加流畅的规避，更加适用于车辆高速行驶的高速公路场景。

◆ 城市NOA功能面临场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挑战，因此感知层的精度与立体度，成为城市NOA功能首先要解决的难题。目前城区NOA已开放

以及计划2023年开放的车型当中，绝大多数已搭载了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对于长尾场景的覆盖，可以有效解决城市NOA复杂的路况问题。同

时，激光雷达的搭载也将降低感知算法的开发难度，使高阶智驾功能更易量产落地。

800万像素前视摄像头：其核心价值是可以更远的探
测距离、更清晰的成像效果以及更广的FOV视场角：

 800万像素摄像头有效探测距离超过250m，能够
提前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顺滑完成相应规避行为，为
用户带来更流畅与安全的辅助驾驶体验；

 800万像素摄像头可提供更多高质量图像数据，以
实现更加精准的视觉感知。这也成为解决高速
NOA Corner case 的最佳途径之一；

 相较业内通过双目或三目低像素前视组合的方案，
800万像素摄像头的视场角实现超过120°视野覆盖，
能够更早识别“⻤探头”、“侧向Cut In”等危险
场景，大幅提高了车辆的侧向安全性能。

品牌 车型 感知硬件方案 高精地图 价位

智己 智己 L7 12V 5R 12U 有 35-40万元

岚图 FREE 13V 5R 12U 百度 25-30万元

上汽荣威 第三代RX5 10V 3R 12U 有 12-20万元

理想
L8 Pro 10V 5R 12U 高德 36万元

L9 pro 10V 5R 12U 高德 43万元

长安深蓝 深蓝SL03 10V 12U 5成像 有 16-25万元

◆ 不受暗光、强光影响：激光雷达主动发光，外界光线无论怎么变，都不会影响其感
知成像，能帮助城市导航辅助驾驶、AEB 等主动安全功能做出更稳定的决策。

◆ 解决异形障碍物识别：“异形障碍物”指事先未经算法训练过的物体，通常为道路
上不常见的交通参与者。激光雷达在检测到障碍物后形成点云数据，并不依赖对物
体的归类，即使不属于任何已知类别的物体，车辆也可以及时感知从而停下或避开。

◆ 降低算法开发难度：感知算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行“语义目标检测跟踪” ，即
“检测”到各类目标准确的三维位置、尺寸和姿态，并进行“跟踪”。激光雷达+
摄像头的组合方案mAP分数相比纯视觉算法的数值平均从 57% 提升至 73%。

蔚来ET7 小鹏P7i Max 理想L8 Max 问界M5 阿维塔11

激光雷达
1颗

Falcon猎店

2颗

RS-LiDAR M1

1颗

AT128

1颗

HUAWEI

3颗

HUAWEI

毫米波雷达 5个 5个 1个 3个 6个

前方感知摄像头 双目 双目 双目 双目 双目 x 2

环境感知摄像头 7 7 7 7 9

◼ L3以上的智驾功能，由于场景复杂程度大幅提升，“摄像头+毫米波”的感知方案已
无法满足功能安全的需要：

① 能够造成行车危险的Corner Case数量急剧上升

② 除对前后向的感知提出更高要求外，感知范围被拓展至车身周围360°

数据来源：专家访谈、亿欧智库



2.1.1 智驾解决方案：BEV+Transformer有效提升单车感知，数据闭环成为底层驱动力

15

◆ 目前基于规则算法的目标级融合方案，只能识别出目标物的部分特征，甚至会出现无法识别目标物的情况，导致在最终融合结果上出现误报、

漏报等情况。相反，基于BEV+Transformer的特征级融合方案，可以通过注意力机制提取目标物特征，并在鸟瞰图下“脑补”出完整的目标物

信息，有利于提高整体感知融合精度。

◆ 高效使用数据的最佳途径是打造一套数据闭环系统，而数据闭环也是智驾大模型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回流、数据分析、

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测试验证的一系列闭环流程，为主机厂进行降本增效。目前觉非科技、知行科技等多家企业已有相关业务布局与进展。

亿欧智库：基于BEV+Transformer架构的特征级感知融合方案优势

可能是卡车，
体积3X3X3

可能是卡车，
体积3X3X2

可能是卡车，
体积3X3X7

自车
可能是卡车，
体积2X3X7

无法判断

识别难度大，融合复杂且低效

神经网络目标识别（后融合）

卡尔曼滤波基于
规则的算法

车轮、油箱、
烟囱、窗户等

车轮、油箱、
烟囱、窗户等

窗户、车身、
挖掘机等

自车 车身、轮子等

车身、轮子等

融合效果好，容易识别目标物

神经网络特征提取（中融合）

Transformer

◼ 特斯拉在2021年的AI DAY上，展示过一个大型卡车路过自车的场景，在某个时
刻卡车同时出现在5个摄像头（共8颗摄像头）中，但是每个摄像头可能只露出了
卡车部分车体。

◼ 对于传统规则算法（比如卡尔曼滤波），算法只会在出现卡车车体的摄像头内进
行识别检测，再将检测结果进行融合，但该方法只识别出了部分卡车车体特征，
仍需要对看不到的部分进行拼接，最终可能使得模型感知结果的误差较大。

◼ 对于BEV+Transformer算法模型，利用特征级融合的方式，生成了鸟瞰图视角，
“脑补”出遮挡区域的目标，提高识别与融合精度。

亿欧智库：数据闭环为主机厂带来降本增效，同时成为高阶智能驾驶发展的底层驱动力

如何降本增效
◼ 降本

✓ 减少车端无效数据的采集

✓ 制定合理的数据存储方案

✓ 提升仿真测试的的场景覆盖度

◼ 增效

✓ 优化车端采集数据的逻辑

✓ 提高自动化标注模型的效率

✓ 强化模型的训练和部署能力

✓ 优化工具链

......专业测试车辆数据生成

模拟/存储标注、大模型应用

数据采集 模型训练 仿真测试

压缩/加密/转换

重复（下一步）

算法测试 训练处理/采样/筛检

输入/快递/存储

社会化量产车辆 OTA升级优化

车端模型部署

控制逻辑验证

结果生成/分析场景编辑

数据标注 应用部署

软件仿真模拟

智能驾驶产业在数据处理层面，面临着低效率和高成本的双重问题，比如corner case的挖掘效率低、自动化数据处理程度低、数据标注和存储成本高等。而数据闭环的构建可以为智驾
感知、融合、决策、定位、测试等环节提供全方位帮助，实现持续不断的迭代升级，驱动智能驾驶的整个系统自主成长。

数据来源：特斯拉AI DAY、亿欧智库



2.1.2 座舱交互：座舱交互升级打造沉浸式体验，多模态交互帮助满足用户场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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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智能座舱发展逐渐步入成熟期，消费者的享受闻值不断提升，亿欧智库观察到，产品端更多的功能模块参与到提供深度沉浸式体验中来，

包括视听模块、语音交互模块、车大灯模块等。视听体验方面，整体品质逐步升级；语音交互体验向“主动式”、“情感化”发展，“人性化”

的智能AI取代了过去冰冷的机器声。同时车灯技术的发展使原本主要承载照明功能的车灯也正协同其它功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场景的体验。

◆ 多模态交互的实现使功能应用以用户场景需求为导向，在软硬件升级和交互算法迭代支撑下，不断完善、提升交互体验。安全驾驶是核心场景，

多模态交互在此场景中降低眼和手在非驾驶相关功能操控的参与度，凝聚驾驶员注意力，从而提升驾驶安全性。休闲娱乐场景更加丰富，多模

态交互在这类场景中旨在为用户提供操控更便捷、驾乘更舒适、娱乐更多元的座舱体验。

沉浸式视听体验渐成焦点

◼ 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消费者对于视听娱乐的享受阈值不断提高，视听领域的供应商
通过和车企合作，打造适配性更高的沉浸式视听体验。包括车内氛围灯、座椅震动和
超大屏幕与全面升级的音响系统共同打造了身临其境的 5D 影院式环绕体验。

智能语音交互体验不断升级
◼ 语音交互已逐渐成本座舱标配，功能标配后不断升级与打造品牌特色成为众多车企在

座舱人机交互方向发展的重点。

✓ 高识别率虽然不再是衡量座舱语音交互优劣的唯一标准，而识别率也早已达到95%以上，
但最后的5%是决定语音交互是否被用户完全认可的关键；

✓ 分区识别及交互逐渐成为主流，领先车型已经能够非常准确地识别语音指令来自车内哪个
方位并执行操作；

✓ 自然语义识别功能让驾驶员 / 乘员可以自由打断语音助手并获得新的反馈，语音助手也具
备了持续对话的能力；

✓ 反馈互动更具特色，或温暖、或调皮、或幽默，与之前相对单调的机器声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且这些特色能够与车辆本身的定位相结合，差异化地反映了产品和品牌特色。

车灯交互推动内外兼修
◼ 车灯从最初的安全件和外观件，逐步延展至智能件，交互属性和智能化属性不断增强，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舒适愉悦的驾乘体验。

✓ 灯语为车内与车外的交互提供接口，车灯投影也为智能座舱拓展了新的使用场景；氛围灯
布局由车顶、车内底部、车门等位置向全车舱的环绕式布局发展。

用户需求与使用场景人机交互技术

触觉交互

生物识别

虹膜、人脸、

声纹、指纹、静脉

语音交互

视觉交互

安全
驾驶

休闲

娱乐

以其他方式控制车机，减轻眼手负担

明确、精简显示ADAS等重要驾驶信息

针对危险行为做出及时反馈、提醒

睡眠

冥想

影院

游戏

KTV

放松

智能音响 后排大屏

外连接口 视听享受

氛围灯光 ……

座椅加热

智能灯光

座椅按摩

智能空调

……空气净化

数据来源：专家访谈、亿欧智库



2.1.2 座舱监测：场景驱动座舱监测升级，座舱视觉感知由2D升级为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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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DMS发展初期，简单的被动式监测被用于实际场景中，但监测的情况和准确率并不理想。而后，在需求和场景的推动下， DMS功能随着软

件算法的提升以及硬件设备的搭载，逐渐发展为一体式的座舱监测系统（IMS），覆盖更广的监测范围并融入更多的感知功能，例如乘客监测、

儿童遗落检测等。在为驾乘人员提供智能座舱全场景监测方案之外，同时提升了产品整体的溢价能力。

◆ 传统2D摄像头可以实现二维平面成像，而3D视觉感知是一种深度传感技术，能够实现三维成像，除了提供目标对象的X和Y值之外，还能够提

供深度值。因此，3D视觉传感器可以更加真实、准确地呈现物体的形态与结构。

需求/

DMS

辅助驾驶

被动式监测

场景应用

精准监测需求

主动式监测

场景验证

OMS

进一步验证

技术升级……技术/

场景/

“需求-技术-场景”驱动模型下的智能座舱驾乘空间监测技术发展示意

需求促进技术：AI视觉技术快速发展，依托人脸面部识别技术，基于红外技术和视觉摄像
头的非接触式、低成本、高度智能化的主动式视觉DMS技术应运而生，并成为了当下主流
技术路线

技术牵引需求：初期的被动式技术存在误报率高、智能化程度低等缺点，用户需要更精准
的监测

技术催生场景：当汽车成为第三空间，不仅仅是驾驶员需要监测，后排乘客、儿童等也需
要监测

DMS技术诞生：“人机共驾” 提升驾驶安全需求，DMS成规避驾驶风险优质解决方案

场景驱动OMS发展：座舱监测将DMS与OMS、其他识别与监测结合，打造智能座舱监测
系统（IMS），实现不仅对于驾驶员的监测，还包含乘客、物品、儿童等特殊人群的实时
全感知与全监测，为座舱内成员带来基于安全打造的驾乘体验

TOF 结构光 双目立体视觉

工作原理 反射时差或相位差 激光散斑编码 双目匹配、三角测量

测距方式 主动式 主动式 被动式

探测距离 中短距离 中短距离 中长距离

测量精度 最高可达mm级 近距离达0.01-1mm 近距离可达mm级

传感器尺寸 小 较大 大

响应时间 快 慢 中

环境光适应能力 强 较弱 弱

算法开发难度 较低 较高 高

硬件成本 中 高 低

◼ 相比结构光，ToF方案结构简单、可靠性更好；

◼ 在模组成本方面，应用结构光技术的3D传感摄像头模组成本约为20美元，采
用ToF技术的3D传感摄像头模组成本约12~15美元，更具成本优势；

◼ 整体来看，ToF 技术将会是舱内主流的3D视觉感知交互方案。

亿欧智库：舱内视觉感知升级 - 从2D升维到3D

数据来源：亿欧智库



2.1.2 HUD：AR HUD融合ADAS让智驾更直观，软硬件协同成打造优质融合体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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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智能驾驶的发展，SEV正在经历“人机共驾”阶段。AR HUD的成像区域更大，可以覆盖更多的信息，并且可将虚拟信息与真实场景以及

ADAS功能融合，让智能驾驶更直观。这一过程中，基于三维的显示器硬件，融合AR软件及算法，成为打造AR HUD优质用户体验的关键。

◆ FUTURUS自研AR Kernel®️渲染引擎，基于高帧率实时渲染与低延时姿态补偿的优势，打造软硬件协同的客户服务以及优质的用户体验。

安全

高效

娱乐 视频、电话、音乐、互
联网应用

定位、AR导航、泊车辅助；车道显
示、路径规划、目的地显示……

车辆状态监测（车速、油量/电量、温度、
胎压等）；交通信号；路况标识；盲区监
测、碰撞预警等ADAS信息

AR功能场景划分：与传统HUD相比，AR HUD的成像区域更大，可以覆盖更多的
信息；并且可将虚拟信息与真实场景、ADAS功能等进行融合，让驾驶更直观。

FUTURUS光场ARHUD
光场（三维）显示器硬件+AR Kernel®️渲染引擎软硬件协同，提供优质AR融合体验

具备光场成像能力（多景深离散光场），相较于单一平面的普通2D HUD产品，
可实现更好的AR融合效果以及更加自然的视觉体验，该产品已经获得国内某头部
主机厂量产定点，预计2024年底实现量产上车。

硬件体验

软件体验

交互
体验

用户价值

AR HUD体验金字塔

交互体验
高质量的HMI及美

学设计

软件体验
1、AR 软件的性能

2、AR 实时融合体验

硬件体验
具备3D显示效果的

HUD模组

完美的AR融合体验需要光学硬件、AR软件及算法、以及HMI设计的系统匹配

HMI交互设计

对的时间：场景判断、显
示逻辑、显示优先级排序

对的位置：UI设计、界面
设计、显示区域功能定义

对的内容：少即是多、按
需显示

+

+

数据来源：FUTURUS、亿欧智库

✓ 多焦光场成像
通过不同真实距离画面显示的方式，比起单画面近大远小模拟，能带来更真实的

距离感，在转弯时，虚拟UI和真实道路路口结合的体验更好。

✓ 实时AR融合
姿态补偿层面融合了独家AR Kernel®️整车运动姿态捕捉及延时补偿算法，AR

显示相对真实世界更稳定贴合，实现车抖而HUD画面不抖，打造沉浸式AR体
验。

✓ HMI交互体验佳
功能丰富，覆盖全部仪表信息及高频智能驾驶场景，基于驾驶场景判断梳理交互

逻辑，在对的时间、对的位置显示对的内容，用户体验更加舒适。



2.1.3 C-V2X行业发展处于商业化前期，中信科智联发布多款前装模组产品推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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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智能驾驶行业演进过程中，需要智能化与网联化的协同发展。目前，车端的智能化发展先于网联化发展，但行业内对智能化与网联化的融

合演进也已逐步形成广泛共识。目前已有十几家车企发布了20 余款C-V2X量产车型，C-V2X车辆联网渗透率和量产车型数量快速增长，但整体

的渗透率依然偏低。同时，2023 年中国车路协同市场规模预计达到1255 亿元。

◆ 中信科智联作为深耕车路协同多年的企业，目前已对外发布多款前装模组产品：基于自研芯片的车规级C-V2X通信模组DMD3A、射频双向补

偿模组DRA10 、车规级5G+（C-V2X）模组DMM2×，全面推动行业的发展。

C-V2X射频双向补偿模组DRA10
DRA10是用于C-V2X系统中的射频放大器SMD模组，采用LGA封装可以自适应放大射频Tx/Rx功率以补偿
V2X设备和天线之间的线损耗。适用于所有平台的C-V2X系统方案。

优势特点：
◼ 小尺寸设计，便于集成；
◼ 内置PA和LNA，支持Tx/Rx双向放大；
◼ 支持Tx/Rx自动切换，简化客户设计；
◼ 支持自适应补偿发射功率适用于所有平台的V2X系统方案。

DMM2x为车规级5G+C-V2X (可选) 系列通信模块，支持5G独立组网 (SA)和非独立组网 (NSA) 两种模式，
同时兼容LTE WCDMA和GSM制式，可选支持C-V2X通信功能。

车规级5G+（C-V2X）模组DMM2×

优势特点：
◼ 采用LGA封装，满足车载设备设计对尺寸的严苛要求；
◼ 双频(L1+L5)多星座GNSS接收机，满足复杂环境中快速、精准的定位；
◼ 提供SDK，开放丰富的API进行二次开发；
◼ 高性能5G+C-V2X车规模组，支持SA和NSA两种组网模式，向下兼容4G(Cat19)/3G/2G网络；
◼ 支持C-V2X PC5通信，内部可集成中信科智联自研C-ITS协议栈以及应用软件。

亿欧智库：人-车-路-云多方协同

优势特点：
◼ 支持C-V2X PC5直连通信，满足丰富的V2X应用场景；
◼ 采用中国信科集团自研芯片，拥有核心知识产权；
◼ 车规级模组，经过严格的可靠性测试，符合IATF16949标准；
◼ 内置应用处理器，可支持C-V2X技术全栈式开发；
◼ 采用Open CPU架构，可提供SDK支持二次开发，可灵活支持各类应用模式；
◼ 支持UART/I2C/SPI/HSIC/USB/SDIO 等通信接口，灵活适配多种开发环境；
◼ 可用于前装车载终端、后装车载终端及路侧设备集成

DMD3A通信模组是基于中国信科集团自研芯片研制的C-V2X车规级模组具备车规、自主、开放、灵活等特点，
采用Open CPU架构，可满足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智慧交通等各类应用对C-V2X设备的软硬件开发需求。

车规级C-V2X通信模组DMD3A

5G基站

边缘云

智能
红绿灯

车载单元

智能
摄像头

激光/
毫米波雷达

智能路灯
智能道钉

中心云

DPA10是一款全系统双频高精度定位模块，支持GPS、BeiDou、GLONASS、Galileo、QZSS、NAVIC、
SBAS，内置 6 轴陀螺仪，通过DR及GNSS组合导航算法，无需集成RTK/PPP即可实现亚米级定位，满足C-
V2X、智能驾驶、无人机、智慧农业等高精度定位场景需求。

全系统双频高精度定位模块DPA10

优势特点

◼ 领先的惯卫融合算法，无需RTK/PPP技术，实现亚米级定位，DR定位误差5‰；

◼ 支持天线检测、短路保护；

◼ 满足车规级质量要求，生产符合IATF16949；

◼ 符合AEC-Q100，超宽工作温度范围：-40℃～+105℃；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29E 2030E
车端 路端

2,0231,636
592

4,960

2,929

886

4,157
3,526

1,255

2,368

亿欧智库：2021-2030年中国车路协同市场规模预测（亿元）



2.1.3 单车智能面临感知局限，中信科智联推出V2X与ADAS融合域控解决智驾长尾问题

20

◆ 目前中国汽车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L2级别组合驾驶辅助技术成熟应用并进入市场普及期，L4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不断突破并进行区域性示范。

单车智能功能因主要依靠车辆自身的视觉、雷达等传感器和计算平台进行感知、决策和执行，存在一定局限性，通过在单车智能功能基础上引

入C-V2X，可以将“人-车-路-云”交通参与要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拓展和助力单车智能自动驾驶能力升级，加速自动驾驶应用成熟。

◆ 域控作为汽车智驾大脑中枢，通过C-V2X与单车智能的深度融合，增加C-V2X超视距感知能力，解决单车智能难以应对的盲区遮挡、超视距、

恶劣天气等问题，实现更加安全的智能驾驶体验。中信科智联针对此方向发布C-V2X融合智能驾驶域控制器解决方案，对于C-V2X与单车智能

的融合发展进行了前瞻布局。

单车智能仍面临感知局限性等长尾难题：

◼ 感知层面：单车智能局限性体现在无非视距感知能力、无全局感知能力以及极端环境的感知能力受限；

◼ 决策控制层面：单车智能需依赖算法理解交通规则和参与者行为，难以准确获知交通参与者行为意图，难

以群体协作。此外，长尾场景的解决需要极高的单车智能成本投入。

数据来源：中信科智联、《C-V2X与单车智能融合功能及应用》

分类 单车智能功能局限 C-V2X技术价值

感知层面

无非视距感知能力 非视距传输

无全局感知能力 RSU结合路侧传感器提供上帝视角

感知能力受极端环境因素影
响

受环境因素影响小，在恶劣天气、大雾夜晚极端温度等不良工况下也可适用

获取交通参与者状态信息的
准确性

道路交通参与者将自身状态信息直接发送给周边其它车辆

获取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的
准确性

路侧单元直接将信号机状态、交通标志等信息发送给周边车辆，不受标识状
态和清晰度的影响，减少环境遮挡和环境色差等因素影响

决策控制
层面

交通参与者行为的理解
消息直接来自车辆，提升特种车辆、紧急车辆类型的识别率，能够及时准确

获知车辆的驾驶意图和轨迹预测等信息

群体协作能力受限 车车/车路/车云交互，可协商和仲裁路权提升无保护左转等应用的安全性

算力层面 依赖单车算力资源 可通过车端、路端和云端的算力协同部署，实现车端的算力卸载和高效使用

单车智能功能局限性和C-V2X技术价值分析

◼ 基于一颗DMD3A C-V2X模组+一颗地平线

Journey 3+一颗NXP S32G2融合型车路协同域控

制器解决方案，支持C-V2X直连通信，可实现车车

(V2V)、车路(V2I)协同；

◼ 集成前向视觉处理功能，可实现网联式自适应巡航

CACC功能、网联式自动紧急制动CAEB功能。

◼ 主芯片采用2颗地平线Matrix 5+1颗NXP S32G3，

自研基础软件、中间件实现算力最大化。

◼ 提供丰富的传感器接入及高速数据通信接口，支持

激光雷达、4D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接入。

◼ 可实现高速+城市NOA，同时支持实现记忆泊车、

AVP等高阶智驾功能。

◼ 主芯片采用1颗地平线Matrix 5+1颗NXP S32G3，

自研基础软件及中间件实现算力最大化。

◼ 提供丰富的传感器接入及高速数据通信接口，可接

入12路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超声波等传感器接入。

◼ 可实现高速NOA、记忆泊车等高阶自动驾驶功能。

C-ADU Lite智能驾驶域控制器解决方案

C-ADU Pro智能驾驶域控制器解决方案

C-ADU Plus智能驾驶域控制器解决方案

中信科智联C-V2X融合智能驾驶域控制器解决方案



2.1.3 自动驾驶发展趋向数据驱动，蘑菇车联基于海量真实数据率先实现商业化落地

21

◆ 当前自动驾驶发展路线趋于一致，通过采集车辆行驶数据以及驾驶行为数据以真实道路场景的海量数据，赋能大模型等 AI 技术演化，加速自动

驾驶算法不断迭代，自动驾驶的发展正逐渐由“规则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化。这当中车路云一体化方案，充分融合了车端、路端、云端信

息，实现多源数据融合，其产业链也由AI数字交通基础设施提供商、智能网联数据运营商、自动驾驶车辆与运营提供商等三方构成。

◆ 车路云一体化方案以大模型 AI 为基础，车端、路端多角度，雷达、视觉等传感器联合工作，多模态共同输出结果，通过基于“大数据+大模型”

的AI，海量大数据自训练，结合人类的驾驶常识决策，从而加速自动驾驶技术演化。蘑菇车联自研“车路云一体化”方案，在产业链各环节均

有布局，充分利用海量真实数据，目前已率先实现了多城市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构建了企业资源壁垒。

蘑菇车联车路云一体化系统方案图

自研“车路云一体化”方案，获得先发优势

◼ 蘑菇车联自研“车路云一体化”自动驾驶系统方案，保障自动驾驶项目规模化落地的可控性、可靠性、适配
性和低成本。同时具备车端、路侧和云端的核心AI算法及大规模路端数据实时处理能力(高通量、低延时)，
可做到多融合感知、高精度时间同步及高安全性决策。目前已发布能完整覆盖“车、路、云”三端、软硬件
一体、高集成度、可模块化快速部署的标准产品，全面为L0-L4各级智能网联车辆提供服务。

充分积累海量真实数据，以路侧数据赋能自动驾驶

◼ 海量数据加速自动驾驶算法迭代。蘑菇车联率先实现城市、景区、园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车端以及路段各种
传感设备，聚合来自全国各地的海量实际交通、实车数据，实时记录人类司机在复杂多变道路环境中的驾驶
策略和推理逻辑。目前随着蘑菇车联落地项目增加，接入车辆数量增加，将进一步积累大量数据，反哺、加
快算法迭代速度，进一步提高车路云三端能力。

率先实现多城市商业化落地，形成一定资源壁垒

◼ 蘑菇车联“车路云一体化”自动驾驶产品包已实现城市、高速景区园区多场景实际落地，有效实现商业化运
营。对于智能网联汽车行业，一方面，路侧设施的智能升级，需大量硬件设备的安装，在短时间内无法取代；
另一方面在自动驾驶公共服务车辆进场运营以后，车辆发放的牌照资源有限。蘑菇车联通过多城市自动驾驶
商业化率先落地与市场先机打造了独特的企业资源壁垒。

蘑菇车联自研“车路云一体化”方案，积累真实路测数据，以率先实现商业化落地并形成企业资源壁垒

◼ 多项核心算法行业领先

◼ 车路云全链路贯通，
整体链路时延小于0.1秒

◼ “车路云一体化”系统
核心零部件全栈自研

◼ 海量数据，类型丰富

数据来源：蘑菇车联



2.1.4 SEV软件架构向服务导向持续转变，车载软件在AI大模型加持下极具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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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硬件解耦趋势下，汽车计算平台正从“信号导向”向“服务导向（SOA）”转变，基础硬件与嵌入式软件的传统强耦合关系被打破，底层软

件与上层应用开始呈现标准化、相互独立、松耦合的特点，意味着软件工程师在修改或新增某一软件功能时，只需对上层服务组件进行代码编

写，无需进行底层软件重复开发，提高了效率。

◆ 中国汽车市场已进入稳定发展状态，2023年汽车软件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80亿元。未来规模化应用下，单车成本有望下探，但随着应用功能复

杂度增加，软件单车使用量会有所提升，因此亿欧智库预计2025年中国汽车软件市场规模将达到373亿元。同时随着AI大模型的应用与加持下，

车载软件的发展空间具有极强的潜力。

传统软件架构（面向信号） SOA软件架构（面向服务）

软件组件

运行环境层

软件组件 软件组件

基础软件层

硬件

APP软件
重新编写

重新配置

重新配置

APP APP APP

中间件

操作系统

硬件

软
件
架
构

◼ 底层软件具备接口标准
化、互相独立、松耦合三
大特点

◼ 汽车可在不增加或更换硬
件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的软
件配置提供不同应用服务

◼ 智能化升级需求下，传统
通讯网络及软件架构设计
中扩展性差、升级与移植
成本高

◼ 新增某项软件应用或服务，
需从头建立一个新的基础
软件环境

面向信号 面向服务

171
192

214
236

264
280

324
373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亿欧智库：2018-2025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软件市场规模（亿元）

对智能驾驶软件：大模型对于智能驾驶软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等级智能驾驶的发展上，助力数据闭环
实现，进而实现端到端智能驾驶。

数据数据挖掘 数据数据标注 数据模型训练 数据仿真测试

◼ 泛化性强，更善于长
尾数据挖掘

◼ 更善于提取特征，找
到相似目标

◼ 模型标注精度高
◼ 降低人工成本

◼ 提升训练量级
◼ 提高训练效率

◼ 场景重建和数据生成
◼ 训练更具针对性

对智能座舱软件：大模型对于智能座舱软件的影响体现在深度交互和个性化C端体验上。相对于偏向研发
侧的智能驾驶功能，智能座舱相关的体验更容易被消费者感知到，大模型带来的变化也更加显著。

AI大模型重要性日益显现，赋能车载软件未来增量空间无限

数据来源：专家访谈、亿欧智库



2.2.1 电池：半固态电池实现量产并即将规模化应用，新技术加持电池安全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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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从技术属性的优势判断，固态电池有望彻底解决动力电池安全问题。但是高成本、高研发要求限制了固态电池在2025年前很难实现批量装车。

作为液态电解质到固态电解质的过渡技术，折中方案是半固态电池，其继承了固态电池的部分优点，2023年已实现量产并即将规模化应用。

◆ 动力电池安全问题是市场关注的重点话题，大部分车企对电池安全技术的设计方向是“不起火、不爆炸”。亿欧智库认为近期安全改进的两条

路线为LiFSI逐步替代LiPF6成为电解液主要材料，高镍三元复配磷酸锰铁锂(LMFP)成为正极新型材料。结构、隔热材料的改进也帮助进一步提

升电池安全性能。

亿欧智库：固态电池特性及应用时间展望

◼ 固态电池与目前主流的锂离子电池最大的不同在于电解质，固态电池使用固体电

解质，替代了传统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半固态电池属于过渡性技术，电解质部

分为固态，部分为液态。

半固态、固态电池应用时间预测

固
态
电
池
优
劣
势

1、能量密度高：不必使用嵌锂的石墨负极

2、安全性好：耐高温，无副化学反应

3、体积小：小型化、薄膜化、轻量化

4、寿命长：充放电无界面膜和锂枝晶现象

成本高、研发要求高 (固-固界面阻抗过大)

2022及之前 2023-2025年 2025年起

液态电解质

半固态电解质

固态电解质

◼ 高镍三元复配磷酸锰铁锂(LMFP)有望改进因
正极镍含量增高而带来的发热问题，最终缓
解安全问题；长期看，随着LMFP成本下降，
循环性能改善，有望从辅材成为主材。

车企 电池安全技术/设计

比亚迪 刀片电池，通过针刺测试

蔚来 无热蔓延电池包

岚图 琥珀、云母电池系统

智己 永不自燃电池包

埃安 弹夹电池，针刺不起火

长城 大禹电池，永不起火

LiFSI有望成为LiPF6的最佳替代品：
◼ LiPF6是现今锂电池最广泛使用的电解液材料，但在高电压、高倍率、电池滥用情况下，LiPF6

受热易分解，损害电池循环性能和使用寿命；
◼ LiFSI是产业化进程最快的新型锂盐，添加LiFSI的电解液热稳定性更强，同时抑制产气，可以

减弱在高温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的强度，显著改善电池的安全性能。

电解液改进

正极材料改进 结构、隔热材料改进

CTC布局

液冷方案

龙骨壳体

陶瓷化硅橡胶

陶瓷纤维

亿欧智库：部分车企的电池安全相关技术

数据来源：专家访谈、亿欧智库



2.2.2 充电：2023年成为3C超充元年，2023年超充车销量预计将达到11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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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大部分车辆的充电倍率≤2C水平。经历了从2010年到2022年的400V平台架构下1C到2C的快充时代，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已于2023年

开启3C超充时代，多款800V的高压架构平台B/C级尺寸车型（含SUV）已实现量产。

◆ 受益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和产品竞争力的稳定提升，2023年将成为超充级新能源汽车市场启动的元年，2024年随着更多超充电池的量

产上车，市场逐渐进入为期5-7年的爆发期。亿欧智库预测，2023年超充车销量将达到11万辆，2025年超充车销量将达到近300万辆，2030年

将超1200万辆，同时超充车的市占率将从2023年的3%稳步提升至2030年的52.5%。

亿欧智库：中国2022-2030年超充级纯电动汽车销量和渗透率

689 

998 

1260 

1524 
1701 

1850 
1999 

2159 
2297 

0.3 11 86 

297 

513 

702 
880 

1051 
1206 

2.2% 3.0%
6.8%

19.5%

30.2%
37.9%

44.0%
48.7%

52.5%

2022 2023E 2024E 2025E 2026年E 2027E 2028E 2029E 2030E

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超充级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超充级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充电深度DOC为30%~80%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350V

450V

800V

1000V ≥4C

3C

2C

1C

C级车
（500A）

B+/C级车
（500A）

B级车
（500A）

A+/B级车
（500A）

A级车
（250A）

A/B/C级车
（250A）

A/B/C级车
（125A）

亿欧智库：2010-2030中国新能源汽车高压架构与充电倍率

数据来源：亿欧数据、亿欧智库



2.3.1 乘用车：头部稳定，腰部竞争激烈，二三梯队品牌凭借爆款车型抢占市场

25

◆ 2023年1-11月，智能电动汽车SEV累计销量576万辆。虽然第一梯队的地位稳固，但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销量的头部集中度（ CR10 ）在持续

地缓慢地下降中，市场 “头部稳定，腰部动荡”的竞争格局更加显著，先进场者未必领先，后入局者未必不能反超。

◆ 相较于品牌排名，2023年1-11月的车型销量排名的变化浮动相对明显，说明用户选择空间相对更宽泛。TOP10车型榜单当中除了特斯拉与比

亚迪两大品牌的主力车型之外，同样有像理想L9、理想L7、问界M7等车型出现，打造爆款车型成为二三梯队品牌提高销量的重要方式之一。

排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 宋PLUS 宋PLUS Model Y 秦PLUS 秦PLUS Model Y 秦PLUS Model Y Model Y 秦PLUS Model Y
2 海豚 秦PLUS 秦PLUS 海豚 Model Y 秦PLUS 宋PLUS 秦PLUS 秦PLUS 海鸥 海鸥
3 元PLUS Model Y 宋PLUS 元PLUS 海豚 宋PLUS 汉 海鸥 宋PLUS 宋PLUS 秦PLUS
4 Model Y 海豚 元PLUS Model Y 元PLUS 海豚 海鸥 宋PLUS 海鸥 元PLUS 宋PLUS
5 宋Pro 元PLUS 海豚 宋PLUS AION S 汉 Model Y AION Y 元PLUS AION Y 元PLUS
6 Model 3 AION S AION S AION Y 宋PLUS 元PLUS 元PLUS 元PLUS AION Y Model Y 海豚
7 汉 宋Pro Model 3 AION S 汉 Model 3 AION S AION S 海豚 海豚 AION Y
8 秦PLUS AION Y 汉 汉 AION Y AION S 海豚 海豚 汉 宋Pro 汉
9 唐 汉 AION Y Model 3 宋Pro 宋Pro 宋Pro 汉 AION S 汉 宋 Pro
10 理想L9 唐 唐 唐 唐 AION Y AION Y 宋Pro 宋Pro 理想L7 问界M7

52.8

43.6

31.9

14.2 12.6 12.1 11.5 11 10.9 10.5 8.1 8 7.4 7.2 7.1 6.5 5.8 5.8 4.9 4.4 4.3 4 3.9 3.8 3.7 3.2 2.9 2.9 2.8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第四梯队

亿欧智库：2023年1-11月智能电动汽车品牌销量排名Top30

226.7

亿欧智库：2023年1-11月智能电动汽车车型单月销量排名Top10

数据来源：亿欧数据、亿欧智库



2.3.2 商用车：主机厂加速布局智能化与网联化，与科技企业合作推进L2与L4落地

26

◆ 商用主机厂正在加强布局电动化、网联化与智能化。电动化布局中，部分主机厂开始自主研发氢燃料电池技术，通过收购、合作等形式布局电

池产业链，此外除了自有品牌电动化外，部分主机厂选择孵化新能源商用车品牌，并在2023年取得重大进展。

◆ 在网联化布局中，传统主机厂大多选择与车联网运营商、物流方合作打造自由车联网品牌，并在2023年实现了车联网的规模化上车。在智能化

布局中，传统主机厂通过收购、或与科技企业合资成立新公司进行L2/L4产品研发与量产。2023年，商用车主机厂正在加速推进电动化、网联

化以及智能化的业务进程，尽早实现企业商业化闭环的打造。

✓ 长城汽车：2021年成立如果科技

✓ 吉利汽车：2016年成立远程汽车，对重卡、轻卡、小微卡、LCV与客车五大产品线的

布局，2023年，远程新能源商用车的技术母体-远程星瀚H正式发布

✓ 福田汽车：2021年福田智蓝新能源品牌正式升级为智蓝汽车

主机厂自主研发与布局自主研发氢燃料电池和氢燃料发动机

传统主机厂与科技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进行L2和L4产品的开发及量产

传统主机厂与车联网运营商、物流方合作打造自有品牌车联网

部分主机厂孵化打造新能源商用车品牌

✓ 长城汽车：2016年开始研发氢燃料电池技术，2019年设立未势能源，负责氢燃

料电池技术市场化运营；

✓ 东风汽车：2016年开始研发燃料电池汽车，先后推出氢芯、氢元、氢舟技术品牌

✓ 潍柴动力： 2016年开始通过收购、参股、合作完成对氢燃料电池全产业链布局

✓ 三一重工：2022年8月成立全资子公司--三一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
动
化

网
联
化

智
能
化

2016～2018：加强战略合作布局 2019～2023：车联网规模化上车

福田汽车

东风汽车

一汽解放

中国重汽

陕汽集团

装配“解放行”，与满帮合作完善货源信息 2020年与中寰卫星合资成立“鱼快创领”车联网公司

“智慧重汽”上线，与满帮、G7合作上线不停车服务

与中国移动、联通展开“智能通”推广 成立完好率中心，全系车辆出厂标配东风车管家

与康明斯联手打造SC-Cloud陕康云平台 完成全线卡车前装车联网标配

福田车联网平台上线

陕汽 图森未来（L4）

重汽 主线科技（L4） +嬴彻科技（L3/L4）

东风商用车 嬴彻科技（L3/L4） 一汽解放 挚途科技（L3/L4）+智加科技（L3/L4）

福田汽车 图森未来（L4） +嬴彻科技（L3/L4）

宇通客车 觉非科技（L3）

数据来源：专家访谈、亿欧智库



2.4 后市场：新型服务体系综合提升满意度和客户粘性，品牌多维服务比拼已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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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部分传统服务，如置换补贴、保值回购等在智能电动汽车上依然延续，但SEV厂家的服务质量、范围在持续迭代，比拼新型服务水平

的模式开启。

◆ 针对首任车主的整车或三电终身质保，自营充电网络(补充基础设施不健全)，官方二手车或“资料置换” 二手车服务，延长车辆生命周期的

OTA服务，留存车辆关键信息的区块链的服务等，都成为车企服务比拼的方式。车企的服务比拼也为用户提供更多的购车参考因素。

厂家官方二手车

◼ 厂家利用；历史数据管理优势，二

手车估值较准确

◼ 提供厂家官方的二手车残值参考，

给二手车买、卖双方提供价格信息，

减少车商故意压价情况

车联网服务

◼ 每月若干GB免费流量，

二手车主依然享有流

量，畅快车联网服务

◼ 车主在厂家指定的二手车电商平台/

车商出售二手车(非指定的线下渠

道），并在SEV厂家订购新车，可

以通过“资料置换”的方式享受置

换补贴

◼ 资料置换适用于比亚迪、欧拉、大

众等有置换补贴的传统SEV厂家

新车销售服务

◼ 直营模式确保全国新车

统一零售价格，避免因

销售折扣导致的贬值

车险和金融服务

◼ UBI车险：基于驾驶行为的保险，通过人、车、路

(环境)多维度模型进行定价，随人不随车

◼ 信贷：根据二手车价值提供低息贷款金融服务

换购服务

保值回购

◼ 限定交易条件和使用条件，厂家按

一定保值率回购客户二手车

◼ 服务的“噱头”大于实际价值，逐

渐被淘汰

整车质保：首任车主付费延保

三电质保：首任车主终身质保，二手车

                 有限质保（一般8年15万公里）

质保及延保

◼ SEV厂家联合动力电池企业提供技术支

援，由服务网点或三方评估企业提供线

下检测，给动力电池的使用历史和预期

寿命作出评测并提供说明报告，电池质

量情况透明化

动力电池三方评估

◼ 整体销售策略偏向促进新车销售，卖好新

车是SEV厂家第一要务，先确保生存再考

虑后市场，体现厂家生存优先、无暇他顾

的现状

品牌
充电桩
数量(座)

充电桩
数量(台)

目的地
充电站

覆盖城市
及地区

特斯拉 1200 8700 700座 370

小鹏 890 - 180座 337

蔚来 1681 9603 31条(目的
地加电路线)

-

品牌 换电站数量(座) 覆盖城市及地区

蔚来 1011
(高速公路256座)

5横3纵
4大都市圈

北汽新能源 277 22

能源类服务

◼ 一般随新车会赠送充电桩和安装服务，二

手车主面临有车无桩的尴尬场景

◼ 厂家提供推荐充电桩企业名单（附推荐免

责条款）

充电桩安装服务

品牌自营充电网络（特斯拉、小鹏、蔚

来）

品牌换电站（蔚来、北汽新能源）

充、换电服务

质量保障服务

◼ 车辆使用数据的“上链”留存为二手车交易

和保险服务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源，降低二手

车和车险市场的信任成本

◼ 使用人隐私数据保护和清理服务

数据信息服务

OTA服务

◼ SOTA：SEV必备功能，主要更新软件服务

◼ FOTA：更新驾控有关功能，技术门槛较高，

可实现车辆某些缺陷的修复

道路救援

◼ 终身免费24小时道路救援，新旧车主享

受同等待遇，SEV厂家对救援需求将第

一时间响应

◼ 二手车整车质保期内依然享受

其它服务

◼ 品牌自营充换电网络有效的缓解了客户的补

能痛点，也为车辆保值加分

二手车置换服务

区块链服务

数据来源：车企官网、亿欧智库



目录
C O N T E N T S

2023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综述
1.1 2023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及预测
1.2 2023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链发展洞察
1.3 2023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图谱

01

2023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细分赛道发展洞察
2.1 2023年智能电动汽车-智能化赛道发展洞察
2.2 2023年智能电动汽车-电动化赛道发展洞察
2.3 2023年智能电动汽车-车企发展洞察
2.4 2023年智能电动汽车-汽车服务与后市场发展洞察

02

2024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展望03

3.1 2024乘用车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3.2 2024商用车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3.3 2024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预测



3.1 乘用车舱驾融合即将迎来量产应用，AR HUD实现人机交互升级并提升驾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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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舱驾融合已成为既定趋势，而在L3及以下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还是要对车辆的安全负责。舱驾融合使座舱结合智驾的传感器数据信息，将车

外的环境信息反馈给驾驶员，帮助或指导驾驶员更好地开车，目前国内已有多家企业展开了布局。当实现L4级别以上自动驾驶时，座舱将成为

以生活、娱乐以及工作的第三空间，届时舱驾的融合需要更加深入。

◆ 舱驾融合的发展过程中，AR HUD的应用也将实现规模化上车，而AR HUD的功能形态会随着智能驾驶的发展有不同的发展方向。AR HUD特

有的产品属性，可以实现场景渲染以及虚实结合，为驾驶员提供真实的交互体验，同时大幅提升驾驶员的驾驶安全。

L3及以下智能驾驶阶段 - 硬件独立，上层应用融合

◼ 当智能驾驶处于L3及以下时，属于“人车共驾阶段”。将座舱和智驾进行信息打
通和融合，座舱系统可以获取智能驾驶系统的相关数据，从而结合智驾相关传感
器数据信息，将行车环境信息反馈给驾驶员，帮助或指导驾驶员执行驾驶操作；

◼ 对于L3及以下智能驾驶阶段 ，只需在上层应用层面基于信息交互，实现部分座舱
功能的融合即可；

◼ 目前，应用在座舱和智驾的芯片，比如应用在座舱上的高通8155、智驾上的英伟
达Orin X，其产品技术已较为成熟，在硬件相互独立的前提下，底层不需要过多
的工程化投入以及成本增加，便可以在应用层打造出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本土芯
片厂商黑芝麻、芯驰科技等企业同样推出了相关产品。

◼ 智能驾驶发展到L4级别以上，用户逐渐从驾驶任务中解放出来，此时智驾系统无
需介入到座舱系统。汽车成为服务的载体，座舱的设计思路将从以驾驶员为核心
转向以乘客为核心。那么，座舱和智驾之间的融合应用也将从提供辅助驾驶相关

的信息为主，转为以提供生活服务相关的信息为主。

◼ 在E/E架构集中化、芯片算力的大幅提高以及软件开发能力提升的加持下，智驾
和智舱从底层硬件层面开始进行融合，上层应用将在底层硬件和软件深度融合下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融合效果。

◼ 未来仪表或者HUD上便不再显示驾驶相关信息，而是侧重于娱乐和工作相关信息。

L4级 - 软硬件均开始融合

FUTURUS

创始人兼CEO

徐俊峰

AR HUD将是接下来智能座舱内的一项革命性创

新技术，从融合体验角度来看，真正的AR增强

现实融合显示技术，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

硬件指ARHUD具备光场的效果和三维的纵深

感，软件指结合整车架构开发的一整套AR空间

计算和时延处理的AR引擎和内核。面向未来，

智能汽车的机会在于基于3D交互和3D定位的第

三代增强现实互联网，融合通用人工智能技术，

打破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界限，带来智能座舱

交互的颠覆性创新体验。

“

“

智能驾驶

路况标识
盲区监测
碰撞预警
紧急刹车
车道保持
自适应巡航
…

导航系统

路径规划
目的地显示
…

AR HUD

智能座舱

人机交互：
➢ 语音交互
➢ 驾驶员行为追踪
➢ 眼球追踪
➢ 手势交互

车载娱乐：
➢ 电话接听
➢ 视频影音
➢ 游戏娱乐
…

◼ 当智能驾驶在L3及以下的阶段，此时
AR HUD人机交互属性更强。

◼ 当智能驾驶发展至L4及以上阶段，此时
完全由车机驾驶汽车，驾驶员与乘客会
注重生活娱乐等方面的交互体验。AR 
HUD屏幕大、交互性强的特点是其不二
选择。

数据来源：专家访谈、FUTURUS、亿欧智库



3.2 商用车车联网将基于智能化与网联化深度融合，中国C-V2X“两率一感”将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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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商用车车联网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商用车车联网目前仍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度阶段，尽管已经实现大规模搭载网联设备，但其网联化

功能仍以数据收集和转发为主，仅用于车辆远程管理，离最终目标“智能化与网联化深度融合”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 尽管目前商用车的车联网面临数据以及市场层面的挑战，以及“两率一感“有待提升的问题，但未来随着多项政策的颁布以及基础设施的发展，

中国C-V2X车联网“两率一感“将得到稳步的提升。

中信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范炬

目前，中国在C-V2X车联网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优

势，但面临着“两率一感“有待提升的问题。建议：

一是多措并举提升C-V2X车端渗透率，推动V2V应用，

当渗透率跨越15%拐点，之后可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二是提高路侧设备覆盖率，科学规划，可优先在重点

风险路段建设，进一步发挥V2I价值；

三是在重点城市进行单城打透，在渗透率和覆盖率高

的情况下，运营有价值应用，形成商业闭环，之后全

国推广。同时，大力推进汽车智能化和网联化融合，

将C-V2X与单车智能结合，发挥C-V2X超视距感知、

不受天气和环境影响、可以相互协作等优势，提高极

限场景应对能力，从而实现更安全、更高效、更舒适

的智能驾驶。

“

“

第一阶段：以实现网联化功能为主

政策法规的推动下，商用车大规模搭载网联设备。

最初车上装载的T-box主要是给车辆赋予联网的能力，

以数据收集和转发为主，仅用于车辆远程管理的基

础工具。

第二阶段：智能化与网联化初步融合

硬件层面增加了摄像头等设备， 可以实现远程视频监

控，完整再现事件过程，同时实现车辆信息的更高频

的传输。同时能够进一步实现人车交互，数据间的互

联互通。

第三阶段：智能化与网联化深度融合

增加ADAS、AD等智能驾驶模块，通过云计算等智能

计算，调度、管理车辆，采用 AI 技术和大数据分析

技术智能识别驾驶行为，从而辅助驾驶，并实现高效

监管。

商用车车联网发展阶段

数据层面：车联网“数据烟囱、数据壁垒”问题突出，主机厂、

大型物流企业、大型物流平台间数据不互通，车联网应用效能

受到制约。 主机厂

大型物流平台

大型物流企业

自有车联网平台

车联网技术路线、管理标准、数
据应用基于各大型物流平台或者
生产物流企业进行搭建

需要后装设备获取的数据才能进行
精益化运营，但这些数据又往往在
TMS系统、FMS系统中分离，给并
表统计分析带来诸多不便

市场层面：主机厂话语权有限，且在成本与效益的博弈下，当

前的商业模式难以推动车联网市场化

◼ 物流行业呈门槛低、集中度低、运力分散的

市场格局。因此主机厂在产业链中话语权有

限，话语权背后衡量的是能否帮助物流产业

降本增效，TCO优化。

◼ 对于客户而言，TCO与效益是首要考虑因素，

其次是安全性。安全技术的推广若带来一次

性投资成本的增加，客户的买单意愿会下降。

商用车车联网发展将面临的挑战

数据来源：专家访谈、中信科智联、亿欧智库



3.3 中国SEV产业链趋势：智能化企业将逐步整合精简，电动化企业出海竞争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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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智能化零部件供应商、ICT企业、主机厂等多元主体将持续涌入市场。随行业发展，多元主体将先后经历技术与产品、品牌与服务、产业

生态三个市场筛选阶段，最终在市场的“整合”趋势之下，完成企业的兼容与合并，实现市场企业精简、产业链结构优化。

◆ 未来，电动化企业将把目光放远至全球，动力电池行业将是出海趋势最显著的行业。中国动力电池行业由宁德时代领头的“一超多强”企业竞

争格局将被打破，伴随比亚迪在动力电池领域地位上升，行业将逐渐向“1+1+N”式格局演变。而在全球动力电池行业，将是中韩两国的动力

电池企业抢占全球市场，形成二元竞争局面。

亿欧智库：智能化市场企业竞争格局变化

行业呈现整合态势
企业精简

合作竞争关系趋于稳定

亿欧智库：电动化市场企业竞争格局变化

中国动力电池市场

全球动力电池市场

宁德
时代

宁德
时代

比亚迪

“一超多强”格局 “1+1+N”格局

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中国动力电池企业 以LG新能源为代表的韩国动力电池企业

VS

零部件供应商、ICT企业、主机厂持续涌入市场

在协同合作的生态建设过程中，
更强大的企业将会整合小型企
业，优化产业链结构

品牌与服务

技术与产品

产业生态

智能化市场内最基础的技术
壁垒与产品性能将会成为诸
多主体加入市场的首个门槛

品牌与服务是对企业生产经
营的进一步考验，是企业在
产业链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必
经之路

数据来源：亿欧智库



结语

32

◆ 未来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上、中、下游企业，将围绕智能化、电动化两大维度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数字化、AI大模型等多种创新技术也将

不断涌现并被应用。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将打造良好的企业生态，一同推进创新技术、优质产品的量产落地，为用户提供更加安

全、舒适、娱乐的驾乘体验。

◆ 由于时间与精力所限，本报告对于中国智能驾驶功能体验的研究与讨论难免存在疏漏与偏差，敬请谅解。在此特别感谢中信科智联、未来黑科

技、蘑菇车联、易航智能等多家企业对本报告给予的支持，为报告撰写输出了宝贵的专业观点与建议。

◆ 未来，亿欧智库将持续密切关注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通过对行业的深度洞察，持续输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欢迎读者与我们交流联系，

共同助力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的持续创新发展。

持续关注
敬请期待

◼ 亿欧智库已发布智能电动汽车相关报告（部分）



中国科技出行产业创新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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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出行产业核心业务：汽车产业研究及创新咨询丨汽车科技内容平台丨汽车产业会议及企业创新服务

✓ 使命愿景：致力于为汽车出行产业的持续发展与创新，提供高效流通的信息内容及多维度价值服务

✓ 关注方向：聚焦新科技、新政策、新资本、新理念“四新商业变量”，对汽车出行产业的影响与推动

✓ 关注领域：涵盖智能电动汽车、自动驾驶、出行科技、新能源、汽车服务及流通数字化等产业上下游

智能电动汽车

◼ 自动驾驶场景解决方案

◼ 自动驾驶核心部件

◼ 自动驾驶关键技术服务

◼ 汽车流通及数字化

◼ 新型汽车服务

◼ 充电补能服务

◼ 汽车后市场

◼ 车路协同

◼ 新型出行服务

◼ 飞行汽车/eVTOL

◼ 动力电池

◼ 氢燃料电池

◼ 储能系统

提供

高效流通的

信息内容服务
及

极具价值创新的
研究咨询解决方案

自动驾驶 出行科技 新能源 汽车服务及流通

◼ 智能驾驶

◼ 智能座舱

◼ 智能网联

◼ 智能车云

◼ 车载基础软件及部件



聚焦客户需求，提供”战略决策+企业传播“解决方案，帮助解决企业内外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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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领先主机厂

政府/示范区/协会产业投融资机构

新兴汽车科技公司

持续寻找

关注并服务最具

价值与潜力的企业

面向智能电动汽车

产业生态伙伴

与客户群体

国内外优秀供应商

科技互联网公司

企业
  传播

解决企业外部认知与品牌传播问题

战略
决策

基于专业方法论，依托对汽车出行产业创新升级的持续研究洞察与分析，

帮助企业解决内部战略决策问题：

◆了解产业环境、市场竞争格局

◆理解竞企产品/技术/规划/实施路径

◆探索细分市场进入/现状/趋势，分析赛道价值，制定企业规划、执行

方案等

通过兼具研究与媒体视角的汽车科技内容平台，以及汽车产业会议及

企业创新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外部认知与品牌宣传问题：

◆品牌定位，品牌强化及推广

◆企业价值解读、企业核心优势提炼及呈现、企业传播影响力提升

◆内容传播策划及会议资源对接等

解决企业内部战略决策问题

Step1 
认知输入

Step2 
解读定性 

Step3 
战略方案

✓ 产业扫描

✓ 行业洞察

宏观 :
产业维度

✓ 产研分析

✓ 投研分析

微观 :
企业维度

✓ 对标研究

✓ 内部咨询

✓ 竞争策略制定

✓ 业务能力提升

中观 :
市场维度

✓ 市场调研

✓ 竞争格局分析

✓ 细分市场研究

✓ 用户调研

✓ 可行性分析

✓ 战略规划构建

Step1 

看到与发现
Step2 

读懂与传播 
Step3 

对接与服务

面向

C端用户

✓ 话题文章植入

✓ 深度文章解读

✓ 企业人物专访

✓ 企业专项会议策划

✓ 企业创新发展赋能

✓ 专题内容融入

✓ 热点事件资讯

✓ 产业图谱绘制

✓ 产业峰会参与

面向

B端客户

✓ 产研分析及企业案例植入

✓ 投研分析及企业价值解读

✓ 白/蓝皮书编制及联合发
布

✓ 榜单评选及发布

✓ 会议资源共享及
盘活



团队介绍和版权声明

◆ 团队介绍：

亿欧智库（EO Intelligence）是亿欧旗下的研究与咨询机构。为全球企业和政府决策者提供行业研究、投资分析和创新咨 询服务。亿欧智库
对前沿领域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具有独创的方法论和模型，服务能力和质量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

亿欧智库长期深耕汽车、科技、消费、大健康、产业互联网、金融、传媒、房产新居住等领域，旗下近100名分析师均毕业于名校，绝大多数
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亿欧智库是中国极少数能同时生产中英文深度分析和专业报告的机构，分析师的研究成果和洞察经常被全球顶级媒体采
访和引用。

以专业为本，借助亿欧网和亿欧国际网站的传播优势，亿欧智库的研究成果在影响力上往往数倍于同行。同时，亿欧内部拥有一个由数万名科
技和产业高端专家构成的资源库，使亿欧智库的研究和咨询有强大支撑，更具洞察性和落地性。

◆报告作者：

◆报告审核：

武东

亿欧 高级研究总监

Email：wudong@iyiou.com

杨永平

亿欧 执行总经理、亿欧汽车总裁

Email：yangyongping@iyiou.com

李浩诚

亿欧 研究副总监

Email：lihaocheng@iyi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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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和版权声明

◆ 版权声明：

◆ 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智库的专业理解，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
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本报告的
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亿欧智库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作尽可能的追求但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
仅反映亿欧智库于发布本报告当日之前的判断，在不同时期，亿欧智库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亿欧智库不保证
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亿欧智库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可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 本报告版权归属于亿欧智库，欢迎因研究需要引用本报告内容，引用时需注明出处为“亿欧智库”。对于未注明来源的引用、盗用、篡改以及
其他侵犯亿欧智库著作权的商业行为，亿欧智库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 关于亿欧：

◆ 亿欧是一家专注科技+产业+投资的信息平台和智库；成立于2014年2月，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深圳、南京、纽约有分公司。亿欧立足中国、
影响全球，用户/客户覆盖超过50个国家或地区。

◆ 亿欧旗下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信息平台亿欧网（iyiou.com）、亿欧国际站（ EqualOcean.com），研究和咨询服务亿欧智库（EO 
Intelligence），产业和投融资数据产品亿欧数据（EO Data）；行业垂直子公司亿欧大健康（EO Healthcare）和亿欧汽车（EO Aut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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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服务

◆ 基于自身的研究和咨询能力，同时借助亿欧网和亿欧国际网站的传播优势；亿欧为创业公司、大型企业、政府机构、机构投资者等客户类型提
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 创业公司

◆ 亿欧旗下的亿欧网和亿欧国际站是创业创新领域的知名信息平台，是各类VC机构、产业基金、创业者和政府产业闭门重点关注的平台。创业公
司被亿欧网和亿欧国际站报道后，能获得巨大的品牌曝光，有利于降低融资过程中的解释成本；同时，对于吸引上下游合作伙伴及招募人才有
积极作用。对于优质的创业公司，还可以作为案例纳入亿欧智库的相关报告，树立权威的行业地位。

◆ 大型企业

◆ 凭借对科技+产业+投资的深刻理解，亿欧除了为一些大型企业提供品牌服务外，更多地基于自身的研究能力和第三方视角，为大型企业提供行
业研究、用户研究、投资分析和创新咨询等服务。同时，亿欧有实时更新的产业数据库和广泛的链接能力，能为大型企业进行产品落地和布局
生态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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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机构

针对政府类客户，亿欧提供四类服务：一是针对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提供产业情报，梳理特定产业在国内外的动态和前沿趋势，为相关政府领导提
供智库外脑。二是根据政府的要求，组织相关产业的代表性企业和政府机构沟通交流，探讨合作机会；三是针对政府机构和旗下的产业园区，提供
有针对性的产业培训，提升行业认知、提高招商和服务域内企业的水平；四是辅助政府机构做产业规划。

◆ 机构投资者

亿欧除了有强大的分析师团队外，另外有一个超过15000名专家的资源库；能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专家咨询、和标的调研服务，减少投资过程中的信
息不对称，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 欢迎合作需求方联系我们，一起携手进步；电话 010-53321289，邮箱 hezuo@iyiou.com

亿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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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s://www.iyiou.com/research

邮箱：hezuo@iyiou.com

电话：010-53321289

北京：北京市朝阳区中关村科技服务大厦C座4层｜ 上海：上海市闵行区申昆路1999号4号楼806

深圳：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润置地大厦 C 座 6 层 ｜ 纽约： 4 World Trade Center, 29th Floor-Office 67, 150 Greenwich St, New York, NY 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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