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联网的认知

　

　 　 车联网是物联网技术在交通运输系统领域的典型应用ꎬ是智慧城市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道路交通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

产业ꎬ是全球创新发展的热点和技术革新的制高点ꎮ 车联网在帮助缓解交通

拥堵、减少交通事故等信息服务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车联网是发展智

能交通的交通数据管理、动态信息服务等方面必备的技术支撑ꎮ 因此ꎬ学习

车联网技术会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新的活力与能量ꎮ

★学习情境

某日ꎬ教师甲带领自己的两组学生到智慧交通实验室来认知智能交通系

统( ＩＴＳ)沙盘ꎮ 首先ꎬ教师甲让学生对沙盘的部分区域进行了清洁工作ꎬ检查

沙盘的电源等部件ꎬ确认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的情况下ꎬ打开智慧交通系

统沙盘的总开关ꎬ沙盘正常ꎮ 启动环境开关ꎬ环境系统也正常亮灯ꎮ 当启动

沙盘的路灯开关时ꎬ学生发现沙盘的路灯一个也没有亮起ꎮ 随后开启红绿

灯、建筑两个系统ꎬ都没有问题ꎮ 若你是沙盘的维护人员ꎬ请为教师甲及其学

生解决此故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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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车联网的概念及应用

★任务目标

素质目标

１ 正确理解车联网发展的历史渊源ꎮ
２ 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ꎬ具有团队协作意识ꎮ
３ 热爱民族企业ꎬ弘扬民族精神ꎬ养成爱岗敬业的习惯ꎮ

知识目标

１ 掌握车联网的基本概念和内容ꎮ
２ 了解车联网发展的历史及其应用ꎮ

能力目标

１ 根据客户的需求ꎬ应用车联网的基本概念解决实际问题ꎮ
２ 根据车联网的具体规定ꎬ完成车联网技术的基础服务工作ꎮ

车联网可以用于解决交通问题ꎬ能有效预防碰撞等事故发生ꎬ 使系统运营商和用户

对出行方式做出最佳选择ꎬ可减少能耗、降低污染、增强安全性能ꎮ 车联网不仅能实现智

能交通的功能ꎬ还能面向用户提供辅助驾驶、在线娱乐等多样化的用户应用与安全应用ꎬ
是未来智慧城市的重要环节ꎬ具有极大的发展和应用潜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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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准备

一、车联网的产生

１ 为什么会有车联网?
提及车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ꎬＩＯＶ)ꎬ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互联网ꎮ 很多人也会提

出很多疑问:车联网与互联网有什么关系? 还有现在应用非常广泛的物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ꎬＩＯＴ)ꎬ它们之间存在什么联系? 这些困扰大家的疑问ꎬ我们会在后面的知识中一

一诠释ꎮ
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与沟通ꎬ实现了线上购物、理财等(Ｂ２Ｂ、

Ｂ２Ｃ、Ｃ２Ｂ)ꎬ方便了人们的生活ꎮ 而随之而来的是互联网的线下渗透ꎬ例如线下付款实现

了 Ｏ２Ｏꎬ即通过互联网将线下的生活与线上交易结合ꎬ线上营销、线上购买带动线下经营

和线下消费ꎮ
随着硬件设施的日益完善ꎬ硬件与软件的结合预示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ꎮ 智能

产品的不断推出ꎬ说明万物互联通过互联网的不断升级成为可能ꎮ
在物联网的概念之下ꎬ车联网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通过现代信息技术ꎬ实现

车与其他系统的互联ꎬ可以实现车辆监控、智能路径规划、安全控制等ꎬ甚至实现自动驾

驶ꎬ完善城市交通体系ꎬ建设智慧城市ꎬ如图 １￣１ 所示ꎮ

图 １￣１　 车联网

国家一系列扶持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政策ꎬ为国内车联网行业带来了机遇ꎬ国家发

布的«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　 促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案»更是促进了互联网的

发展ꎮ
２ 车联网的愿景

１９９５ 年出版的«未来之路»(作者:比尔盖茨)是读者了解信息高速公路全部面目

乃至 ２１ 世纪人类生活面貌的最佳入门书(见图 １￣２)ꎮ «未来之路»与托夫勒的«第三次

浪潮»相比ꎬ具有更强的实践性与现实性ꎮ 在书中ꎬ比尔盖茨以他从容不迫的风度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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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未来之路»

们指引了一条通往信息高速公路的途径ꎮ 辜正坤先生在“译者

后记”中说:“门在英语中叫作 ＧＡＴＥꎮ 饶有兴味的是ꎬ这本«未
来之路»的作者比尔盖茨的英文名字就叫 ＧＡＴＥＳ(一道道的

门)ꎮ 所以通过一道道的门ꎬ我们就可以进入信息高速公路ꎬ从
而在未来之路上纵横驰骋ꎬ周游八极ꎮ”

“我能想象出这样的建议:每辆汽车ꎬ包括你我的在内ꎬ都
不仅要装上一个录音机而且要装上一个能表明车的主人是谁

和车的位置在哪的无线电发射机———一个未来的汽车牌照ꎮ
如果有人报告汽车被盗ꎬ车的位置将可以立刻被查到ꎮ 在发生

了有人肇事后逃跑ꎬ或驾车枪杀行人的事件之后ꎬ法官将被授

权进行一次查询ꎬ在这 ３０ 分钟以内ꎬ下面两个街区的范围内都

有些什么车辆ꎮ 黑匣子将记录下你的速度和位置ꎬ由此将保证限制超速行驶的法规得到

最完美的执行ꎮ”这是比尔盖茨对未来交通信息的预测ꎬ书中的有些论述已经变成了

现实ꎮ
«未来之路»给未来车载移动互联网络的发展指引了方向ꎮ

二、车联网的概念

１ 车联网的定义

车联网的概念引申于物联网ꎬ根据行业背景不同ꎬ对车联网的定义也不尽相同ꎮ 传

统的车联网定义是指装载在车辆上的电子标签通过无线射频等识别技术ꎬ实现在信息网

络平台上对所有车辆的属性信息和静、动态信息进行提取和有效利用ꎬ并根据不同的功

能需求对所有车辆的运行状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提供综合服务的系统ꎬ如图 １￣３ 所示ꎮ

图 １￣３　 车联网

随着车联网技术与产业的发展ꎬ上述定义已经不能涵盖车联网的全部内容ꎮ 根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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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ꎬ按照约定的通信协议和数据交互标准ꎬ在车￣Ｘ(Ｘ 指车、路、行人及互联网等)之间ꎬ进
行无线通信和信息交换的大系统网络ꎬ是能够实现智能化交通管理、智能动态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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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车辆智能化控制的一体化网络ꎬ是物联网技术在交通系统领域的典型应用ꎮ
车联网不仅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交互融合形成的新技术形态ꎬ更是汽车、

电子、信息通信、交通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ꎬ跨领域、跨学科ꎬ产业链长、
关联度大ꎬ新技术强度高ꎮ

２ 车联网的发展阶段

车联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ꎬ如表 １￣１ 所示ꎮ

表 １￣１　 车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功能
定位导航、车载娱乐、远程

管理和紧急救援等

安全预警、高带宽业务、部
分自动驾驶服务

远程遥控驾驶、高密度车辆

编队以及快速协同变道辅

助等

联网方式 ２Ｇ、３Ｇ、４Ｇ 等

主要有 ＤＳＲＣ(专用短程通

信技术)和 ＬＴＥ￣Ｖ(长期演

进技术)两类

５Ｇ[第五代移动通信ꎬ如 Ｃ￣
Ｖ２Ｘ(基于蜂窝网通信技术

的车用无线通信技术)]

特点
打通汽车内外信息流ꎬ培育

用户习惯

智能化、网联化程度提升ꎬ
业务形态更加丰富

基于 ５Ｇ 的低延时及高速率

等特点

３ 发展车联网的意义

车联网是物联网技术在交通系统领域的延伸ꎮ 车联网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汽

车的运营方式ꎬ所提供的一系列网上服务也全方位提升了车辆对驾驶员的服务水平ꎮ
(１)生活更智能:车辆搭载娱乐信息显示屏可以实现驾驶员与汽车的互动ꎬ屏幕可以

显示 ＧＰＳ(全球定位系统)导航路线ꎬ进行影音播放ꎬ显示车辆安全监测数据等ꎻ甚至手机

与车辆相连后ꎬ通过 ＡＰＰ(应用程序)就可以远程控制车锁ꎬ调整车内空调等ꎮ
(２)行车更安全:车联网可以通过提前预警、超速预警、逆行预警、红灯预警、行人预

警等相关手段对驾驶员进行提醒ꎬ并可通过紧急制动、杜绝疲劳驾驶等措施ꎬ有效减少交

通事故的发生ꎬ确保车辆行驶更加安全ꎮ
(３)防止交通堵塞:车辆在交叉路口的通行率较低ꎬ车联网可以通过智能调节红绿灯

来缓解这一现状ꎬ让驾驶员在交叉路口尽可能顺畅行驶ꎮ 此外ꎬ很多导航软件也会推荐

最佳路线ꎬ避免拥堵ꎬ从而使出行更高效ꎮ
(４)节能减排:通过车联网ꎬ利用车辆与路边基础设施之间采集到的信息来建议驾驶

员及时响应ꎬ同时对驾驶员进行一系列驾驶行为干预ꎬ从而减少不必要或者不规范的操

作ꎬ可以降低油耗ꎬ减少尾气排放ꎮ
(５)辅助交通管理:辅助交通管理主要是服务于交通部门的智能化管理ꎬ实现逃逸车

辆、超速驾驶、酒后驾驶车辆的肇事追踪ꎬ远程指挥、调度车辆ꎬ路桥电子不停车收费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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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联网的相关术语

１ 物联网

物联网的定义是通过射频识别技术(ＲＦＩＤ)、红外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

仪等信息传感设备ꎬ按约定的协议ꎬ把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ꎬ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ꎬ以实

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ꎬ如图 １￣４ 所示ꎮ 物联网是一

种建立在互联网上的泛在网络ꎮ

图 １￣４　 物联网

物联网ꎬ简单来说ꎬ就是万物互联、万物相通ꎮ 把传感器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公
路、建筑、车辆以及家用电器等各种真实物体上ꎬ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ꎬ进而运行特定的

程序ꎬ就能达到远程控制或实现物与物的直接通信ꎮ 经过接口与无线网络相连ꎬ从而给

物体赋予“智能”ꎬ实现人与物体的沟通和对话ꎬ也可以实现物体与物体相互间的沟通和

对话ꎮ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的定义ꎬ物联网主要解决物品与物品(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ｎｇꎬＴ２Ｔ)、

人与物品 (Ｈｕｍａｎ ｔｏ ＴｈｉｎｇꎬＨ２Ｔ)、人与人(Ｈｕｍａｎ ｔｏ ＨｕｍａｎꎬＨ２Ｈ)之间的互联ꎮ 作为互

联网的延伸ꎬ物联网利用通信技术把传感器、控制器、机器、人员和物等通过新的方式连

在一起ꎬ形成人与物、物与物相连ꎬ而它对于信息端的云计算和终端的相关传感设备的需

求ꎬ使得产业内的联合成为未来必然趋势ꎬ也为实际应用的领域打开无限可能ꎮ
２ 互联网

什么是互联网? 互联网就是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又称因特网ꎬ是网络和网络之间串联而成的庞

大网络ꎬ如图 １￣５ 所示ꎮ 物联网的英文缩写是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ꎬ即物物相连的网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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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互联网

在我国ꎬ车联网仍处于起步阶段ꎬ大力发展车联网ꎬ构建车联网产业生态ꎬ培育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集群ꎬ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ꎬ推动智慧城市建设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３ 车联网和物联网的区别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发展阶段ꎮ 顾

名思义ꎬ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ꎬ这有两层意思ꎮ
其一ꎬ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ꎬ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延伸和扩展的网络ꎮ

其二ꎬ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ꎬ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ꎬ也就是物物

相息ꎮ
所以ꎬ物联网与车联网是包含的关系ꎬ物联网包括所有的万物相连ꎬ而车联网则包括

与车相关的物物相连ꎬ比如说人车相连、车车相连ꎮ

四、车联网的应用

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在如今现代科技生活中可谓密不可分ꎬ都与人们的生活和世

界有着重要的关联ꎮ 物联网作为互联网的下半场ꎬ各国都在抢夺市场先机ꎬ而车联网作

为物联网中重要的一部分ꎬ是一个真正的大蓝海市场ꎮ

任务二　 车联网的产业现状及发展

随着对单车智能局限性认识的深入ꎬ各国都加强了网联式自动驾驶的研究和部署ꎬ
对智能汽车的网联化需求愈来愈强烈ꎬ促使车联网技术产业更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ꎮ

车联网是指利用物联网、无线通信、卫星定位、云计算、语音识别等技术ꎬ建立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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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覆盖市民、车辆、交通基础设施、交通管理者、交通服务商等的快速通信网络ꎬ可实现

智能信号控制、实时交通诱导、交通秩序管理、交通信息服务等一系列交通管理与服务应

用ꎬ并最终达到交通安全、行车高效、驾驶舒适、节能环保等目标ꎮ 车联网作为物联网在

交通领域的应用以及下一代智能交通的发展方向ꎬ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ꎮ

★任务目标

素质目标

１ 能够及时关注车联网产业动态ꎮ
２ 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ꎬ具有团队协作意识ꎮ
３ 热爱民族企业ꎬ弘扬民族精神ꎬ养成爱岗敬业的习惯ꎮ

知识目标

１ 了解车联网的发展状况ꎮ
２ 了解车联网的产业环境ꎮ
３ 掌握车联网产业的构成ꎮ
４ 掌握车联网产业的关键技术ꎮ

能力目标

１ 根据客户的需求ꎬ应用车联网的基本概念解决实际问题ꎮ
２ 根据车联网的具体规定ꎬ完成车联网技术的基础服务工作ꎮ

★知识准备

一、国内外车联网发展现状

１ 国外车联网发展现状

从国际上来看ꎬ车联网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ꎬ其中美、日、欧走在研究和示范应用的

前列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ꎬ美国交通部发布了«智能交通系统战略研究计划:２０１０￣２０１４»ꎬ首次

提出了“车联网”构想ꎮ 其目标是利用无线通信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多模式的地面交通系

统ꎬ形成一个车辆、道路基础设施、乘客的便携式设备之间相互连接的交通环境ꎬ最大限

８



度地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性、灵活性和对环境的友好性ꎮ
(１)日本:日本大规模推行的车辆信息通信系统(ＶＩＣＳ)ꎬ可以从各地警察和道路管

理部门收集道路拥堵情况、道路信息及路线、停车场空位、交通事故等实时交通信息ꎬ并
通过道路信号装置发送至经过的车辆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ꎬ日本已在全国范围内安装了超过

３４００ 万台 ＶＩＣＳ 车载设备ꎬ并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２)欧洲:欧洲正在全面开发和应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Ｔｅｌｅｍａｔｉｃｓ)ꎬ将在全欧洲建

立交通专用无线通信网ꎬ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交通管理、导航和电子收费等相关应用ꎮ
(３)美国:美国的车联网起步较早ꎮ 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颁布了对 ＩＴＳ(智能交

通系统)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部法案ꎬ即 １９９１ 年的«陆上综合运输效率化法案»和
１９９８ 年的«面向 ２１ 世纪的运输平衡法案»ꎮ 这两部道路交通法案统一规划了美国 ＩＴＳ 的

发展ꎬ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财务支持、技术研发支持和标准开发支持等ꎮ １９９７ 年ꎬ美国结

束了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研究ꎬ将对车联网的研究重心转向对出行者的信息服务和交通安

全上ꎮ
２００４ 年ꎬ美国联邦公路局、ＡＡＳＨＴＯ(美国州公路及运输协会)、各州运输部、汽车工

业联盟等组织均参与了车路集成系统(ＶＩＩ)的制定和技术的开发ꎬ主要目的是通过信息

与通信技术实现汽车与道路设施的集成ꎬ交通智能化、车联网雏形出现ꎮ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美国的车联网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硬件价格大幅度下降ꎬ达到大部分用户接受的范围内ꎮ
第二ꎬ需求增加ꎬ美国的车联网产业已迈过市场认知阶段ꎬ大部分消费者对车联网业

务已比较认同ꎬ北美市场的新车型开始借助车联网凸显信息需求ꎮ
第三ꎬ美国市场的车联网服务系统已可全方位地为汽车用户服务ꎬ服务内容包括信

息服务、安全监控、即时通信、多媒体娱乐等方面ꎮ
美国最具代表性的车联网企业是通用汽车公司ꎮ 通用 ＯｎＳｔａｒ(安吉星)系统在 １９９６

年就迎来了第一批客户ꎬ近年来其在美用户数已经超过 ５００ 万ꎬ占据北美车联网市场的

主流地位ꎮ 根据美国一项汽车专业调查ꎬ超过四分之三的 ＯｎＳｔａｒ 用户表示愿意在他们的

下一部车上继续安装该系统ꎬ并有近 ９０％的用户愿意将其推荐给他人ꎮ
２ 国内车联网发展现状

在中国ꎬ车联网起步较晚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百度“车联网”关键词第一次被搜索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至 ２７ 日广州亚运会期间ꎬ８０ 多台安装着 Ｇ￣ＢＯＳ(客车智慧运营系统)
设备的苏州金龙智慧客车投入服务ꎬ这是亚运历史上首次出现“３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

术)客车ꎮ 这标志着车联网技术正式走向大众视野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杭州鸿泉数字设备有限公司与陕汽联合研发的“天行健”车联网

服务系统正式发布ꎬ该公司成为重卡行业率先使用车联网技术的公司ꎬ具有开创性意义ꎮ
目前ꎬ我国常见的车联网产品主要有通用汽车的 ＯｎＳｔａｒ、福特汽车的 ＳＹＮＣ(车载多

媒体通信娱乐系统)、丰田汽车的 Ｇ￣Ｂｏｏｋ(车载智能通信系统)以及宝马公司的 ｉＤｒｉｖｅ(智
能驾驶控制)系统等ꎬ经过几年的发展改进ꎬ这些系统的发展已较为成熟ꎮ 无论是前装市

场上通用引入 ＯｎＳｔａｒ、丰田引入 Ｇ￣Ｂｏｏｋ 到中国ꎬ还是路畅科技率先推向后装市场的车联

网服务 ｉＢｏｏｋꎬ都证明了车联网已经在路上ꎮ 中国自主品牌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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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汽集团的 ｉｎｋａｎｅｔ(智能网络行车系统)、长安汽车的 ＩｎＣａｌｌ(智能车载互联系统)、吉
利汽车的 Ｇ￣ＮｅｔＬｉｎｋ(智能车载信息系统)和一汽公司的 Ｄ￣Ｐａｒｔｎｅｒ(驾驶者伙伴)等ꎮ

３ 中国发展车联网的助推模式

车联网发展受到了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以及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推动ꎮ 从应用

方面来看ꎬ主要包括五种模式:
(１)乘用整车厂主导型:越来越多的汽车生产厂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智能车载系统ꎬ

并以此作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ꎮ 合资品牌有通用的 ＯｎＳｔａｒ、丰田的 Ｇ￣Ｂｏｏｋ 以及日产的

ＣａｒＷｉｎｇｓ(智行)系统ꎻ自主品牌有上汽荣威的 ｉｎｋａｎｅｔ、一汽奔腾的 Ｄ￣Ｐａｒｔｎｅｒ、长安汽车的

ＩｎＣａｌｌ、吉利的 Ｇ￣ＮｅｔＬｉｎｋ 等ꎮ
(２)商业车队管理主导型:一些规模较大的工程车、校车、班车等营运车辆经营业户ꎬ

为更好地对所属车辆开展统一管理ꎬ在车队范围内推广智能车载终端和相应的信息

系统ꎮ
(３)公共交通主导型:国内大部分大中型城市ꎬ都在其公交车、出租车内配置了智能

车载终端ꎬ并基于该设备开展智能调度、精细化管理等应用ꎮ
(４)消费电子主导型:国内一些后装的导航设备生产企业ꎬ如深圳掌讯通信等ꎬ把业

务扩大到互动式车载终端生产以及实时信息服务领域ꎮ
(５)地方政府主导型:由地方政府牵头推进的车辆电子标签及应用ꎬ代表城市为兰

州、重庆、南京等ꎬ但是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框架体系和技术标准ꎮ

二、车联网的产业环境

１ 全球车联网应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全球车联网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ꎬ信息化、智能化引领ꎬ全球车联网服务需求逐渐

加大ꎮ 目前ꎬ中国、俄罗斯、西欧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 ７０％以上的新组装车辆都已配备互

联网接口ꎮ ２０１９ 年ꎬ全球联网车数量约为 ９０００ 万辆ꎬ到 ２０２５ 年则将突破 １０ 亿辆ꎮ 从车

载信息服务平台应用规模来看ꎬ目前已形成数百家规模厂商ꎬ典型厂商安吉星的全球用

户已突破 ７００ 万人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车联网用户规模达到 １７８０ 万人ꎬ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

车联网市场ꎮ 未来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创新融合将加快车联网的市场渗透ꎮ
２ ５Ｇ / Ｖ２Ｘ 应用时代即将到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直连通信使用 ５９０５￣
５９２５ ＭＨｚ 频段管理规定(暂行)»ꎬ规划了 ５９０５~５９２５ ＭＨｚ 频段共 ２０ ＭＨｚ 带宽的专用频

率资源ꎬ用于基于 ＬＴＥ(长期演进)形成的 Ｖ２Ｘ 智能网联汽车的直连通信技术ꎻ同时ꎬ对
相关频率、台站、设备、干扰协调的管理做出了规定ꎮ 随着 ５Ｇ 和 Ｃ￣Ｖ２Ｘ 技术的快速发展ꎬ
智能化与网联化技术正在加速融合ꎮ ２０１８ 年高通推出了 ９１５０ Ｃ￣Ｖ２Ｘ 芯片ꎬ兼容 ＬＴＥ 和

５Ｇ 通信ꎮ 起亚在 ２０１８ 年 ＣＥＳ(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展出了全新概念电动车 ＮｉｒｏＥＶꎬ搭载

全球首款 ５Ｇ 网络打造的车载无线传输系统ꎬ基于该网络ꎬ驾驶者可通过脸部和声音识别

“登录”车辆ꎬ并可进行预先个性化设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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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车联网成为投资热点ꎬ竞争激烈

车联网创业开始成为一个热门风口ꎬ被资本竞相追逐ꎬ众多创业企业涌入市场ꎮ 车

联网不管对于 ＢＡＴ(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传统车载导航企业、互联网创业公

司ꎬ还是汽车品牌商来说都是一块巨大的蛋糕ꎬ同时车联网行业对于技术、资本、市场都

有着非常高的要求ꎮ 百度、阿里和腾讯均已完成车联网布局ꎮ 同时ꎬ我国也涌现出一批

车联网创业公司ꎬ但很多企业由于技术上的缺乏ꎬ诸多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ꎬ品牌众多ꎬ
但功能单一ꎬ雷同现象普遍ꎮ

三、车联网的产业链构成

车联网产业主要分为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部分ꎬ如图 １￣７ 所示ꎮ

图 １￣７　 车联网产业链全景

上游:主要包括 ＲＦＩＤ(射频识别) /传感器、定位芯片和其他硬件等元器件设备制

造商ꎮ
中游:主要包括终端设备制造商、汽车生产商和软件开发商ꎮ
下游:主要包括 ＴＳＰ(汽车远程通信服务提供商)、系统集成商、内容服务提供商和移

动通信运营商ꎮ
１ 上游

(１)ＲＦＩＤ 感知技术:ＲＦＩＤ 感知技术在车联网领域得到了巨大应用ꎮ 近期公安部推

出了一种识别率在 ９９ ９％以上的专用电子标签ꎬ可安装在汽车挡风玻璃上ꎬ形成对车辆

身份和位置信息的唯一标识ꎮ 国家发改委正在大力推进基于无线射频技术的车辆电子

牌照试点工程ꎬ重点解决车辆自动识别、动态监控、车牌套用与防伪的问题ꎮ 在南京、重
庆、厦门、兰州等政府部门主导的车联网项目中ꎬ主要都是通过 ＲＦＩＤ 来采集车辆信息ꎬ并
进而开展交通、环保等管理工作ꎮ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 ＲＦＩＤ 产业链ꎮ 从区域来看ꎬ北京、上海、广东是

ＲＦＩＤ 技术研发和生产较为活跃的地区ꎬ其中北京在系统集成、上海在芯片设计、广东在

标签制作和应用方面分别具有各自的优势ꎮ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完整的 ＲＦＩＤ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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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ꎬ但在与车联网密切相关的超高频 ＲＦＩＤ 领域ꎬ我国还处于落后阶段ꎮ 其中 ＵＨＦ(超
高频)芯片以及相应频段的读写器核心芯片还严重依赖进口ꎬ而且 ＵＨＦ 频段标准的缺失

也成为制约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因素ꎮ
(２)传感器:传感器是车联网的基础ꎮ 从汽车传感器来看ꎬ目前一辆普通家用轿车上

会安装几十到近百只传感器ꎬ豪华轿车传感器数量多达 ２００ 只ꎬ种类达几十种ꎮ 从道路

传感器来看ꎬ终端节点可采用地磁、温湿度、光照度、气体检测等传感器来定时搜集区域

内车辆的速度、车距以及路面状况、能见度、车辆尾气污染等信息ꎮ
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国内传感器市场需求规模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即来自汽车电子产

品ꎮ ２０１０ 年ꎬ中国车用传感器市场销售额超过 １００ 亿元ꎮ 目前国内很多企业虽然在材

料、设计、工艺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ꎬ能够生产出基本的传感器ꎬ但是在精度和可靠性

方面与国外企业还有很大差距ꎬ很多先进技术ꎬ特别是传感器的新设计原理和核心模块

技术ꎬ还是由国外公司掌握ꎬ国内企业自主开发的相对较少ꎮ 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用于信

息采集的高端传感器ꎬ其芯片核心技术并不为国内公司所掌握ꎮ 随着车联网的快速发

展ꎬ未来的汽车、交通传感器将向着环保、安全、智能方向发展ꎬ本土企业要力争实现

突破ꎮ
(３)定位芯片:定位芯片是智能车载终端的核心元器件ꎮ 我国目前在卫星导航芯片

领域落后于国外的厂商ꎮ ＳｉＲＦ 公司占据了全球 ７０％的 ＧＰＳ(全球定位系统)芯片出货

量ꎬ此外ꎬＧａｒｍｉｎ、ｕ￣Ｂｌｏｘ、摩托罗拉、索尼、富士通、ＮＸＰ、Ｎｅｍｅｒｉｘ、ｕＮａｖ 等厂商也都相继推

出自有品牌的 ＧＰＳ 核心芯片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ꎬ西安华迅公司推出了国内第一块 ＧＰＳ 芯片ꎻ
２００６ 年ꎬ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也成功开发出了两款 ＧＰＳ 基带 ＳｏＣ(系统级芯片)ꎮ

国内企业、研究机构开发、生产的 ＧＰＳ 芯片在性能上与国外产品有很大差距ꎮ 随着

我国北斗系统的不断发展ꎬ北斗芯片及终端已经全面启动了研制工作ꎬ国内已具备北斗

ＧＰＳ 多模芯片的研发能力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 ＧＰＳ 双模芯片已在车载终端得到了

应用ꎮ
２ 中游

(１)汽车生产商:汽车生产商是车联网产业链中的重要成员ꎬ由于他们在前装车载智

能终端及相关软硬件产品上具有明显的优势ꎬ因此常常是车联网产业链的主导者之一ꎮ
一些跨国厂商已直接移植了在国外积累的成功经验ꎬ在国内联合产业链相关公司开

展车联网应用ꎬ占据先发优势ꎬ如通用旗下的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的多款车型应用了

安吉星车载信息服务系统ꎻ丰田旗下的雷克萨斯、皇冠、凯美瑞等车型应用了 Ｇ￣Ｂｏｏｋ 系

统等ꎮ 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和车型积极加入车联网产业链ꎬ包括长安悦翔 ３Ｇ 版、荣
威 ３５０、荣威 ５５０ 等小汽车ꎬ海格、青年等客车ꎬ陕汽、重汽等卡车等ꎮ 车厂希望通过前装

智能车载设备提升汽车的整体品质ꎬ促进汽车的销售ꎬ并为厂商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ꎮ
(２)智能车载设备生产商:车载终端分为两类:前装终端需要经过车规认证ꎬ后装终

端又可以分为车机和便携式智能设备ꎮ 交通运输部颁布实施的道路交通运输行业车联

网信息终端强制标准ꎬ吸引了全国 １００ 多家车载信息终端厂商申报终端测试认证ꎮ
总体来说ꎬ国内的智能车载终端生产商普遍为中小型企业ꎬ且有 ６０％左右分布在广

东省内ꎮ 相对发达国家而言ꎬ我国车载通信设备的发展依然相对落后ꎮ 较为先进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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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ꎬ也只有导航设备ꎮ 但是当前的导航设备ꎬ其使用非常烦琐ꎬ加之地图陈旧ꎬ更新困难ꎬ
用户的使用体验较差ꎮ

随着北斗系统的发展和北斗芯片的不断成熟ꎬ珠三角很多的民营汽车电子企业早就

在从事北斗终端的研发ꎬ一些北斗应用终端已经开始进行路测和跑车试验ꎬ性能已非常

稳定ꎮ 总体来说ꎬ我国智能车载设备生产商以组装类为主ꎬ技术含量不高ꎬ准入门槛较

低ꎬ市场竞争激烈ꎬ利润较为低下ꎬ多受车企、平台软件开发商、平台运营商等的牵制ꎬ处
于整个车联网价值链的低端ꎮ 但是随着国家对车联网的不断重视和智能车载设备在各

类小汽车、客车、货车上的普及ꎬ未来该领域总体市场前景良好ꎮ
(３)交通基础设施生产商:主要包括视频设备、卡口设备、交通信号机、诱导屏、标志

牌等交通基础设施的生产商ꎮ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加快发展城市智能交通ꎬ在各

级城市开展了一系列智能交通的工程项目ꎮ 目前ꎬ我国的智能交通基础设施主要是由智

能交通系统集成企业进行牵头采购相关信号机、视频设备、地感线圈等硬件设备ꎬ并根据

项目实际需要进行设计、安装、调试、运维等一系列过程ꎮ
国内主要的智能交通系统集成企业有中控、银江、四通等ꎬ此外ꎬ海康威视、浙江大华

等视频设备龙头企业也逐渐向该领域拓展ꎮ 视频设备在交通基础设施中的应用非常广

泛ꎬ且我国产业链较为完备ꎬ本土化水平不断提高ꎮ 国内主要的视频监控产品生产企业

有海康威视、浙江大华、中威电子、英飞拓、大立、ＣＳＳＴ 等 ３００ 余家ꎬ占国内市场的 ５０％以

上ꎬ主要的国外品牌有松下、索尼、泰科、三星、ＬＧ、博世(Ｂｏｓｃｈ)、霍尼韦尔等ꎮ
(４)软件平台开发商:主要包括车联网统一后台中心的开发商以及城市交通管理、特

殊行业管理、交通信息服务、综合信息服务等相关子平台、软件的开发商ꎮ
在国内的汽车嵌入式支撑软件领域ꎬ华东电脑旗下的普华基础软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发

布兼容国际最新标准的“核高基”专项国产汽车电子基础软件平台 ｖ１ ０ꎬ开始在该领域和

国外产品同台竞技ꎮ ２０１１ 年ꎬ以此为平台的整套系统在“荣威”车型上应用ꎻ东软集团则

与德国哈曼国际工业集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共同开发汽车与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先

进技术ꎮ 此外ꎬ提供公路信息化平台的有宝信软件、川大智胜、中控集团、银江股份、交技

发展、皖通科技、亿阳信通等ꎬ提供车载端信息系统的有合众思壮、启明信息、北斗星通、
四维图新等ꎬ提供自助缴费系统的有新国都、新北洋等ꎮ

(５)网络设备生产商:包括各类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的生产厂商ꎮ 得益于国家

对信息化建设的大力投入ꎬ国内网络市场非常繁荣ꎬ目前市场中有着数量众多的网络设

备提供商ꎬ 常见的厂商包括华三通 信 ( Ｈ３Ｃ )、 Ｆｏｒｃｅ１０、 博 科 ( Ｂｒｏｃａｄｅ )、 Ｅｘｔｅｒｍｅ、
ＨＰＰｒｏｃｕｖｅ、华为、中兴、迈普、博达、神州数码、锐捷、Ｄ￣Ｌｉｎｋ、ＴＰ￣Ｌｉｎｋ、联想、ＮｅｔＧｅａｒ、华硕、
ＴＣＬ、腾达、金星等ꎮ

３ 下游

(１)系统集成商:系统集成商受政府部门或其他车联网主导者的委托ꎬ负责整个车联

网系统的相关软硬件的采购、搭建、调试ꎬ直至交付给平台运营商ꎮ
目前ꎬ国内 Ｔｅｌｅｍａｔｉｃｓ(远程信息处理等)模式的车联网项目一般都没有系统集成商ꎬ

而是由平台运营商负责整个项目的建设和运行ꎮ 国内 ＲＦＩＤ 模式的车联网项目一般采用

系统集成商的模式ꎬ由政府部门通过招投标或者按照合同与系统集成商进行合作ꎮ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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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标签电子卡项目的系统集成商是南京三宝ꎬ重庆电子标签项目的系统集成商是中兴

通信ꎮ
(２)通信服务商:通信服务商受系统集成商和平台运营商的委托ꎬ负责对车联网系统

中的专网和公网进行搭建和运维服务ꎮ 除了车企以外ꎬ电信运营商也是目前车联网应

用ꎬ特别是 Ｔｅｌｅｍａｔｉｃｓ 应用项目的主角之一ꎮ
中国移动为长安“３Ｇ 汽车”提供通信网络ꎬ中国电信为 Ｇ￣Ｂｏｏｋ 和安吉星系统提供通

信网络和呼叫中心ꎬ中国联通为上汽荣威 ３５０ 智能网络行车系统 ＩｎｋａＮｅｔ 等提供通信网

络和呼叫中心ꎮ 在本轮车联网 ３Ｇ 网络竞争中ꎬ中国联通最为抢眼ꎬ中国联通的

ＷＣＤＭＡ３Ｇ 网络将是最重要的支撑平台ꎬ上汽、东风等均以 ３Ｇ 为技术平台ꎬ中国联通的

智能公交系统也在部分城市试用ꎬ据中国联通预测 ５~８ 年内 ＷＣＤＭＡ 网络服务的 ３Ｇ 智

能汽车将突破 ３０００ 万辆ꎮ
除了上述 ３Ｇ、４Ｇ、Ｗｉ￣Ｆｉ(无线局域网)等公用网络ꎬ未来车联网发展还需要建立起自

己的专用网络ꎬ用于车辆与车辆之间、车辆与路侧设备之间的短程快速通信ꎬ因此未来也

必将涌现出新的车联网专网运营商ꎮ
(３)平台运营商:平台运营商汇聚和利用各方提供的数据和服务通过移动通信网络

为车载终端用户提供车联网服务ꎬ还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专网等为各类用户提供信息

发布、获取和管理等功能ꎮ 平台运营商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环节ꎬ上接汽车、车载设备制

造商、网络运营商ꎬ下接内容提供商ꎮ 可以说ꎬ谁掌控了平台运营权ꎬ谁就能掌握车联网

产业的控制权ꎬ因此ꎬ平台运营商的角色也成了汽车制造商、电信运营商、ＧＰＳ 运营商及

汽车影音导航厂商力争的角色ꎮ
(４)内容服务提供商:内容服务提供商是车联网系统相关服务的提供者ꎬ是直接与用

户接触的环节ꎬ其所提供的服务好坏直接影响最终用户对服务的使用ꎬ这也就要求该环

节必须按照最终用户的需要为最终用户提供服务ꎮ
(５)地图提供商:地图提供商为车联网服务提供专用的电子地图ꎮ 专用电子地图不

但记录着各条道路自身的位置信息ꎬ还会考虑各条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拓扑结构等ꎮ
我国业内通用做法是自行制造地理信息系统引擎和电子地图ꎮ 中国目前有北京四维图

新、高德软件等 １１ 家导航电子地图甲级测绘资质机构ꎮ 由于中国正在对基础设施和道

路进行大规模的升级改造ꎬ所以需要经常对地图进行更新ꎬ从而造成了电子地图的制造

和更新成本居高不下ꎮ 另外ꎬ地图有缺陷、数据不全、更新不及时、无统一标准、价格高等

也都是制约汽车导航产业发展的消极因素ꎮ 消费者十分看好的谷歌地图牌照还未获准

通过ꎮ
(６)实时导航服务商:目前ꎬ我国已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十多个中心城市开通

了实时交通信息服务ꎬ点点通、新科、朗玛导航等都开始提供实时导航的服务ꎮ 以新科导

航平台为例ꎬ用户开机后ꎬ导航器自动连接到新科“互动导航”信息平台ꎬ实时交通信息就

能显示在用户终端上ꎬ设定好目的地时ꎬ导航平台就能帮助用户规划出更合理的路线ꎮ
(７)定位服务商:目前国内的定位服务大多通过美国的 ＧＰＳꎬ而 ＧＰＳ 平台对民众是免

费的ꎬ因此ꎬ在目前车联网产业链中ꎬ定位服务商的地位尚不突出ꎮ 我国自己建造的北斗

定位平台主要面向行业用户和安全部门ꎬ商用系统应用部署已经提上日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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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ꎬ随着车联网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和商业模式不断成熟ꎬ城市交通管理者、保险

商、４Ｓ 店、电子商务服务商等都将会加入到车联网内容服务的队伍中来ꎮ

四、车联网的未来发展趋势

１ 车联网功能的总体发展

国内车联网功能兴起于 ２００８ 年左右ꎬ正处于 ２Ｇ 网络时代ꎬ可满足最基础的安防需

求和导航需求ꎮ 汽车通过 Ｔ￣Ｂｏｘ(车辆智能互联终端)实现了与后台的通信ꎬ使得汽车远

程控制功能得到发展ꎬ提供以安防需求为核心的功能:离线导航、紧急救援、远程控制、车
队管理等ꎮ 受用户需求推动ꎬ也衍生出了人工酒店机票预订等管家式服务ꎬ但受制于网

络连接能力ꎬ给用户提供的服务触点局限于人工呼叫键和 ＧＰＳ 导航仪ꎮ 因此ꎬ车内一键

接通呼叫中心成为最有效、最直接的服务提供方式ꎬ呼叫中心成为这一阶段车联网的典

型特征ꎮ
进入 ３Ｇ、４Ｇ 时代后ꎬ用户更依赖移动互联网服务ꎬ导致手机或手机互联应用暂时替

代了车联网功能ꎮ 通信技术的发展助推了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兴起ꎬ特别是以苹果为代

表的移动互联网开创者ꎬ通过 ｉＰｈｏｎｅ 和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 使互联网真正变得触手可及ꎬ原本只是

工具的互联网从此变成了生活必需品ꎮ 国内消费者目前已普遍习惯于导航用手机地图、
购物用淘宝、找餐馆用大众点评、点外卖用饿了么等等ꎮ 但受制于“车规级”标准的制约

和漫长的测试期ꎬ车机电子元器件的性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难以赶上手机等消费级电子

的发展速度ꎬ车机与手机用户体验的差距越来越大ꎮ 体验度的差距ꎬ带来的结果必然是

车联网功能被手机代替ꎬ所以我们常见到的场景就是把手机支在车内ꎬ用手机导航ꎬ听手

机音乐ꎬ并因此衍生出了 Ｃａｒｐｌａｙ、Ｃａｒｌｉｆｅ 这样的手机互联应用ꎬ车机屏幕被长期冷落ꎮ 但

手机或手机互联应用都只是用户在车联网体验不好时的权宜之计ꎬ用户仍对先进的车联

网功能有极大需求ꎮ 在车内环境中ꎬ使用手机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手机没电、死机、信号

丢失、来电等干扰导航界面ꎬ屏幕过小或反光影响视线ꎬ固定不稳致手机滑落干扰到驾驶

行为ꎮ 这些情况都会对用户驾驶产生潜在威胁ꎬ而直接使用车联网功能则基本能排除这

些隐患ꎮ Ｃａｒｐｌａｙ 或 Ｃａｒｌｉｆｅ 等手机互联应用的使用ꎬ则需要有数据线连接ꎬ但有时候会出

现连接不上或不匹配的尴尬局面ꎮ 即使成功连接ꎬＣａｒｐｌａｙ 或 Ｃａｒｌｉｆｅ 等应用包含的较少的

ＡＰＰ 数量也难以满足用户需求ꎮ 所以ꎬ能真正满足用户需求的仍是性能先进的车联网ꎮ
随着软硬件技术的成熟ꎬ互联网化的车联网功能已然兴起ꎮ 其主要特征是叠加了大

量的在线出行服务如导航、音乐、资讯、购物、社交等ꎬ用户的接触点也扩展到车机触控

屏、手机 ＡＰＰ 等ꎻ以在线导航、在线音乐电台等为最主要和最基础的服务内容ꎬ通过结合

４Ｇ 联网、ＯＴＡ(空中下载技术)升级、语音交互等功能保证车联网服务质量ꎮ ２Ｇ 时代的

车况信息和远程控制功能则摇身一变ꎬ以手机 ＡＰＰ 的形式重新出现ꎬ具备了比呼叫中心

更简单直接的操作体验ꎬ重新吸引了用户的眼球ꎮ 呼叫中心满足的增值服务则日渐式

微ꎬ重新回归了客服答疑和紧急救援的核心功能ꎮ
自主品牌率先捕捉到这一变化带来的商机ꎬ比亚迪早在 ２０１５ 年“秦”上市时ꎬ就研发

了车联网系统ꎬ该系统当时已具备较全的功能ꎮ 随后在 ２０１６ 年ꎬ上汽推出荣威 ＲＸ５ 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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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互联网汽车”的概念深入人心ꎬ在车联网领域也实现了差异化的卖点ꎬ其他如吉利、
传祺、长安等品牌迅速跟进ꎬ造车新势力宣称的智能化更是在车联网功能领域率先开花ꎮ
而合资品牌坐拥多年的产品优势和惯性ꎬ受制于长期形成的保守开发思路ꎬ对消费者需

求的敏感度下降ꎬ大部分品牌未重视车联网功能的开发搭载ꎬ只有少数几个合资品牌跟

进了自主品牌的车联网功能搭载潮流ꎮ
２ 不同品牌车联网功能的发展现状

目前在用户痛点尚未解决、技术同质化的情况下ꎬ不同车企车联网功能的优劣主要

体现在功能体验度的好坏上ꎬ或者简单理解为能否解决用户在用车过程中的诸多痛点ꎮ
这背后反映的则是车企对车联网功能开发的重视程度ꎬ或是对用户需求变化的敏感度ꎮ

根据我们的消费者调查显示ꎬ用户主要关心以下几方面问题:
(１)手机流量的资费越来越低ꎬ车载 ４Ｇ 流量是否需要付费?
(２)在线导航是否能媲美手机导航的体验? 在线音乐电台是否能满足车主需求?
(３)语音交互智能化程度如何ꎬ是否能替代触摸、按键等操作?
(４)ＯＴＡ 升级是否能真正解决用户痛点ꎬ升级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否有保障?
(５)手机 ＡＰＰ 控制功能是否好用、是否收费ꎬＵＩ(界面)设计是否吸引人?
要回应以上的使用疑问ꎬ车联网首先应做好的就是重新取代手机导航ꎬ让车机导航

真正吸引用户ꎻ其次取代用户的 Ｕ 盘ꎬ让车机音乐成为用户首选ꎻ再者减少车辆控制对驾

驶行为的干扰ꎬ语音控制的高识别率和快速反应成为了考量车联网系统的硬指标ꎮ 而原

来集成在人工客服付费服务的远程控制功能ꎬ现在移植到了手机 ＡＰＰ 中ꎬ并且一直都是

无须赘言的刚需如夏天提前开空调、冬天提前开暖气、预约充电ꎮ 这样极大地方便用户

对车的控制ꎮ
纵览当前车企已搭载应用的车联网系统ꎬ车联网功能体验做得最好的就是荣威、蔚

来、威马等品牌ꎮ 这些品牌车型搭载的在线导航、在线音乐、手机 ＡＰＰ 远程控制、语音交

互等功能易用性好ꎬ用户依赖度高ꎻ其次都具有友好的、先进的 ＵＩ 设计ꎬ第一印象足以吸

引人ꎮ 另外ꎬＯＴＡ 升级也能够真正地优化系统ꎬ车联网系统整体具有良好的操作逻辑和

一致的体验ꎬ让用户用起来感觉“顺手”ꎮ
其他的自主品牌如传祺、吉利、比亚迪、长安等也已具备完善的车联网功能ꎮ 长城汽

车在 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新推出的车型如哈弗 Ｆ５、哈弗 Ｆ７、ＷＥＹ ＶＶ６ 等都逐渐搭载了 ４Ｇ 网

络ꎬ导航和语音交互功能迅速更新至一流体验度ꎮ
车联网的搭载潮流已然兴起ꎬ供给端的集体觉醒将助推车联网功能服务的飞速优

化ꎬ用户将真正能从车联网功能中获得最佳的出行服务ꎮ 但在交互技术发展未有明显突

破、底层技术架构同质化、整车联网化时代尚未到来的情况下ꎬ各大车企提供的车联网功

能种类都大同小异ꎬ且自主车企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不能形成技术壁垒ꎬ未来竞争格

局仍将急剧变化ꎮ
３ 车联网功能的未来发展趋势

如果说现在的车联网解决的是用户的使用痛点ꎬ主要弥补与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间

的体验差距ꎬ那么在未来ꎬ车联网将助力车辆实现全面的智能化ꎬ大大改善用户的出行生

活体验ꎮ 总体来看ꎬ车联网功能呈现几大趋势:整车硬件的联网化、用车服务的线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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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方式的多样化、助力无人驾驶技术发展ꎮ
(１)整车硬件的联网化ꎮ 汽车电子电气系统正逐渐向集中式架构体系发展ꎬ未来的

每一辆汽车都将像一台智能手机ꎬ对应的也是应用软件、操作系统、芯片层、硬件层ꎮ 应

用软件可以基于唯一的操作系统和计算芯片开发ꎬ通过统一集中的 ＥＣＵ(电子控制单

元)ꎬ控制多个硬件ꎮ 汽车软件控制将更高效ꎬ并能像手机一样ꎬ实现 ＯＴＡ 升级ꎬ从而实

现对控制软件的持续优化ꎬ不断改善硬件性能体验ꎮ ＥＣＵ 用量也将大大减少ꎬ硬件更换

时也无须更换 ＥＣＵ 和控制软件ꎮ 通过这种集中式的电气架构ꎬ整车硬件的运转情况就可

以通过软件实现远程调校修改ꎮ
(２)用车服务的线上化ꎮ 整车数字化时代的车联网ꎬ将极大地提高汽车用车服务的

质量ꎮ 线下付费的用车场景都将实现线上化ꎬ汽车的实时车况可以通过云端传输给服务

商ꎬ车况的透明化将助力服务商为用户提供一系列主动式的服务ꎬ如代驾、停车场、加油

站、违章查询代缴、充电桩收费、上门保养、上门洗车、ＵＢＩ 保险(基于使用量而定保费的

保险)等等ꎮ 这时候汽车成为流量出口ꎬ服务商有动力推销服务ꎬ线上高效快捷的服务体

验也将吸引用户ꎬ从而大大促进用车服务的效率ꎮ
(３)服务方式的多样化ꎮ 整车数字化时代ꎬ每辆车的所有车况信息都可以在云端对

应一个 ＩＤ(身份标识号)ꎮ 通过 ＩＤ 的统一管理和适配开发ꎬ车联网功能将不再局限于车

机这一个交互渠道ꎬ可拓展到手机 ＡＰＰ、微信小程序、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设备等多

个交互设备ꎬ将极大地便利用户的用车体验ꎬ延长人车交互的频率和时间ꎬ改善交互体

验ꎬ改善用车体验ꎮ 另外ꎬ通过分析车联网功能ꎬ把有些对网速或运算能力要求高的功能

分拆至车外如手机 ＡＰＰ、智能穿戴设备等(但车机上应有的功能如导航之类的必须要保

留)ꎬ这样就可以降低对车载车联网硬件的要求ꎬ从而覆盖更多的低端车型ꎮ 通过大数据

积累自学习ꎬ实现千人千面的交互服务方式ꎮ
(４)助力无人驾驶技术发展ꎮ 随着整车联网能力的增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进一

步发展ꎬ自动驾驶感知和决策功能将从车上转移至道路基础设施ꎬ有助于单车成本下降ꎬ
并且能通过区域内集中控制实现所有车辆的自动驾驶ꎬ提升交通效率与安全性ꎮ 自动驾

驶功能的商业模式也将有极大的创新应用ꎬ因为整车硬件的功能都可以通过云端开启关

闭ꎬ同一个车型可以拥有一样的硬件ꎬ但通过软件限制区分不同的配置ꎬ允许用户在购车

之后ꎬ再通过付费开启车上的硬件功能ꎬ使得“免费试用”的模式成为可能ꎮ 这样既可以

实现对消费者的推销ꎬ又能反向促进车企提供能足够吸引用户的自动驾驶软件体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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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窗

车联网技术产业发展借力于华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自 １９８７ 年成立起至今已经走过了 ３４ 年ꎬ从当初的小平房到如今

的世界 ５００ 强ꎬ可以说ꎬ华为是非常不容易的ꎮ 这一切的成就ꎬ都离不开华为上下的“狼
性精神”ꎬ以及核心人物任正非的领导ꎮ 在如今的时代ꎬ拥有自己的技术是一件非常重要

的事情ꎬ华为在 ５Ｇ 上的技术ꎬ证明了这一点———面对美国的施压ꎬ华为丝毫不惧ꎬ且亮出

了自己的一张张好牌ꎬ让大家看到ꎬ如今的中国ꎬ是不好欺负的ꎮ

图 １￣８　 华为芯片

１ 华为董事长任正非作为民族企业家ꎬ发挥人格魅力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ꎬ任正非理性而充满自信的言论ꎬ无疑有着稳定人心、维护企业平

稳运转的积极作用ꎮ 从更大的意义上讲ꎬ任正非以一位中国企业家的身份ꎬ身体力行地

传播着现代企业精神ꎬ为中国企业面对外部压力如何保持定力树立了榜样ꎮ
任正非作为华为创始人ꎬ用实际行动重新定义了中国企业家精神ꎮ 他的创业故事激

励着无数企业家奋斗ꎮ 他和他缔造的企业一样沉稳低调ꎬ历经坎坷ꎬ却最终披荆斩棘ꎬ登
上了个人意志和时代的巅峰ꎮ

任正非 ４３ 岁才开始创业ꎬ不惑之年始见春ꎬ一手把民营小公司变成了震惊世界的科

技王国ꎬ同时创立了开中国企业先河的企业治理方法ꎮ
２ 华为致力于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很多年前ꎬ华为就已经开始了关于物联这一块的布局ꎮ 近年来ꎬ华为把公司的愿景

进行了调整ꎬ希望通过华为最新的技术ꎬ把连接带到每个人、每个家庭和每一个组织、行
业ꎮ 其本质就是要将现在的物理世界转化成数字世界ꎬ能够有效地帮助传统行业转型并

提升效率ꎬ孵化更多新的商业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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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华为协同全球的一些产业伙伴ꎬ推出了 ＮＢ￣ＩＯＴ(窄带物联网)ꎬ并针对具体

的行业ꎬ如抄表、停车、烟感等ꎬ进行了一系列技术的革新ꎬ形成了多套解决方案ꎮ 现在ꎬ
在华为公司ꎬ物联网技术的革新和应用已不仅是公司的战略ꎬ也是很多传统行业和新兴

行业的战略ꎮ 华为希望和许多传统行业一起来共同面对他们的挑战ꎬ看看如何用物联网

技术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ꎬ并在这个过程中孵化出一些新技术ꎬ形成产业效应ꎮ
３ 中国窄带物联网、车联网技术发展迅速

近些年ꎬ全球范围内都在研究物联网技术ꎬ其中 ＮＢ￣ＩＯＴ、车联网领域发展较为迅速ꎮ
过去两年全球已有 １００ 多张网部署了 ＮＢ￣ＩＯＴꎬ解决了物联从前无法做国际漫游和省际漫

游的问题ꎮ 以中国为例ꎬＮＢ￣ＩＯＴ 的连接在 ２０２１ 年达到 １ 亿数量级ꎬ预计 ２０２５ 年将达到 ３
亿以上ꎮ

中国目前 ＮＢ￣ＩＯＴ 的网络已建设了超过 ８０ 万站ꎮ 华为无线总裁熊伟表示ꎬ基于现在

好的物联网络可以支撑更多的行业转型升级ꎮ 目前ꎬＮＢ￣ＩＯＴ 领域是先进制造和产业升

级共同认可的领域ꎮ 在这方面ꎬ中国无论是在产业技术的应用还是积累方面都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ꎮ
在无锡乃至全江苏ꎬ车联网领域是目前发展最快的领域ꎮ 车联网是未来智能交通的

一部分ꎮ 智能交通重点就要解决出行的安全和效率问题ꎮ 以中国为例ꎬ中国一级高速公

路有 １７ 万千米ꎬ如果把出行效率提升 １０％ꎬ相当于重新修建 １ ７ 万千米的路ꎮ 再加上

７０ 万千米二级公路ꎬ效益非常大ꎮ 华为在过去的几年一直致力于解决智能交通面临的问

题ꎬ其中一项是基于 ４Ｇ 衍生出来的蜂窝车联网技术(Ｃ￣Ｖ２Ｘ)ꎬ并在无锡建立了 ＬＴＥ￣Ｖ
网络ꎮ

４ 自动驾驶将成为可能

智能交通体现了车与路的协同、车与整个交通体系的协同ꎮ 熊伟表示ꎬ目前中国物

联最大的连接还是和车的连接ꎬ接下来华为将在智能交通方面ꎬ解决无感知的道路设施

包括限速牌、路灯等和车的关联ꎬ帮助驾驶员在驾驶时摆脱人的限制性ꎬ从而更好地减少

交通事故的发生ꎮ 为此ꎬ工作首先要从路边开始ꎮ
目前华为用的是 ＬＴＥ￣Ｖ 的技术ꎬ未来可能用 ５Ｇ 的技术将路边的物连接起来ꎬ将感知

连接给车ꎬ同时华为和车商合作ꎬ通过车收集到的相关道路信息ꎬ辅助驾驶员进行判断ꎮ
例如ꎬ前方有事故时ꎬ车辆可以做到紧急制动ꎮ 这包括把识别出来的路边人的信息ꎬ如行

人突然穿越和道路抛洒的情况ꎬ及时反馈到车ꎬ使车能够及时地将信息传递给驾驶员ꎬ尽
量减少碰撞发生ꎮ

其次ꎬ是通过将车连接起来后ꎬ将城市的整个出行规律反映出来ꎬ实时了解道路交通

状况ꎬ让潮汐车道、交通信号灯的调配和个人道路的规划达到智能化ꎬ保证市民的出行更

加高效ꎬ有效解决城市的拥堵问题ꎮ
最后ꎬ是做到如何在驾驶过程中解放人ꎬ就是要把单车智能和路边智能结合起来ꎬ有

效地减少对单车智能成本的需求ꎮ
目前无法实现自动驾驶的原因主要在于车辆智能化的程度低和单车智能成本较高ꎮ

只有路上绝大部分车辆达到自动化后ꎬ效率才能达到最高ꎮ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单车智能

突破一些核心技术ꎬ目前这一块华为也正在和车商进行沟通ꎮ 另外ꎬ还要做到道路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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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降低单车成本ꎮ 这些是未来智能交通的愿景ꎬ也是未来实现车辆自动驾驶的前提ꎮ
在如今快速发展的时代ꎬ我们相信华为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与精神ꎬ可以在未来走得

更远ꎮ 面对重重困难ꎬ华为体现出了最勇敢的精神ꎬ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ꎮ

★学习小结

本项目主要讲解车联网的产生、定义、产业环境及关键技术方面的应用ꎬ目的是使学

习者能够掌握车联网的定义、相关术语及产业链的组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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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工单

实训工单一　 车联网的认知

任务名称 实训日期

学生姓名 班级学号

小组成员 组长姓名

实训目标:
１ 能够独立完成智慧交通系统沙盘认知所需设备及工具的准备等任务ꎮ
２ 能够依据智慧交通系统沙盘的操作规范及要求完成沙盘的启动工作ꎮ
３ 能够与他人合作ꎬ合理完成沙盘系统的认知ꎬ并能够制订合理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ꎮ
４ 能够秉承认真负责、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ꎬ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ꎮ
５ 能够根据智慧交通系统沙盘的故障现象ꎬ与他人合作完成故障原因分析ꎬ并能够排除故障ꎮ

一、接受工作任务 成绩:

某日ꎬ教师甲带领自己的两组学生到智慧交通实验室来认知智能交通系统沙盘ꎮ 首先ꎬ教师甲让学

生对沙盘的部分区域进行了清洁工作ꎬ检查沙盘的电源等部件ꎬ确认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的情况

下ꎬ打开智慧交通系统沙盘的总开关ꎬ沙盘正常ꎮ 启动环境开关ꎬ环境系统也正常亮灯ꎮ 当启动沙盘

路灯开关时ꎬ学生发现沙盘的路灯一个也没有亮起ꎮ 随后开启红绿灯、建筑两个系统ꎬ都没有问题ꎮ
若你是沙盘的维护人员ꎬ请为教师甲及他的学生解决此故障ꎮ

二、信息收集 成绩:

１ 实训设备名称:　 　 　 　 　 　 　 　 　 　 　 　 　 　 　 　 　 　 　 　 ꎮ
２ 实训场地的要求:　 　 　 　 　 　 　 　 　 　 　 　 　 　 　 　 　 　 　 ꎮ
３ 实训所用工具:电源插座　 　 个ꎬ规格要求:　 　 　 　 　 　 　 　 　 ꎮ

热熔胶枪　 　 　 个ꎬ规格:　 　 　 　 　 　 　 　 　 　 ꎮ
４ 实训人员的要求:　 　 　 人完成ꎬ　 　 　 人辅助ꎬ分　 　 　 组ꎮ
５ 实训的安全注意事项是: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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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订计划 成绩:

１ 请根据智慧交通仿真教学系统的操作规范及要求ꎬ制订智慧交通系统沙盘的认知实训计划ꎮ

操作流程

序号 作业项目 操作要点

计划审核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签字:

２ 请根据实操作业计划ꎬ完成小组成员任务分工ꎮ

操作人 记录员

监护人 展示员

作业注意事项

①实训开始前应注意智慧交通系统沙盘的电源防护ꎬ以免发生火灾ꎮ
②保持智慧交通系统沙盘的清洁ꎬ室内的红外线摄像头要避光ꎬ室内的窗帘不能透光ꎬ室内的环境温

度不能高于 ３０ ℃ꎬ不能低于 ０ ℃ꎮ
③无任何实训任务时ꎬ要及时关闭智慧交通系统沙盘的电源开关ꎮ
④启动沙盘时ꎬ一定要保证沙盘周围的窗帘关闭ꎬ同时保证沙盘绿化灯不开启ꎮ
⑤进入智慧交通实验室人员ꎬ不得随意触摸或搬动沙盘内的任何设施ꎬ要按照实训室的安全管理规

定做好基础的防护ꎮ
⑥实训设备及工具使用后ꎬ应清洁并归还原处ꎮ

实训设备 /工具 /材料

序号 名称 数量 清点

□已清点

□已清点

□已清点

□已清点

□已清点

□已清点

□已清点

□已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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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划实施 成绩:

１ 请完成智慧交通系统沙盘认知作业前检查工作ꎬ并做好基本信息记录ꎮ
①作业前沙盘的清洁ꎮ

作业内容:

作业结果:

②作业前电源插座的检查ꎮ

作业内容:

作业结果:

③作业前工具的准备和检查ꎮ

作业内容:

作业结果:

２ 请检查智慧交通系统沙盘各个区域的完整性ꎮ

智慧交通

系统沙盘

电源按钮 □正常　 □破损　 □脏污

建筑物 □完整　 □破损　 □脏污

道路标线 □完整　 □破损　 □脏污

交通标志 □完整　 □破损　 □脏污

交通信号灯 □完整　 □破损　 □脏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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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启动沙盘系统ꎮ
①沙盘启动过程记录ꎮ

沙盘

启动

总开关开启 □正常启动　 □异常ꎬ有故障

环境开关开启 □正常启动　 □异常ꎬ无法启动

路灯开关开启 □路灯亮　 　 □路灯不亮　 □有故障

红绿灯开启 □红绿灯亮　 □不亮　 　 　 □有故障

建筑灯开启 □灯亮　 　 　 □不亮　 　 　 □有故障

②启动沙盘过程:□无异常　 □异常ꎬ异常现象记录:　 　 　 　 　 　 　 　 　 　 　 　 　 　 　 　 　 　 　 　
　 　 　 　 　 　 　 　 　 　 　 　 　 　 　 　 　 　 　 　 　 　 　 　 　 　 　 　 　 　 　 　 　 　 　 　 　 　 　 　 　 　
　 　 　 　 　 　 　 　 　 　 　 　 　 　 　 　 　 　 　 　 　 　 　 　 　 　 　 　 　 　 　 　 　 　 　 　 　 　 　 　 　 ꎮ

五、质量检查 成绩:

请实训指导教师检查各组作业结果ꎬ并针对实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及建议ꎮ

序号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１ 沙盘认知前准备工作

２ 沙盘系统的基础维护与管理

３
启动沙盘系统的操作是否规范ꎬ执行步骤的

顺序是否正确

综合评价 ☆ ☆ ☆ ☆ ☆

综合评语

(作业问题及

改进建议)

六、评价反馈 成绩:

请根据自己在课堂中的实际表现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ꎮ
自我反思:　 　 　 　 　 　 　 　 　 　 　 　 　 　 　 　 　 　 　 　 　 　 　 　 　 　 　 　 　 　 　 　 　 　 　 　 　 　
　 　 　 　 　 　 　 　 　 　 　 　 　 　 　 　 　 　 　 　 　 　 　 　 　 　 　 　 　 　 　 　 　 　 　 　 　 　 　 　 　 　
　 　 　 　 　 　 　 　 　 　 　 　 　 　 　 　 　 　 　 　 　 　 　 　 　 　 　 　 　 　 　 　 　 　 　 　 　 　 　 　 　 　
　 　 　 　 　 　 　 　 　 　 　 　 　 　 　 　 　 　 　 　 　 　 　 　 　 　 　 　 　 　 　 　 　 　 　 　 　 　 　 　 　 　 ꎮ
自我评价:　 　 　 　 　 　 　 　 　 　 　 　 　 　 　 　 　 　 　 　 　 　 　 　 　 　 　 　 　 　 　 　 　 　 　 　 　 　
　 　 　 　 　 　 　 　 　 　 　 　 　 　 　 　 　 　 　 　 　 　 　 　 　 　 　 　 　 　 　 　 　 　 　 　 　 　 　 　 　 　
　 　 　 　 　 　 　 　 　 　 　 　 　 　 　 　 　 　 　 　 　 　 　 　 　 　 　 　 　 　 　 　 　 　 　 　 　 　 　 　 　 　
　 　 　 　 　 　 　 　 　 　 　 　 　 　 　 　 　 　 　 　 　 　 　 　 　 　 　 　 　 　 　 　 　 　 　 　 　 　 　 　 　 　 ꎮ

４２



实训成绩单

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接受工作任务 明确工作任务ꎬ理解任务在企业工作中的重要程度 ５

信息收集

掌握智慧交通系统沙盘整体结构图与实物图的匹配 ５

掌握智慧交通系统沙盘所用的设备及工具 ５

掌握智慧交通系统沙盘认知工作的任务内容 ５

掌握智慧交通系统沙盘的使用方法 ５

制订计划

按照智慧交通系统沙盘的操作步骤制订相应的工作计划 １０

能协同小组人员安排任务分工 ５

能在实施前准备好所需要的工具器材 ５

计划实施

规范进行场地布置及工具检查 ５

掌握智慧交通系统沙盘的功能及结构组成 ５

按照智慧交通系统的要求启动沙盘 １０

找出智慧交通系统沙盘启动中常见的异常现象 １０

能够找出智慧交通系统沙盘异常的原因 １０

质量检查 学生任务完成ꎬ操作过程规范 ５

评价反馈
学生能对自身表现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５

学生在任务实施过程中发现自身问题 ５

得分(满分 １００)

５２



★学习评价

一、填空题

１ 无人驾驶汽车是通过车载　 　 　 　 　 、　 　 　 　 　 、　 　 　 　 　 和识别行车路线

并控制车辆到达预定目标的智能汽车ꎮ
２ 车联网是以　 　 　 　 　 、　 　 　 　 　 、　 　 　 　 为基础ꎬ按照约定的体系架构及其

通信协议和数据交互标准ꎬ实现 Ｖ２Ｘ(Ｖ 代汽车ꎬＸ 代表车、路、行人及应用平台等)无线

通信和信息交换ꎬ以　 　 　 　 、　 　 　 　 、　 　 　 　 控制的一体化网络ꎬ是物联网技术在

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延伸ꎮ
３ 车联网发展受到了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以及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推动ꎮ 从应

用来看ꎬ主要包括五种模式:乘用整车厂主导型、　 　 　 　 、　 　 　 　 、消费电子主导型、
地方政府主导型ꎮ

二、选择题(不定项选择)
１ 车联网的系统是由(　 　 )组成的ꎮ
Ａ 环境感知层　 　 　 　 　 　 　 　 　 Ｂ 智能决策层

Ｃ 控制层 Ｄ 执行层

２ 车联网系统包括(　 　 )ꎮ
Ａ 环境感知与定位系统 Ｂ 无线通信系统

Ｃ 车载网络系统 Ｄ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３ 车联网(即 ＩＯＶ)是以车内网、车际网和车载移动互联网为基础ꎬ按照约定的通信

协议和数据交互标准ꎬ在车￣Ｘ 之间ꎬ进行无线通信和信息交换的大系统网络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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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是物联网技术在

交通系统领域的典型应用ꎮ 此处ꎬＸ 可以是(　 　 )ꎮ
Ａ 车　 　 　 　 　 Ｂ 路　 　 　 　 Ｃ 行人　 　 　 　 　 Ｄ 互联网

三、思考题

１ 车联网的定义是什么?

２ 车联网与哪些技术相关?

３ 车联网与物联网是什么关系?

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