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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约为2.5-3亿辆，按照15%的渗透率，具备联网能力的车

辆将达到4000万辆左右。以每辆1000元的硬件产品价格来估算，单是硬件市场就有400亿元规

模。而随着产品功能的丰富，单辆车的硬件产值也会翻倍提高，加之互联网服务，车联网市

场的空间可以在5-10年内达到千亿甚至万亿规模。

        这有利于加快共性基础、关键技术、产业急需标准的研究制定，加紧研制自动驾驶及辅

助驾驶相关标准、车载电子产品关键技术标准、无线通信关键技术标准、面向车联网产业应

用的LTE-V2X和5G eV2X等关键技术标准，逐步建设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技术和产业发

展需要的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满足研发、测试、示范、运行等产业发展需求。

        近年来，我国车联网产业发展迅速，关键技术创新不断加快，测试示范区建设初具成效

，融合创新生态体系初步形成，涉及汽车、信息通信等多个行业发展以及交通运输、车辆管

理等领域的数字化改造。因此，建立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技术和产业发展需要的标准

体系已成为产业发展需求，充分利用和整合了各领域、各部门在车联网标准研究领域的基础

和成果。

        中企顾问网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车联网行业发展趋势与发展前景报告》依

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

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

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

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企顾问网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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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0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8.4.11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4.12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5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5.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8.5.3 企业车联网业务分析

8.5.4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5.5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5.6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5.7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5.8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8.5.9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5.10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6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6.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6.2 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8.6.3 企业解决方案

8.6.4 企业技术与研发能力分析

8.6.5 企业服务体系分析

8.6.6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6.7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6.8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6.9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6.10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8.6.11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6.12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7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7.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7.2 企业车联网业务分析

8.7.3 企业产品与解决方案

8.7.4 企业产品应用市场

8.7.5 企业典型案例分析

8.7.6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7.7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7.8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7.9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7.10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8.7.11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8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8.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8.2 企业车联网业务分析

8.8.3 企业产品与解决方案

8.8.4 企业技术与研发能力分析

8.8.5 企业市场与服务网络分析

8.8.6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8.7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8.8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8.9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8.10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8.8.11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8.12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9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9.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9.2 企业车联网业务分析

8.9.3 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8.9.4 企业技术与研发能力分析

8.9.5 企业市场与服务网络分析

8.9.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10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10.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10.2 企业车联网业务分析

8.10.3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10.4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10.5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10.6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10.7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8.10.8 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8.10.9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11 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11.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11.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8.11.3 企业技术与研发能力分析



8.11.4 企业市场与服务网络分析

8.11.5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12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12.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12.2 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8.12.3 企业产品与解决方案分析

8.12.4 企业典型案例分析

8.12.5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12.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12.7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13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13.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13.2 企业产品与服务分析

8.13.3 企业技术与研发能力分析

8.13.4 企业市场与服务网络分析

8.13.5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13.6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13.7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13.8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13.9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8.13.10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14 北京车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14.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14.2 企业车联网业务分析

8.14.3 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分析

8.14.4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14.5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15 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1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8.15.2 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分析

8.15.3 企业市场与服务网络分析

8.15.4 企业典型案例分析



8.15.5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15.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9章：中国车联网发展前景与投资策略分析

9.1 中国车联网发展前景及预测分析

9.1.1 车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9.1.2 车联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9.1.3 中国车联网行业预测分析

9.2 中国车联网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9.2.1 车联网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9.2.2 车联网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9.2.3 车联网行业经营风险分析

9.2.4 车联网行业其它风险分析

9.3 中国车联网投资机会与策略分析

9.3.1 车联网市场进入壁垒分析

9.3.2 车联网市场资金切入分析

9.3.3 车联网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9.3.4 车联网行业企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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