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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当前，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在汽车产业表现尤

为突出，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向着网联化、智能化方向演进，信息服务、自动驾驶等新应

用不断涌现，车联网综合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车联网是从物联网引申出来的概念，主要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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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汽车智能化、服务新业态是车联网的三个

核心。  

市场规模方面，由于车联网是5G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主要应用场景、5G产业发展迅猛等影

响，车联网行业发展受到强大推动。2018-2021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由166亿美元增长至428

亿美元；2022年市场规模增长到约530亿美元。随着智能驾驶技术逐渐成熟，车联网需求量不

断提升，预计到2025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约为894亿美元。  

投融资方面，2017-2022年，中国车联网投融资总体呈先降再涨趋势，在社会发展、政策助推

等因素的影响下，2021年我国车联网投融资增长显著，投资数量达88起，投资金额达1172.82

亿元，投资金额为近年来最高。截至2022年12月30日，我国车联网行业投资数量为62起，投资

金额达435.8亿元。  

与此同时，政策的支持也进一步推动着我国车联网的快速发展。2021年6月23日，为提升网络

安全保障能力，促进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加强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网络安全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开展OTA服务及软件包

网络安全检测，及时发现服务和产品安全漏洞。2021年9月16日，为推进实施《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管理工作，工信部发布关于

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按照&ldquo;谁

主管、谁负责，谁运营、谁负责&rdquo;的原则，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车联网服务平台运

营企业要建立数据管理台账，实施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加强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保护。工业

和信息化部2022年2月印发《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2023年

底，初步构建起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重点研究基础共性、终端与设施网络

安全、网联通信安全、数据安全、应用服务安全、安全保障与支撑等标准，完成50项以上急

需标准的研制。到2025年，形成较为完善的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完成100项

以上标准的研制，提升标准对细分领域的覆盖程度，加强标准服务能力，提高标准应用水平

，支撑车联网产业安全健康发展。2023年2月3日，《无锡市车联网发展促进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颁布。《条例》是无锡市在新兴领域的重要立法，也是全国首部推动车联网发

展的地方性法规，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应用、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安全保障、促进

措施等方面作出全面规定，为我市高水平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促进车联网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撑。  

&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发展车联网。我国将坚持智能与网联协同发展的

战略规划，加强汽车、信息通信、交通等跨行业各方合作，深化&ldquo;车-路-云-网-

图&rdquo;技术攻关、加大基础设施新建与升级、加快应用推广与价值空间挖掘、筑牢安全发

展体系，推进车联网产业迈入规模应用部署的新时代。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车联网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十七章。

首先介绍了车联网的概念、意义及标准体系等，接着分析了全球车联网行业的发展，然后对

中国车联网行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及行业现状进行具体解析，并详细分析了国内重点城市车联

网行业的发展现状。随后，报告对我国车联网技术发展、5G车联网发展状况以、车联网产业

链以及上市公司运营状况做了细致的透析，最后重点分析了车联网行业的投资潜力及模式，

还对其未来发展的前景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交通运输部、工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

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

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

对车联网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车联网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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