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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lo Koslowski 是公认的
全球思想领袖、未来学家和汽
车行业的战略发展顾问。他致
力于研究车辆连接、互联驱
动、消费者需求、移动创新和
新兴商业模式。Thilo 长期关注
汽车、消费电子，以及通信技
术等行业。

Gartner 成立于 1979 年，是
全球最权威的信息技术研究与
顾问咨询公司之一。该公司研
究范围覆盖全部信息技术产
业，就信息技术的研究、发
展、评估、应用、市场等领
域，为客户提供客观、公正的
论证报告及市场调研报告，协
助客户进行市场分析、技术选
择、项目论证、投资决策，为
决策者在投资风险和管理、营
销策略、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
上提供重要咨询建议，帮助决
策者做出正确抉择。

Thilo Koslowski

到2030年，互联汽车将最终成
型，开启智能移动的新纪元。作为
终极移动设备，互联汽车将为世人
带来全新的智能移动体验，同时带
动汽车工业的复兴。

从千禧年到 2030 年这 30 年
间，互联汽车的演变过程能够为汽
车工业和其他众多垂直行业带来重
要的机遇和挑战。

此外，互联汽车和未来汽车行
业的改变也将是物联网、智能机
器、运行技术、智慧城市，以及自
动化家居等核心新兴技术的缩影。

互联汽车在这个阶段，已经基
本完成了以安全功能为中心的车载
信息服务的开发。各大汽车制造商
研发出的车载信息系统也已经开始
表现出差异化。汽车和相关技术行
业的高层领导已经把对开发车载信
息系统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系统数据
的收集及应用上。

聚焦：车载信息服务是互联汽
车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
大部分的汽车制造商们都瞄准了汽
车的安全功能，着力研发各种主
动、被动安全功能。用户激活的道
路援助请求功能、远程诊断功能，
以及紧急情况下的自动安全气囊警
示等安全辅助功能都是在这一阶段
出现的。

成熟：如今，车载信息系统不
光已经在成熟汽车市场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其在新崛起的汽车市场上
也开始受到了消费者和厂家的重
视。整车企业已经开始致力于降低
车载信息服务的成本，使得这一系
统能够得到更好的推广。

创新潜力：由于车载信息服务
已是互联汽车上一项较为成熟的功
能，因此除了降低成本和提升总体
性能外，其底层技术的创新潜力较
小。其创新潜力正在转向用车辆数
据分析的结果来提升产品和市场等
方面。比如，车载信息系统所收集
到的数据将被用来识别底层机电系
统设计问题，并将检测到的问题提
交给工程部门解决。其收集到的数
据还可以用来分析车主对汽车的使
用情况，从而制订私人化的汽车维
修、保险服务。

D2V （Device-to-vehicle， 车
机互联）技术的成熟会让汽车和相
关技术行业的高层领导的注意力从
一般的移动应用转移到客户定制和
移动专属的功能上。

聚焦：车机互联是互联汽车发
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
集成移动设备和基于云的汽车应用
为中心。在过去的3年里，汽车制
造商和技术提供商在车机互联方面
投入了很大的研发力量，但结果却
不尽如人意。同时，整车企业往往
不愿意在这一技术上向研发了
CarPlay 系统的苹果或是研发了
Android系统的谷歌屈服。

成熟：预计到 2018 年，车机
互联技术将发展得相当成熟，基于
云端的车载产品也将变得越来越普
遍。因此，Gartner预测，大多数
汽车制造商在2016年前后对互联
汽车的研发重点将从一般的移动应
用程序开发转移到为消费者提供专
属移动应用服务上。

创新潜力：未来，将有更多的
整车企业通过D2V技术来提高车主
的满意度。同时，随着蜂窝网络的
覆盖范围越来越广，车辆能够在更
多的地点使用联网服务。此时，车
主在使用APP时会减少对手机的依
赖，因为他们在汽车的车载系统上
也能够使用同一个APP。

在这一阶段，整车厂和相关技
术供应商应该将重心放在改进用户
体验上，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屏幕操控的灵敏
性、对车主语音指令的辨识度，以
及人工智能等技术都需要不断地提
升，让车主在行车安全性和娱乐性
上有更好的体验。

在第三阶段，车主都热衷于把
手机、电脑、汽车、智能家居设备
等各种设备融合在一起，使自己的
生活方式更加数字化。

聚焦：互联汽车在第三阶段的
特征就是能把消费者纳入数字化生
活方式。车主能够在车内利用汽车

进行消费、娱乐、工作。在这个阶
段，会有一部分科技公司或互联网
公司跨界进入汽车制造行业，用他
们的固有优势，为消费者提供车内
数字生活。

成熟：为用户打造数字化生活
方式在汽车行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
领域。在未来10年内，汽车将与
互联网相互依存。

创新潜力：这一演化阶段能够
为车企，以及其他技术行业提供大
量的创新机会。比方说，会有更多
的数据管理、数据安全服务供应商
与车企合作，来整合车主在使用车
辆的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数据。

数字化汽车生活还能够带来商
业模式的创新，很多国家的运营商
已然开始向车主提供网络包月计
划。而且，企业能够通过大数据更
好地分析出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
的消费群体所需要的产品，从而推
出相应的细分服务来提高消费者的
满意度。

互联汽车和智能移动的实现将
为商业、政府、社会和车主创造一
个跨行业的物联网。伴随着新的价
值、目标和参与者的出现，互联汽
车将为汽车工业带来新生。

聚焦：互联汽车在第四阶段将
对整个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政
府将使用这些真正的移动设备采集
交通信息、污染数据和群众运动轨
迹，打造出智能城市。同时，无人
驾驶汽车按需使用的概念将与传统
的车辆所有权进行竞争。

成熟：目前，车联网只是以演
示和测试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现实
生活中，真正的智能移动要到2030
年才能成熟实现。

创新潜力：互联汽车在最后阶
段所触发的创新潜力是非常高且非
常普遍的，并且互联汽车将影响包
括金融服务、零售和商业、制造
业、服务行业在内的众多行业，催
生产业融合，减少产业边界和交叉
产业价值的概念。

到2030年，汽车将能与其他汽
车、通信基础设施、企业、个人和
组织沟通，这将导致在交通运输领
域发生最根本的变化。自动驾驶汽
车将成为大多数消费者拥有的第一
个“个人机器人”。

引领汽车世界的“文艺复兴”
浅析互联汽车演进的四个主要阶段

普华永道日前发布了第七届年
度数字 IQ 调查结果。调研显示，
逾半数（56%）的中国企业领导人
对自身企业数字化愿景的实现和数
字化能力持自信态度，这一比例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

在数据分析方面，近50%的中
国受访企业相信他们的数据分析技
能已经相当成熟，这一比例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40%）。相较之下，
中国受访企业对数据运用则显得信
心不足，仅有16%的受访者认为，
他们能有效利用数据来提高企业价
值，这一比例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26%）。

普华永道中国大陆及香港数字
化和数据分析主管合伙人 Scott
Likens表示：“中国企业对其数字
化发展程度表示肯定，这并不意
外。因为在中国，移动社交媒体运
用日益广泛。但是，在利用数据推
动企业战略方面，受访者表示信心
不足，这也提醒了企业要重估当前
数字化投资方式的持续性。因此，
我们认为企业的数字化策略与其营
收增长尚有很大的融合空间，应将
两者紧密结合，统一步调。”

调查显示，76%的中国受访企
业将技术架构和设计视为最重要的
数字化技能；而在全球，这一比例
为40%。相反，全球40%的企业更
注重数据分析的技能，高于中国企
业的25%。这表明，中国企业对于
数字化技术的侧重点与国外企业明
显不同。

在中国，数字化预算主要用于
信息技术、销售和市场营销。然
而，在全球，数字化预算的重点范
围更广，涉及客户服务、运营，以
及人力资源、财务、风控等企业内
部支持方面。

普华永道思略特大中华区数字
战略咨询业务主管合伙人徐晋表
示：“为提升公司竞争力，各企业
应该平衡对技术架构和数据分析两
方面的投资。数字化投资并不局限
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技术，而应着
力于整个企业层面，以此制订更灵
活的信息流程，朝着构建技术和客
户服务创新的方向发展。”

调查结果强调了现有技术在企
业战略形成过程中的卓越地位，
67%的受访企业采用技术驱动型战
略、使用创新科技，提升经营业
绩。仅有18%的中国企业采用业务
驱动型策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32%的数据。

Scott 表示：“挖掘数据潜
力，制订数字化战略，是未来企业
成功的关键。然而，虽然大多数企
业对他们的数字化能力充满信心，
但其有效利用数据的能力仍亟待提
高。未来，数字技术的战略性投资
机遇明朗，特别是在商务渠道自动
化和数字化等影响力颇大的领域。”

（稿件来自普华永道思略特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互联汽车的四个阶段

普华永道
发布第七届
数字IQ调查

互联汽车通过与
其他智能电子设备
相连，成为
“终极移动设备”，
引领汽车行业变革，
刺激消费者的
购买热情。

第一阶段：
2000年-2010年
车载信息服务

第二阶段：
2008年-2018年
智能手机与汽车的互联

第三阶段：
2012年-2025年
数字化生活方式大融合

第四阶段：
2014年-2030年
车联网

（车机互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