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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路径

起步期
（2016-2020）

发展期
（2021-2025）

成熟期
（2026-2030）

终极形态
（2030+）

特定场景辅助及短时托管
>换道辅助
>全自动泊车
>抬头显示
>远程控制

特定环境下自动驾驶
应用场景在高速公路、
城郊道路等极大丰富
>高速公路自动驾驶
>协同式队列形式
>车群自组网通讯
>车车社交

高度且长时间自动驾驶
应用场景在城市道路延伸
>市区自动驾驶
>车路协同
>自动充电桩搜索与充电

完全智能网联汽车
实现全天候环境感知
与完全自动化
>远期场景中实现部分重点路
段 （如机场高速） 或紧急情
况下车辆控制权转移 （云端
控制），以提升社会整体安全
性与出行效率
>自动驾驶车辆保有量达到
30%以上

Level 2（PA）部分自动化 Level 3（CA）有条件自动化 Level 4（HA）高度自动化 Level 5（FA）完全自动化

自动驾驶
发展阶段

关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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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

司在全球 36 个国家设有 50

家分支机构。作为一家独

立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已

成功运营于全球各主要市

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

的市场之一。罗兰贝格进

入中国市场 30 余年以来，

已为众多中外企业提供战

略、运营及业绩管理方面

的咨询服务。目前，罗兰

贝格在中国境内已成立5个

办事处，拥有360余名咨询

顾问。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革命兴起，汽车行业迎来了

颠覆变革期，智能化、网联

化不断发展，吸引了传统整

车厂、零部件供应商、科技

公司等众多企业纷纷入局。

智能网联，路在何方？

近日，罗兰贝格与《21世纪

经济报道》联合发布了《中

国智能网联发展报告》，围绕

汽车智能网联提出了一些关

键判断。

报告认为，未来智能网

联相关领域市场规模将达到

千亿级别，但在商业化落地

的节奏上会呈现渐进式的发

展。同时需要认识到的是，

智能网联所涉及的底层技术

瓶颈仍然存在，但在前期的

摸索之后，智能网联的变现

模式逐渐清晰，联盟化趋势

也更为明显。

通过智能化、网联化两

大技术路径，智能网联将衍

生出三大主要应用方向，包

括自动驾驶、车联网与智能

座舱。其中，自动驾驶与车

联网作为发展路径将实现交

叉，并结合智能座舱持续升

级，合力推动智能网联汽车

的发展。

报告认为，智能网联汽

车发展主要有三个关键周

期，一是2016-2020年的起

步期，实现特定场景辅助及

短时托管；二是 2021-2025

年的发展期，在特定环境

下，自动驾驶应用场景极大

丰富；三是 2026-2030 年的

成熟期，自动驾驶应用场景

在城市道路延伸（图一）。

而2030年后，智能网联

汽车将进入发展的终极形

态，能够实现全天候环境感

知和完全自动化，并且自动

驾驶车辆保有量有望达到

30%以上。

“时间点上，我们是比较

激进。”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

兼大中华区副总裁郑赟在发

布报告时介绍。他同时强

调，这是整个智能网联汽车

的发展，是自动驾驶、车联

网以及智能座舱三个概念的

有机结合，将带来非常值得

畅想的发展空间。

报告认为，智能座舱数

字化将成为汽车智能网联的

重点。未来，座舱功能将从

交互、环境、控制、空间、

数据五大维度进行智能化变

革，提升用户体验。

从消费者的需求和意愿

来看，随着需求层次的不断

提升，其对汽车的要求也从

单一的出行工具逐步转变为

生活中的“第三空间”。来自

全球17个国家的消费者调查

结果显示，他们正逐步将智

能网联、自动驾驶作为未来

购车的决策要素。

在技术和需求等多种因

素的推动下，报告预计到

2030年时，自动驾驶和智能

网联车端系统的市场规模将

达到 5000 亿元。其中，芯

片、传感器和软件算法将成

为主要贡献者。

“核心部件价值将从通讯

和传统低性能传感器转向计

算平台、算法和传感器。尤

其是在算法领域，我们看

到，未来三年将会有非常快

速的年复合增长率提升。”

郑赟指出。

在智能座舱领域，由于

技术革新，硬件系统将贡献

绝大部分价值，而自动驾驶

和智能网联所需的云端服务

需求也会快速增长。报告认

为，智能座舱渗透率在2020

年左右就可以得到迅速提

升，带动整体市场规模快速

扩大。

自动驾驶的发展不可能

一蹴而就。受核心技术突

破、成本控制以及标准法规

制定等种种因素的制约，高

阶自动驾驶距离真正大规模

商业化落地还有很长一段距

离。未来自动驾驶的发展节

奏如何？报告认为，自动驾驶

将会在不同场景内渐进发展。

基于地理围栏与自动驾

驶技术等级，报告确定了私

家车、客运、货运三大领

域、共计29种细分场景。鉴

于技术实现难度和场景实现

急迫性，报告认为，商用车

的固定线路场景(如封闭园

区、无人公交巴士等)，以及

乘用车的自主停车及结构化

道路场景将优先落地。

报告指出，场景落地的

时间节点可能随着技术的快

速迭代而提前，但整体而

言，货运相关场景将优先于

客运相关场景，结构化道路

场景也将优先于非结构化道

路场景。

得益于政策引导与社会

需求，无人化场内物流将快

速发展，而且高动态性、高

精度与重运营将使云端调度

与精确定位成为关键环节。

货运场景下，以内部集卡为

例，自动驾驶通过替代司机

和优化驾驶操作，能为封闭

场景运输带来现有成本之上

49%的费用缩减。

而结构化道路场景的发

展路径将从拥堵道路开始，

实现向单车道、多车道、匝

道场景的不断演进。但考虑

到 L3 的实用性和潜在高成

本，在非结构化道路场景的

发展过程中，L2可能直接向

L4实现跨越。

在乘用车领域，报告也

看好多家科技公司正在布局

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权衡自

动驾驶价值链主要参与者的

核心诉求，报告认为，L4级

别无人驾驶出租车车队将率

先出现，早于L4无人驾驶私

家车。

自动驾驶软硬件、整车

电子架构、高精地图、5G通

讯协议等是实现L4/L5高阶自

动驾驶的核心能力基础，相

关技术突破直接影响未来格

局。这些技术的发展情况如

何？已经准备好迎接颠覆性

趋势了吗？

这方面的情况并不乐

观。报告指出，智能网联所

涉及的底层技术瓶颈依然存

在。硬件方面，车规级硬件

尚待进一步发展，感知与决策

的日渐复杂也对芯片算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算法方面，决

策规则算法的两套解决方案

仍面临较为复杂的问题，如

何突破各自瓶颈成为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 5G 技术。

5G以其高带宽、低延时的特

点成为自动驾驶发展必不可

少的通讯支持，其能够多方

位助力提升计算能力和网络

结构，但也面临多个方面的

挑战。一是技术层面，5G由

于无线频率更高、单基站覆

盖范围小等原因，网络切换

频繁；二是政策层面，由于

仍处于路测试验期，产业尚

不成熟，因此量产与商业化

应用相关政策法规几乎空

白；三是产业协同层面，智

能网联交通系统顶层构架缺

失，各子系统之间接口缺乏

统一规范，5G自动驾驶测试

还缺乏统一标准和数据共享。

在底层技术瓶颈尚未突

破的背景下，耗资研发的企

业需要找到中短期的变现路

径，以度过自动驾驶与智能

网联最终落地的漫长周期。

当前，市场上出现了渐进

式和跨越式两种不同的路径，

以传统车企为主的前者由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向终局发展，而以互联网企

业为代表的后者则是直接切

入L4/L5高级形态自动驾驶。

报告认为，两种路径背后是

两类企业的战略选择不同：

传统主机厂具备庞大的用户

基盘运营，同时面临车辆营

收与成本压力，而算法企业

缺乏造车经验，但具备技术

优势。

但不同路径并非没有交

集。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

基于更高精度的传感、更智

能的算法与更高精度的地

图。因此，自动驾驶生态系

统中的市场玩家正在以不同

切入点构建各自的生态，既

创造了未来多元化的商业变

现可能性，也存在相互融合

的可能。

报告发现，由不同类型

企业主导的联盟逐渐形成，

并通过发挥自身能力和整合

联盟成员优势加速技术和商

业模式的发展（图二）。

其中，智能座舱的产业

玩家从自身能力出发，以掌

握生态圈内的核心系统层和

C 端触点为目标引导。生态

圈还呈现出生态协同与跨界

延伸的发展趋势。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之路在何方？

以车辆为生态中心

以整车架构和系统为生态中心

以出行场景为生态中心

以用户数据为生态中心

>新兴造车企业如Telsa
目前首重实现电动车量
产和销售并通过 OTA
完善功能，未来随销量
规模扩张将开拓自动驾
驶出行服务

>Tier1 供应商如 Bosch
希望在未来出行格局下
继续做标准引领者，持
续深化自身在底盘和车
身的技术和商业优势，
保证收入来源；同时伺
机车外业务，探索新的
商业模式

以算力为生态中心

>华为、英伟达等技术公司
作为科技赋能者，提供算法，通
讯等自动驾驶基础能力，未来向
各细分技术领域和场景求扩充

>Waymo定位研发自动
驾驶技术的科技公司，
未来将凭借核心技术成
为出行服务提供商
>滴滴预计后期获取自
动驾驶技术，将“司
机 ”（自 动 驾 驶 软 硬
件） 灵活适配至多种车
辆和多元服务

>互联网巨头如阿里巴
巴，采取从用户数据切
入车内服务的生态延伸
路径，以及从环境数据
切入车路协同的技术突
破路径，实现数据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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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自动驾驶与车联网发展路径

图二：自动驾驶不同商业变现模式

发展三个关键周期

场景化渐进式的

商业化落地

底层技术瓶颈与

产业联盟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