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互联网汽车的概念很早就已经出现，最初将汽车行业与互联网关联起来主要是车联网

概念的兴起，互联网科技企业通过车联网建立了与汽车企业之间的联系；而后，部分

互联网公司与汽车企业合作，开发新型的基于互联网的汽车导航、行车电脑等零部件

，开始了汽车行业与互联网之间的深度合作。

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约车用户规模达4.37亿，较2021年12月减少1553万，占

网民整体的40.9%。截至2023年1月31日，全国共有300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

车平台经营许可，环比增加2家；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511.2万本、车辆运输

证216.6万本，环比分别增长0.4%、2.3%。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2023年1月份

共收到订单信息5.76亿单，环比上升14.1%。

国家对于促进互联网+汽车行业的融合也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2022年2月，交通运

输部等8部门联合修订发布《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

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多部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事项进行了完善

，对处置措施和操作流程进行了细化，以便于各级相关部门操作实施，对拒不改正者

或下架其App。政策的出台为互联网+汽车行业产业链各环节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

支持，互联网+汽车行业发展迎来重大发展机遇。2022年10月28日，工信部公开征

求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准入许可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对

智能网联汽车做出要求，其中提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车辆产品网络安

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车联网卡安全管理、软件升级管理制度，完善安全保

障机制，落实安全保障措施，明确责任部门和负责人，落实安全保护责任。2023年

7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2023版）》，文件设计了“三横二纵”的技术逻辑架

构，针对智能网联汽车通用规范、核心技术与关键产品应用，构建包括智能网联汽车

基础、技术、产品、试验标准等在内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文件提出，到

2030年，全面形成能够支撑实现单车智能和网联赋能协同发展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

体系。



互联网对于汽车产业的改造涉及产品、制造、流通、服务等全链条，有望衍生出新的

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互联网对于汽车行业的改造，涉及研发、零部件、整车、销

售、后市场、用车、再流通、报废拆解等全产业链，预计将衍生出来智能汽车、无人

驾驶、后市场O2O、共享用车、二手车电商等众多新的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带

来众多崭新的投资机会。

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8年中国互联网+汽车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

测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互联网+汽车行业发展环境，接着对互联网+汽车行

业、车联网、智能汽车行业、无人驾驶汽车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分别对互联网+汽

车销售流通、互联网+汽车后市场、互联网+用车、互联网+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等产

业链关键环节进行了分析介绍，随后介绍了互联网+汽车行业汽车领域和互联网领域

重点企业布局经营情况。接着介绍了互联网+汽车投资机会及风险预警，最后对互联

网+汽车行业的发展前景和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信部、商务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投

产业研究院、中投产业研究院市场调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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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互联网+汽车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汽车相关

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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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 年在深圳成立，是中国领先的产业研究与

产业战略咨询机构。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聚焦在"产业"领域，专注于产业研究、产业

规划、产业招商及产业投资咨询服务。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既有深厚的产业研究背景

，又只专注于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的专业公司。对政府或园区，我们提供从产业

规划到产业资源导入的一体化产业发展咨询解决方案；对企业，我们提供投资机会研

究、投资地点选择、项目规划设计的一体化产业投资咨询服务。

一一十多年来，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为十多万家包括政府机构、银行、

研究所、行业协会、咨询公司、集团公司和各类投资公司在内的单位提供了专业的产

业研究报告、项目投资咨询及竞争情报研究服务，并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主导完成

了上千家产业园区或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协助数百家家地方政府推进招商

工作和产业资源导入。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提出了"空间是躯体，产业

才是灵魂"的规划理念；提炼出"建链、补链、抢链、强链"的产业发展思路；总结出

落地性极强的"预招商规划法"；提炼出"战术招商上升到战略招商才是破解招商困境

关键"的招商工作新思维；归纳出"规划、招商、运营三维一体"的园区发展策略；创

新提出城镇化建设要"遵循产城融合，更要注意产城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等等。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深厚的产业研究能力为基础，以"规划+落地"为

服务理念，以"咨询+资源"为服务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最专业的产业研究咨询服务机

构，并力争在未来5 年成为全球领先的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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