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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正经历从“改变能源供给模式”向“改变

车辆驾驶主导权”演进，智能网联促使汽车产品升级为新型智能终

端，推进汽车、信息通信、交通运输跨产业链融合变革以及数字经

济新价值链构建。美欧日韩发布战略规划、鼓励技术创新、建设新

型基础设施等多举措抢占智能网联协同发展制高点。我国持续加强

技术攻关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明确提

出“构建‘车能路云’融合发展产业生态”，智能网联协同发展战

略进一步共识并落地实践。

本白皮书聚焦 2023年涌现的新热点、新趋势、新业态，重点关

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载体、新型基础设施构建体系、数据要素价值

三大方面的发展。一是把握好“应用需求”和“技术创新”的双向

奔赴，分析汽车整车产品在“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两个领域

的智能网联进程，研判跨行业相互激励、融合驱动的产业发展模式

和生态合作变革。二是总结新型基础设施部署进展及技术迭代演进

趋势，提炼具备先导特色、规模化前景的典型应用场景，进一步探

讨“建设-运营”的价值闭环模式以及城市级辐射效应。三是首次以

数据要素价值为锚点，梳理“业务贯通-数智决策-流通赋能”的多

次多维车联网数据要素类型及应用场景，总结凝练保障“人-车-路-

云”数据要素价值安全释放的技术手段与管理运营举措。最后，本



白皮书从“企业融合、行业协同、区域共用”三个层面提出持续深

化智能网联协同发展战略的举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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