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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汽车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人们日常出行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道

路安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为解决上述问题，以信

息通信、人工智能等为主的技术，正在推动汽车与交通产业朝智能化、

网联化加速变革，车联网技术应运而生。 

目前，汽车产业与信息通信产业、交通产业加速融合，车联网产业

已经成为包括美、欧、亚等汽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战略性方向，各

国和地区纷纷加快产业布局、制定发展规划，通过政策法规、技术标准、

示范建设等全方位措施，推进车联网的产业化进程和规模应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积极稳妥发展工业互联网和车联网”。车联网

与智能网联汽车、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紧密相关。如今，伴随蜂窝

车联网（Cellular V2X ，C-V2X）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规模应用与商业

部署将成为行业主旋律，赋能我国汽车产业从新能源汽车的上半场转移

到智能网联汽车的下半场，并从全球竞争中胜出。我国 C-V2X 车联网发

展路径可以分近期和中远期两大阶段。近期通过车车协同、车路协同实

现智能网联辅助驾驶，提高驾驶安全、降低事故率、提升交通效率；以

及特定场景的中低速的智能网联无人驾驶，解决行业应用痛点。中远期

将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融合感知和计算等技术，通过车联网

助力单车智能实现车路云协同和网联智能，最终实现全天候、全场景的

智能网联无人驾驶。 



 

 

 

因此，“5G+车联网”是汽车行业与交通行业变革的重要使能技术，

我国将走出一条领先于发达国家的智能网联汽车和智能交通的发展模式，

即基于 5G+C-V2X 的“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协同的云”的车路云协同发

展模式，支撑我国汽车产业和交通行业的变革，并将培育智慧路网运营

商、出行服务提供商等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本白皮书将着重探讨 C-V2X 车联网技术发展与产业实践，以期通过

系统研究车联网全球发展态势、我国车联网发展情况、技术发展趋势及

部署难题，对我国发展基于车路云协同的智能网联汽车和智慧交通提出

建设性建议。本报告内容涉及面广，可作为高校、研究机构以及汽车、

交通、通信、互联网、集成电路等行业的技术产业发展参考，也可作为

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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