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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车联网泛在通信能力，是车&ldquo;联&rdquo;网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保障。通过泛在无线网

络通信模块，实现车与人、车与车、车与互联网之间的连接，为用户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体

验。  

      车载多媒体作为车联网前装的重要终端设备，随着人们对汽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要求的不

断提高，以车载多媒体为代表的车载汽车电子装置，能够为用户提供 GPS 导航、DVD、电视

、蓝牙、倒车后视、收音等功能，成为当前车载汽车电子装置市场的主要发展趋势。

      汽车行业作为一个传统的制造行业，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智能化已经成为了最明确的需

求。我们越来越希望自己的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它应该还能满足更多需求。因此，当下

的车企在推出一款新车时，不再只是纯粹地谈外形谈动力，车联网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卖

点。

      我国整车行业的持续稳定增长，为物联网车载终端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根据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统计，我国 2015 年累计生产汽车 2,450.33 万辆，同比增长3.25%，销售汽车 2,459.76 万辆

，同比增长 4.68%，其中乘用车产销 2,107.94万辆和 2,114.6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78%和

7.30%。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车联网市场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九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车联网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车联网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

车联网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车联网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车联

网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车联网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车联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车联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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