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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智能座舱交互场景生态发展研究报告》简介

◆《2023中国智能座舱交互场景生态发展研究报告》 核心观点概览

✓ 特斯拉率先在其车型上引入智能座舱这一理念，掀起了智能座舱研发大潮。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战略目标的转变，更加促进了中国车
企在智能座舱领域加速发力。过去三年的爆发式增长期，智能座舱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众多美好的期待。2022年，多家车企发布全新车型，理
想L9、问界M7、阿维塔11、集度ROBO-01探月版等相继问市，以新功能和设计展示了对智能汽车的多样化理解，也为未来智能座舱发展提供了
创新思路。同时，特斯拉神话也逐渐破灭，由引领者变成了“后进生” 。

✓ 但另一方面，座舱功能越来越多，模块越来越复杂，但实际产品的使用效果存在一定争议，座舱产业整体进入缓步发展的“冷静期”。亿欧智库
认为，只有真正面向C端、与场景深入结合、能够和驾乘人员良好交互的功能与产品，才能够长久的发展。

✓ 2023年3月，亿欧智库对981位消费者进行了市场调研，针对终端用户对智能座舱的相关功能进行消费/使用者视角问卷研究，进而通过对座舱实
际使用场景的客观定量分析，深入洞察智能座舱产业发展情况及市场反馈情况。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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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座舱发展进程已至3.0阶段：此阶段用户对于座舱的智能化需求不再局限于基础娱乐以及高清大屏，而是更具智能化、拟人化的驾乘体验。语
音助手、DMS以及OTA升级功能成为智能座舱产品的标配；

✓ 智能座舱2025年市场规模预计将超千亿：亿欧智库统计，2022年中国乘用车前装智能座舱的市场渗透率达到11.7%，未来乘用车前装智能座舱
渗透率将稳步提升，预计2025年达到35%，市场规模预计1060亿元；

✓ 智能座舱产品构建需多方参与共同建设：智能座舱产业目前包含供应商、主机厂、“泛生态圈”相关企业。其中，供应商包含传统的Tier1、
Tier2及Tier0.5；主机厂是汽车智能座舱生态链最终的整合方；同时越来越多的座舱“泛生态圈”企业与主机厂进行合作，打造更多样化的产品；

✓ 智能座舱迈入“应用为王”时代，交互场景将牵引座舱技术未来发展方向：智能座舱产业是伴随着应用场景一起发展的，随着消费者对于座舱智
能化的需求不断提升，同时技术也在牵引C端需求，应用场景与产业发展之间形成“产业→场景→技术→场景→产业”的良性循环；

✓ 产业将向更多功能、更高技术、更大圈层发展：随着智能座舱产业发展热潮过后逐渐冷静，亿欧智库认为，企业应该不断扩大“朋友圈”，打造
智能座舱生态体系，通过技术的提升与生态的扩大，助力中国智能座舱产业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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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年，博世生产出了汽车磁力发电机点火装置，正式打开了汽车电子化时代的大门，同时开启了座舱舒适化的发展进程。1915年至2000年期间，
启动电机、车载喇叭、柴油喷射系统、车载收音机等量产产品的出现，使汽车座舱的概念进入消费者视线，而座舱也开始逐渐为驾驶员提供基础的
车辆信息。

◆ 2015年，大尺寸中控屏的出现意味着智能座舱雏形初现。2017年至今，随着人机交互、智能控制、操作系统等智能化功能模块的出现与升级，
“软件定义汽车”的新商业模式出现，汽车已不再是单纯的驾乘工具，而汽车座舱的智能化发展，使其可以为驾驶员以及乘客提供更多娱乐、安全
功能，成为汽车与用户之间交互核心切入口。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1.1 历经百年变革，汽车座舱成为汽车与用户之间的核心切入口

汽车传统座舱时代 汽车智能座舱时代

1897 1915-1940 1960-2000 2015 2023-

◆博世生产出了汽车磁

力发电机点火装置。

汽车正式开始汽车电

子化和座舱舒适化的

进程

◆博世陆续推出了启动

电机、车载喇叭、柴

油喷射系统、车载收

音机等量产产品，持

续完善座舱内车载电

器控制功能。

◆汽车座舱雏形初现。此阶段座

舱信息只服务于驾驶者，显示

基本驾驶信息。主要包括机械

式仪表盘及车载收音机、对讲

机等设备。设备通过物理按键

方式提供车速、发动机转速、

水温、油量等基本信息。

◆智能座舱雏形初

现，大尺寸中控

屏开始成为标配

◆人机交互：搭载ASR技术来代替手动输入的信息查询；

◆座舱智能控制：采用中控屏上触摸设计代替传统的实体按键；

◆座舱操作系统：芯片大算力、智能化发展；

◆座舱体验智能化发展：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替代传统发动机动

力系统。汽车电子设备入驻车内更加容易和普及，座舱智能化

发展不断提速。

◆座舱控制集成化发展：由于汽车系统与汽车电子设计能力的提

升，ECU甚至DCU逐渐实现汽车控制和反馈。

◆“软件定义汽车”新商业模式出现：通过车载功能虚拟化到集

成芯片的方式，座舱软件功能的增加不再依赖硬件的升级。仅

靠车载座舱系统OTA，即可实现功能的升级和落地。

20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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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智能化发展的提速，座舱从仅有简单CD播放器1.0的阶段，到车载系统逐渐被智能手机和流媒体占据的2.0阶段，再到2020年至今，整车数
字化流转，互联网思维逐渐导入座舱，多模态交互、车载娱乐等智能化功能逐渐出现并被用户所接受。座舱智能化也正式进入3.0阶段。

◆ 座舱智能化3.0阶段，用户对于座舱的需求再次升级，不再仅限于基础娱乐以及高清大屏，而是更具智能化、拟人化的驾乘体验。座舱智能化3.0
阶段，语音助手、DMS（驾驶员监测系统）以及OTA升级功能成为“智能座舱”准入门槛。

1.1 车内升级+车外互联，座舱智能化发展进入3.0阶段

2000-2014：座舱智能化1.0 2014-2020：座舱智能化2.0 2020-2025：座舱智能化3.0 2025及以后：座舱智能化4.0

◆具备初级车载信息娱乐系统，通

常仅体现为——收音机。

◆座舱配置在磁带播放机出现后发

生改变，而随后磁带播放机又被

CD播放器所取代。简单的收音机

和CD播放器构成了座舱智能化

1.0阶段的全部娱乐体验。

◆此阶段座舱已具备个性设置、仪表娱

乐、互联交互、外部通讯互联。

◆车载系统逐渐被智能手机和流媒体所

占据，因此包括苹果、谷歌和微软在

内的科技企业开始联手汽车厂商进行

车载系统的研发，趁机抢占座舱市场。

CarPlay等手机映射方案也搭载至汽

车座舱当中。

◆此阶段为整车数字化流转、多模态交互、以及与

智能驾驶、车联网相结合。

◆用户对于座舱的需求再次升级，不再仅限于基础

娱乐以及高清大屏，而是更具智能化、拟人化的

驾乘体验，例如AR显示、座舱监测系统等。

◆互联网思维逐渐导入座舱娱乐，本地车控、第三

方生态需要调用的资源越来越多，车载OS成为此

阶段座舱发展的核心。

◆未来将逐步涵盖车路协同、高级智能

驾驶、AI助手（管家）、主动式个性

交互、生物识别等功能。

◆此阶段的目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移动空

间，基于“家”、“办公”的第三智

能生活空间与生态服务。基于AI系统

在五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

体感）上为用户提供卓越的交互体验

不同发展阶段，对于“智能座舱”的判定标准不同。当前座舱智能化3.0阶

段，相较于“座舱智能化2.0”阶段，“智能座舱”的准入门槛不再仅是搭

载中控大屏、车联网、等基础的智能化功能，而是需要同时具备语音助手、

DMS（驾驶员监测系统）以及OTA升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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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智驾功能，智能座舱功能暂不涉及底盘控制以及相关法规与标准等级的划分，相对而言更易实现。作为更易被感知、更具体验感的部分，座
舱也正逐渐成为车企打造差异化产品，获得用户青睐的最佳方式。因此具有快速量产落地属性的智能座舱，也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22年中
国智能座舱赛道投融资金额总计26.8亿元。在资本市场的加持下，座舱的智能化发展正不断提速。

◆ 智能座舱作为智能汽车行业发展的关键赛道，不但有政策指引、资本加持等供给侧驱动发展，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加速了消
费者智能使用习惯的养成并逐渐将其转移至汽车座舱内。2023年，中国25岁以下乘用车用户有69.5%将座舱智能化视为重要购车参考因素，25-35
岁乘用车用户有65.7%将座舱智能化视为重要购车参考因素。

来源：亿欧调研（S11.您对于座舱智能化的理解是？）、亿欧数据、亿欧智库

1.2 资本市场加码、消费认知提升，双向驱动座舱智能化飞速发展

26.8 26.7

22.5
20.7

18.5

9.6 9.4

4.4

22 28 25

1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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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座舱 能源服务 智能驾驶 智能网联 动力电池 二手车交易 维修保养 数字化服务

投融资金额（亿元） 投融资事件数量（起）

亿欧智库：2022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细分赛道投融资金额及事件数量

2022年中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细分赛道中，智能座舱相关投融资事件为22起，投融资

总金额达到26.8亿元，明显高于智能驾驶与智能网联赛道。资本的青睐也使智能座舱相

关企业具备充足的资金进行技术的优化与产品的量产落地。

3.7%

16.6% 18.1%
11.1% 8.3%

69.5%

65.7% 65.3%

61.3%

40.3%

15.9%

10.8%
15.2%

20.3%

30.3%

11.0% 6.9%

1.4%

7.3%

21.1%

25岁以下 25-35岁 36-45岁 46-55岁 55岁以上

购车首选 有吸引力 可有可无 实用性低

购车首选：座舱的智能化程度是选购车时重要参考因素，会因为车型座舱智能化优势而选择购买

有吸引力：认为座舱的智能会给驾乘人员带来体验升级，将其作为购车时的参考因素之一

可有可无：座舱只是车内驾驶与乘坐的空间罢了，并未过多关注其智能化表现

实用性低：接触过，但认为当前的座舱内部分智能化功能实用性低

注：

亿欧智库：2023年中国乘用车用户对于座舱智能化理解与需求统计（N=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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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来源：亿欧智库

1.3 乘用车前装智能座舱渗透率稳步提升，2025年市场规模将超千亿

◆ 伴随着用户对于座舱需求的增加以及主机厂的业务发展布局，2022年，中国乘用车前装智能座舱的市场渗透率达到11.7%。未来，随着行业标
准的制定以及技术增长，DMS的渗透率也将逐渐提升，与此同时，智能座舱的渗透率也将同步提升，预计2025年中国乘用车前装智能座舱的市场
渗透率将达到35%。

◆ 2022年，中国乘用车前装智能座舱市场规模为775亿元。随着智能座舱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以及各类创新技能在座舱内的广泛应用，中国乘用车前
装智能座舱市场规模呈现出巨大潜力。亿欧智库预测，2025年中国乘用车前装智能座舱市场规模将达到1060亿元。

亿欧智库： 2020年-2025中国乘用车新车型前装智能座舱市场渗透率预测

2.2%

5.3%

11.7%

18.3%

26.8%

35.0%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注：同时具备OTA功能、智能语音助手以及驾驶员监测系统（DMS）的座舱称之为“智能座舱”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OTA及其他软硬件模块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 DMS功能 语音交互功能

570
660

775

868

995
1060

亿欧智库： 2020年-2025中国乘用车前装智能座舱市场规模预测（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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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势力车企及传统车企在智能座舱的打造上“你追我赶”，通过提供不同的功能与场景，打造吸引消费者的智能化亮点。其中，语音助手、DMS

和OTA升级已经成为主流车型的标配，部分车型提供更高级别的监测与交互功能，例如搭载OMS对乘客进行监测、多音区识别等精准的交互反馈。
此外，还有更多样化的场景交互功能，例如情感功能、远程控制、场景应用模式等，形成“百花齐放”的智能座舱产品形态。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2023中国智能座舱主流车型代表及主要功能列举

1.4 智能座舱成为智能电动汽车差异化核心，提供多样化功能及丰富的场景应用

车型
智能座舱基础交互功能 智能座舱其他场景交互功能

屏幕 合作生态
语音助手 DMS OTA升级 情感功能 远程控制功能 场景应用模式

支持音区识别与
锁定

√ √
语音助手 NOMI 极大满足了用户在独

自驾驶车辆时的陪伴需求

手机 APP 支持寻车、预设空调、解锁、
充电设置、查找充电桩、查看充电站的

充电体验和评价

“上班通勤”、“打道回
府”、“花式出游”、“宠

物模式”等
2

支持QQ音乐，喜马拉雅、爱奇艺、
腾讯视频、NIO Radio等

四音区识别 √ √

全景声座舱：大师定制音效、网易云
音乐杜比全景声专区、5D 影院、B 

站全景声专区

手机APP远程控制基础功能、远程控制
智能泊车等

冥想空间、睡眠空间、观影
空间等多种情景模式

3 网易云音乐、QQ音乐、喜马拉雅

四音区识别，支
持一次唤醒

√ √
氛围灯、6 种开门情景模式、可自定

义数字灯光和车外投影

远程锁车或解锁、打开车门窗、空调、
设定温度、除雾、座椅加热、方向盘加

热、除雾

“一键看球”模式、“鞭炮
模式”、“圣诞模式”等

3
QQ音乐、喜马拉雅、爱奇艺、

哔哩哔哩、腾讯视频，火山车娱等

支持多音区识别
仅支持被动式
驾驶员监测

√
智能情感大灯可自行设置相应灯语、

“零重力座椅”等
手机APP对空调车灯、方向盘/座椅加
热以及充电管理等功能进行远程控制

三口之家使用场景 3 常见视频及KTV应用等

6音区识别，支
持语义联想，自
然对话等语音进

阶功能

DMS+
OMS

√

副驾屏幕和后排屏幕也都可以进行播
放音乐和视频，投屏和查看天气，k 

歌等等影音娱乐

支持手机APP车控+“手机钥匙”（获
得车主授权的人，都能拥有手机APP控

车的能力）

露营模式、宠物模式、小憩
模式等

5

仅支持内置应用，包括网易云音乐、
QQ音乐、喜马拉雅、爱奇艺、

哔哩哔哩、雷石 KTV 、全民K歌等

支持免唤醒对话、
连续对话、随时
插话；可识别方
言，四分区识别

DMS+
OMS

√

支持语音唤起零重力座椅调节，让你
快速进入舒服的休憩姿势；小艺通过
声源判断用户位置，开启主驾座椅调
节；调节温度，为睡眠创造温馨环境

车家互联、车机互联、车表互联 小憩模式、车内关怀模式 2
鸿蒙系统下，手机与车机可以做到

无缝互联

四音区识别，支
持连续对话

DMS+
OMS

√

支持灯光秀、手势交互、后排屏观看
视频、听歌、K歌，也可以利用投屏功

能进行手机投屏

通过 APP控制车内外环境、对车辆进
行深度控制、自定义用车场景，如用户

可根据特定的场景等
家庭、商务等出行场景 3

支持应用商城下载，包括爱奇艺、
优酷、唱吧、酷我、酷狗、喜马拉

雅等

仅支持简单应用
控制，车机无反

馈
√ √

支持灯光秀、个性喇叭、自定义屏幕
显示车身颜色等

手机 APP 可以实现远程解锁车门、控
制空调、预设充电、查看车辆保险状态、

金融服务状态，付费购买软件等

哨兵模式、露营模式、宠物
模式等

1
仅支持内置应用，包括网易云、QQ
音乐、喜马拉雅、腾讯视频、爱奇
艺、优酷视频、哔哩哔哩、抖音等

蔚来 ET7

小鹏 G9

高合 HiPhi X

智己 LS7 

理想 L9 

问界 M7

广汽传祺 M8

特斯拉Mode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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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4.7%

22.3%

20.0%

15.3%

13.7%

5.8%

2.9%

1.6%

0.5%

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

10-15万元（含15万元）

15-20万元（含20万元）

20-25万元（含25万元）

25-30万元（含30万元）

30-40万元（含40万元）

40-50万元（含50万元）

50-75万元（含75万元）

75-100万元（含100万元）

100万以上

10

◆ 据亿欧智库统计，购车预算在15-20万元的消费者占比最高，达到22.3%，购车预算在20-25万元的用户占比达到20%，位于第二位。

◆ 其中，有70.9%的消费者较为青睐智能电动汽车（SEV），表示会有极大可能考虑购买；20.3%的消费者则明确表示一定会购买。仅有8.9%的
消费者对于智能电动汽车仍保持观望态度。

来源：亿欧调研（S17.您对于新车的购买预算为？S19.您对于智能汽车（可联网，同时搭载语音助手、辅助驾驶等智能化功能）的购买意愿？）

1.5.1 15-25万价位的汽车最受欢迎，智能电动汽车成为九成消费者购车首选或偏好

亿欧智库：2023中国消费者新车购买预算（N=632） 亿欧智库：2023中国智能电动汽车消费者购买意愿（N=632）

70.9%

20.3%

7.7%
1.2%

比较青睐，但不确定

一定会选择购买

不知道

不太喜欢，但不确定

10.24%

70.08%

14.82%

3.23% 1.62%

25岁以下 25-35岁 36-45岁 46-55岁 55岁以上

亿欧智库：较为青睐智能电动汽车人群年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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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50.0%

28.2%

18.2%

16.7%

16.2%

24.2%

25.2%

22.2%

9.1%

8.1%

33.4%

日常通勤

周末休闲出行

长途自驾游

语音识别精准度低，无法正确下达指令 屏幕校准误差大，驾驶时使用不便

自动/辅助驾驶功能实用性较低 DMS提示/介入过于频繁，让人反感

11来源：亿欧调研（S12. 您认为哪些功能影响了驾乘体验？S10.您认为该汽车座舱有哪些需要提升的地方？）

1.5.2 智能座舱现有功能需要根据不同场景进行完善，座舱空间和产品智能化水平亟需提升

亿欧智库：2023中国乘用车用户不同驾乘场景下对座舱功能的不满因素分析
(N=177)

◆ 随着座舱功能越来越多，大型网游、K歌等功能的上车，意图打造一个移动的娱乐场所，但实际上很多不实用的娱乐功能已经脱离了座舱的驾乘属
性。用户更关注座舱与驾驶相关的各项功能，其中语音识别的准确率在周末休闲出行和日常通勤的场景中成为了令用户不满的主要因素，占比分别
为50.0%和48.5%。而在长途自驾游场景下，DMS提示/介入过于频繁则成为了影响驾乘体验的关键因素。

◆ 在乘用车用户认为座舱内需要提升的方向中，座舱空间和智能化水平占据前两名，占比分别为22.1%和20.3%。反之，目前市场上竞争激烈的多
样化功能和应用种类对于消费者而言反响平淡，且提升空间较小。

22.1%

20.3%

18.5%

16.7%

11.5%

10.4%

0.5%

亿欧智库：2023年中国乘用车用户认为座舱内需要提升的方向(N=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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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消费者仅作为“驾驶员”，对于DMS 、高级辅助驾驶、智能方向盘、智慧屏等强驾驶相关功能更感兴趣，均有超过55%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体验。
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驾驶员对于安全驾驶的强需求，尽管其中很多技术并未发展成熟，但消费者对于其相关功能的兴趣及期待仍可见一斑。

◆ 在现有智能座舱提供的多种功能之下，消费者更愿意为高级辅助驾驶、车内娱乐和儿童相关的功能进行付费。一部分基础功能和“伪需求”并不能
吸引消费者为其额外付费，只有和驾驶强相关、能够与车内活动紧密结合的功能，才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 针对座舱软件功能付费形式，整体约44.3%的用户更倾向于“一次付费”，26.8%的用户更倾向于周期会员制的付费方式。

来源：亿欧调研（S20.以下哪些车内座舱配置是您作为驾驶员希望体验或者感兴趣的？S15.对于以上您所感兴趣的座舱功能与配置，哪些是您愿意为其支付额外费用的？S16.若对于以上您感兴趣的功能进行收费，您倾向于哪种付
费方式？ ）

1.5.3 驾驶场景下，与驾驶安全关系紧密的相关功能更加受到消费者偏爱

15.44%

15.44%

17.45%

17.45%

20.13%

22.82%

23.49%

24.16%

26.17%

26.17%

27.52%

28.19%

29.53%

34.23%

在线学习、办公应用

香氛、按摩、氛围灯等

HUD

车载语音助手

女性专属功能

远程控制

IMS

智能家居

OTA

多模交互

空气净化及消毒

儿童专属功能

车内娱乐

高级辅助驾驶

44.3%

26.8%

26.2%

2.7%

购车后选择性购买，一次性付费 购车后选择性购买，周期性付费

随车出厂，包含在车价中 其他

亿欧智库：2023年用户付费方式偏好（N=278）

24.1%

27.1%

27.4%

28.7%

37.6%

37.7%

42.8%

43.9%

44.2%

44.8%

45.1%

45.3%

47.2%

57.8%

59.1%

59.1%

67.4%

在线学习、办公应用

女性专属功能

儿童专属功能

香氛、按摩、氛围灯等

手机远程控制

OMS

车联网智能家居

空气净化及消毒

多模态交互

HUD

车内娱乐

车载语音助手

OTA

中控大屏/连屏/多屏联动

智能方向盘

高级驾驶辅助

DMS

亿欧智库：2023中国驾驶员希望体验或者感兴趣的座舱配置

（N=697）

亿欧智库：2023用户愿意付费的座舱智能化功能统计
（N=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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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用户在座舱内频繁使用的功能当中，65.7%的用户将车载导航视为首位，35.5%的用户将音乐/广播视为第2位、31.6%的用户将蓝牙电话视
为第3位，14.8%的用户将睡午觉、休息视为第4位。

◆ 相比于2021年排在前四位的功能（导航、音乐、空调、蓝牙电话），2023年，睡觉、休息场景超过汽车基础功能及火热的娱乐功能被频繁应用，
进一步说明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将汽车座舱视为生活中的“第三空间”，与日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景将成为智能座舱的主流应用方向。

来源：亿欧调研（S8.您在车内会频繁使用哪些车载功能/做哪些事（包含驾驶状态与非驾驶状态）？）

1.5.4 导航、音乐、蓝牙电话、休息成为汽车座舱最常用的四大功能

18.2%

14.8%

14.0%

10.4%

9.7%

蓝牙电话

睡午觉、休息

休闲及商务聊天

看剧、电影、短视频

辅助驾驶/自动驾驶

31.6%

19.7%

12.0%

6.6%

5.6%

蓝牙电话

音乐/广播

辅助驾驶/自动驾驶

休闲及商务聊天

睡午觉、休息

35.5%

20.1%

15.5%

12.3%

3.9%

音乐/广播

辅助驾驶/自动驾驶

蓝牙电话

车载导航

看剧、电影、短视频

65.7%

15.9%

8.2%

6.6%

1.5%

车载导航

音乐/广播

辅助驾驶/自动驾驶

蓝牙电话

K歌

亿欧智库：2023中国智能座舱功能用户使用率（N=981）

车载导航作为目前驾驶过程中的刚需， 成为

座舱内驾乘人员最常用的功能

“耳朵经济”具有较强伴随性特点，已延

伸至驾乘出行场景，成为座舱内驾乘人员

使用频率第2高的应用

消费电子的使用习惯已嫁接至出行场景，蓝牙

电话成为舱内高频应用

座舱逐步被消费者视为“第三生活空间”，

午睡/小憩等短暂休息功能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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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65.8%

60.0%

20.0%
9.6%

配偶

孩子

父母

朋友/亲戚

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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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客作为智能座舱的另外一部分主力使用者，对于汽车座舱及功能的反馈也极为重要。据亿欧智库统计，乘客乘坐的主流车型大多集中在20万元
以下，其中很大一部分为网约车车辆。驾驶员侧统计最常搭载的乘客类型为配偶及子女，占比分别为81.7%和65.8%。

◆ 除了司机的驾驶技术之外，车内环境和座椅舒适度是影响乘坐体验的最大因素。75.4%的乘客对于车内空气净化及香氛的功能上车普及十分期待，
59.0%的乘客对于按摩、氛围灯等影响座椅体验的功能也较为感兴趣。此外，乘客专属功能如乘客音区的语音助手、单独屏幕等也逐渐成为吸引
消费者及使用者的重要功能，占比分别达到49.2%和47.5%。

来源：亿欧调研（S24.在日常工作/生活的汽车出行当中，您最常乘坐车型的价位？（例如快车：10万以下、优享：10-15万元、专车：15-20万元）？S7.除了自己，目前最经常乘坐该车的人员包括？S26.作为乘客，您希望使用/
体验到车上哪些功能？或者车上具备哪些功能与配置？）

1.5.5 配偶和孩子作为主要乘客类型，更加关注座舱的空气环境及座椅舒适度

44.3%

45.9%

3.2%

1.6%

1.6%

3.3%

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

10-20万元（含20万元）

20-30万元（含30万元）

30-50万元（含50万元）

50-100万元（含100万元）

100万以上

亿欧智库： 2023中国乘客乘坐主流车型价格区间统计（N=284）

亿欧智库：汽车最常搭载的乘客统计（N=881）

27.9%

34.4%

36.1%

41.0%

42.6%

47.5%

49.2%

49.2%

59.0%

75.4%

儿童专属功能

车机互联

女性专属功能

OMS

多模态交互

为乘客提供单独屏幕

车载语音助手-乘客音区

在线学习、办公应用

按摩、氛围灯等

空气净化、香氛

亿欧智库：2023最受乘客期待的座舱功能应用统计（N=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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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智能座舱研发环节来看，主要涉及到软件模块和硬件模块：软件模块包括操作系统基础软件（虚拟化等）、智能基础（用户画像、情景感知、多
模态融合交互等）、应用开发（Android为主）、仪表软件开发（QNX为主）、TBOX软件开发（Linux）、云服务（信息安全等）；硬件模块包
括显示硬件（屏幕、HUD等）、交互设备、摄像头、通信单元/网关、座舱域控制器等。

◆ 智能座舱由多方参与建设，座舱是出行服务的载体，座舱的智能化是目的，而网联化是关键手段。智能化主要体现在语音、手势、图像及其他生物
特征的人机交互层面。网联化则体现在支持多元异构化通信网络的数据传输和管理，为车辆提供多网络的数据接入能力，实现车辆自身数据与外界
数据的融合交互。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1 智能座舱的研发涉及软硬件模块，产品构建需多方参与共同建设

交互层
硬件

人机交互
技术

软件

驾驶舱系统 信息娱乐系统 其他系统

液晶仪
表盘

HUD
流媒体
后视镜

智能
座椅

氛围灯
音响
系统

IVI触控
显示屏

后座
娱乐系统

触觉交互 语音交互 生物识别 视觉交互

应用软件

中间件： AutoSAR

虚拟机Hypervisor

仪表OS QNX/Linux 中控OS Android/Linux

智能座舱芯片 SoC

智能化技术 网联化技术

智能决策与控制 数据传输与处理

亿欧智库：智能座舱系统架构 亿欧智库：智能座舱的智能化与网联化

智能感知

智能决策

控制执行

智
能
驾
驶

人
工
智
能

人
机
交
互 车载终端 通信网络

平台技术
大数据技术

HMI 设计软件 算法

底层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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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舱智能化进程中，大量数据信息的处理需求对芯片算力不断提出更高要求。E/E架构由分布式演进至域集中式，集成化路线带动芯片技术同样
朝着“一芯多用”方向前进。

◆ 系统级SoC芯片异构融合了CPU、GPU、NPU等重要模块，一身兼备信息处理、图像处理、AI计算等多种能力，以更高的算力和更强大的信息数
据处理能力消化越发庞杂的座舱数据，为座舱智能化提供坚实硬件基础。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2.1.1 E/E架构升级演进下的域控制器主流方案，高集成SoC芯片成为核心硬件

GW

中央计算平台

功能模块化

（跨）域集中

车载中央计算+云计算

MCU

CPU GPU NPU

SoC

云+HPC

分
布
式

域
控
制
器
架
构

中
央
集
中
式

E/E架构有序迭代演进

亿欧智库：E/E架构演进与芯片进化 亿欧智库：SoC芯片构成

CPU GPU

NPU

SoC

存储器

基带芯片

Wi-Fi

蓝牙

ISP

DSP

中央处理器，信息处
理、程序运行的最终
执行单元

图形处理器，专门做
图像和图形相关运算
工作的微处理器

神经网络处理器，采
用“数据驱动并行计
算”架构，负责AI运
算和AI应用的实现发射、接受解码基带

信号的芯片，主要完
成通信终端的信息处
理功能

图像信号处理器，处
理前端图像传感器输
出信号

数字信号处理器，特
用于数字信号处理运
输的微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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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座舱的软件架构中，应用软件是最易被人感知的部分。应用软件企业发展至今百花齐放，并通过互联网企业的生态布局，加速车载应用丰富多
元。车载导航、音乐广播和蓝牙电话是用户使用率最高的程序。亿欧智库认为，目前用户更偏好驾驶相关性高且不易造成注意力分散的简单功能。

◆ 应用软件通过HMI设计传递给用户，因此人机交互界面是人与汽车互动的直观渠道，直接影响驾乘体验。随座舱显示设备进化、车内信息增多、交
互方式多元和智能网联化，人机交互界面设计越发趋向简洁化、3D 直观化、数字化。应此趋势，HMI设计工具逐渐成为座舱产业的新热点。除了
传统的HMI设计企业，如EPIC的游戏HMI设计公司也作为新玩家入局，丰富行业玩家结构。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调研、亿欧智库

2.1.2 软件以C端应用为导向，通过HMI设计传输至交互层硬件

信息输入

信息处理

信息输出与反馈

触控屏-触控输入

麦克风-语音输入

摄像头-视觉识别……

显示屏-信息显示

音响-语音提示

方向盘-震动反馈……

人机交互界面（HMI）：人机交互可见部分

显示油耗、
续航里程

显示电池续航、电驱模块实时状态、
自动驾驶信息

◆ 驾驶信
息增多

◆ 驾驶设
备升级

传统仪表、
后视镜

数字化液晶仪表、流媒体后视镜、
HUD、智能方向盘

◆ 显示设
备演进

传统物理按
钮中控

触控中控屏、多屏化、联屏化、联屏
一体化

◆ 交互方
式增多

物理按钮控
制

数字触控、语音交互、生物识别、视
觉交互

◆ 智能网
联趋势

车机独立
座舱电子部件智能化、多设备连接、

多智能终端互联

HMI设计需要注重信息可视化，以易于理解的形式显示、反馈重要信息；以清晰简短的

路径降低操作负荷；以2D/3D图形引擎呈现高级视觉效果；以多模态交互降低视觉负荷

企业 产品 产品特点

中科创达
（Rightware）

Kanzi One
(1)与安卓系统完美兼容；(2)强大的渲染力和

3D图形引擎

CANDERA CGI Studio 3.10
(1)能够提供用户友好的界面；(2)2D/3D显示和

动画高性能显示

Altia Altia Design 13.2 集成了全部流行图形工具中的2D/3D原图

Elektrobit（EB） EB GUIDE 6.11
语音、触摸和手势控制功能实现直观的图形化

2D或3D用户界面

Qt
Qt Design Studio

2.1
(1)3D视觉效果；(2)设计和开发人员都可使用

Epic Games Unreal 虚幻引擎 实时交互渲染，画面显示效果优秀

Unity 
Technologies

Unity 3D引擎 高性能灯光、图像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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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9.5%

23.4%

34.6%

56.3%

80.2%

83.8%

87.7%

游戏

K歌

线上社交/购物

视频

辅助驾驶

蓝牙电话

音乐/广播

车载导航

亿欧智库：2023车载应用软件用户使用率 市场主流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企业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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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机信息向驾乘人员的传输，通过多模态交互得以实现，车内得以落地。同时，具体功能以用户场景需求为导向，以软硬件升级和交互算法迭代为
支撑，不断完善、优化人机交互体验。

◆ 其中，安全驾驶是核心场景，多模态交互在此场景中降低眼和手在非驾驶相关功能操控的参与度，凝聚驾驶员注意力，从而提升驾驶安全性。休闲
娱乐场景更加丰富，多模态交互在这类场景中旨在为用户提供操控更便捷、驾乘更舒适、娱乐更多元的座舱体验。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2.1.3 交互层硬件信息通过多模态技术，实现以场景需求为导向的功能输出

实现功能 用户需求与使用场景交互层硬件

驾
驶
舱
硬
件

液晶仪表

流媒体后视镜

HUD

……

信
息
娱
乐
硬
件

中控屏

后排娱乐屏

……

其
他
座
舱
内
饰

氛围灯

座椅系统

音响系统

空调系统

……

语音反馈：通过车内语音助手、音响反馈
信息，如语音导航

人机交互技术

触觉交互

生物识别

虹膜、人脸、

声纹、指纹、静脉

语音交互

视觉交互

车内监测：DMS、OMS、FACE ID

手势指令：通过手势指令控制中控屏、
使用多媒体；手势控制车窗、空调、车
灯、座椅、音响等座舱内饰）

语音控制：通过语音接听/挂断电话、使用
多媒体、开启导航；声控空调、车窗、车
灯、座椅、音响等座舱模块

触摸控制：触控屏幕

触觉反馈：方向盘震动提示、方向盘加热、
音乐座椅、座椅加热

视觉反馈：驾驶信息能够在液晶仪表盘、
HUD上显示；其他信息能够在中控屏等
显示器上显示；车内灯光变化

安全
驾驶

休闲

娱乐

以其他方式控制车机，减轻眼手负担

明确、精简显示ADAS等重要驾驶信息

针对危险行为做出及时反馈、提醒

睡眠

冥想

影院

游戏

KTV

放松

智能音响 后排大屏

外连接口 视听享受

氛围灯光 ……

座椅加热

智能灯光

座椅按摩

智能空调

……空气净化

亿欧智库：交互层硬件、人机交互技术、实现功能与场景需求关系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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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流量见顶，红利消失，以阿里巴巴、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科技巨头

寻求向产业互联网转型以拓展利润空间；

汽车智能化变革带来新的产业入局机会，汽车产业万亿市场空间使其成为互联网科技巨头

转型产业互联网的绝佳实践场景。

20

◆ 智能座舱产业近两年的发展变化之一就是互联网科技巨头的争相加入。对于阿里巴巴、百度等企业而言，汽车产业是其从移动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
转型的重要阵地之一。依托自身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构建的软件应用生态以及云计算服务生态优势，逐步将生态延伸至汽车产业端。

◆ 相较于造车新势力，互联网科技巨头的造车业务具备雄厚的资金储备、领先的数字化技术积累、深厚的技术人才储备与丰富的软件应用生态等多重
优势。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入局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座舱市场热度，且互联网科技巨头持续的资金与技术投入，大大推动了创新技术与产品在座舱领域
的落地与上车应用，加速座舱智能化发展。

来源：亿欧智库

2.2.1 互联网科技巨头加速布局汽车业务，多重优势激发座舱热度，推动创新技术落地应用

雄厚的资金储备优势

O1 “造车”业务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相比于造车新势力，互联网科技巨头的造车业务有来自母公司

的雄厚资金储备支持优势

领先的数字化技术与人才储备优势

O2 在已有业务的发展过程中，互联网科技巨头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化技术上积累了领

先的技术优势与深厚的人才储备

丰富的软件应用生态优势

O3 以阿里巴巴、百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形成了手机端丰富的软件应用生

态，在打造车端软件应用生态具备天然优势

互联网科技巨头布局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优势显著 近年来，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智能座舱

➢ 百度在智能座舱领域的发展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为B端车企提供解决

方案，二是自研自用，直接应用在自有的“集度”汽车上。

➢ 腾讯一方面增加了车机导航、位置分享等C端应用基础功能；另一方面

全民K歌、腾讯会议等C端产品也逐步上车。在手机端，推出“腾讯出

行服务”等小程序产品，实现手机与汽车场景的连接。

➢ 华为基于麒麟芯片和鸿蒙操作系统，打通人、车、家全场景，实现了手

机、汽车及其他智能终端设备之间更深程度的互联。

➢ 微软率先进入智能座舱的语音助手领域，提供情感计算为主要优势的小

冰智能座舱解决方案；2022年，针对自动驾驶打造端到端完整的自动驾

驶开发支持解决方案，实现自动驾驶开发数据闭环。

➢ 阿里巴巴和上汽合资的斑马智行发布AliOS智能驾驶系统内核，于2021

年实现量产落地。

➢ 苹果打造Carplay功能，将手机功能投屏到汽车上使用，支持通讯、娱

乐及导航功能；2023年即将推出的新版可读取手机处理后的车辆信息，

车载收音机和空调等也可直接通过CarPlay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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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智能座舱发展逐渐步入成熟期，消费者的享受阈值不断提升，亿欧智库观察到，产品端更多的功能模块参与到提供深度沉浸式体验中来，包括
视听模块、语音交互模块、车大灯模块等。

• 视听体验方面，整体品质逐步升级，声音质量继续向无损音乐，高清晰画质，大功率功放等方面迭代升级；内容也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影音需求。

• 语音交互体验向“主动式”、“情感化”发展，“人性化”的智能AI取代了过去冰冷的机器声。

• 随着车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突破，原本主要承载照明功能的车灯也加入到了智能座舱领域，协同其它功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场景的体验。

2.2.2 功能模块向场景化设计发展，深度交互体验趋势明显

智能语音交互体验不断升级 车灯交互推动内外兼修沉浸式视听体验渐成焦点

沉浸式的超强视听体验，声光影的配合，成为了各车企产

品主打的重要卖点之一，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消费者对

于视听娱乐的享受阈值不断提高，视听领域的供应商通过

和车企合作，打造适配性更高的沉浸式视听体验。包括车

内氛围灯、座椅震动和超大屏幕与全面升级的音响系统共

同打造了身临其境的 5D 影院式环绕体验。

作为智能座舱最重要的交互手段之一，智能语音一直是智

能座舱的核心功能之一，并且在中国市场上具有极高的渗

透率。众多车企都在开发极具品牌特色的语音交互功能。

车灯从最初的安全件和外观件，逐步延展至智能件，交互

属性和智能化属性不断增强，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舒适愉悦

的驾乘体验。

✓ 灯语的出现为车内与车外的交互打开了大门，车灯投影也

为智能座舱拓展了新的使用场景；氛围灯布局由车顶、车

内底部、车门等位置向全车舱的环绕式布局发展。

氛围灯 座椅互动

环绕音箱 超大屏幕

沉浸式
体验

收音机/

碟片听音乐

✓ 反馈互动更具特色，或温暖、或调皮、或幽

默，与之前相对单调的机器声有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且这些特色能够与车辆本身的定位

相结合，差异化地反映了产品和品牌特色。 蔚来Nomi

高合 HiPhi X 率先使用由PML

可编程智能大灯和 ISD智能交

互灯两大创新设计的核心灯组，

不仅具有发光照明的功能，还

可以集成其他功能，比如交流

功能、用户自定义画面等。

✓ 高识别率已经成为标配，无法高质量地识别驾驶员 / 乘员

指令的语音系统完全无法被消费者接受；

✓ 分区识别及交互逐渐成为主流，领先车型已经能够非常准

确地识别语音指令来自车内哪个方位并执行操作；

✓ 自然语义识别功能让驾驶员 / 乘员可以自由打断语音助手

并获得新的反馈，语音助手也具备了持续对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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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座舱概念前几年热度居高不下，相关企业范围极广，但同时也伴随着市场中不同的声音和观念。例如，车载游戏热度高涨，各大主机厂也先后
试水，各类游戏以及3A大作均可以在车内畅玩，但质疑的观点认为这与汽车产业的发展逻辑相悖。在座舱显示方面，中控大屏还是多联屏的显示
方式也成为了企业争议的焦点。一方面屏幕的面积在增大，另一方面屏幕的数量也在同步增长。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2.2.3 行业热度居高不下，产业整体在争议中前进

特斯拉Model S的发布标志着汽车进入了“智能大屏时代”。随后，车载显示逐步向更大尺寸、

多屏化方向发展，10英寸以上中控屏成为主流，为消费者带来更豪华和更舒适的感觉。同时，

一块屏幕的设计能够让驾驶员更好的集中精力，有的厂家在消费者进行性能驾驶时甚至会利

用升降屏功能减少屏幕面积，增加驾驶员视野，聚焦车辆数据。

但另外一端，部分厂家认为一块屏幕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所有使用需求，副驾屏和后排屏便

应运而生。多个娱乐屏的应用进一步增强和丰富了智能座舱的娱乐属性，在移动娱乐空间和

游戏空间方面的体验也越来越好。

随着智能驾驶的不断发展，智能座舱娱乐性功能得到持续开发。以特斯拉为先驱，陆续推出多

款游戏，力图打造“游戏座舱”。 其他主机厂紧随其后，包括小鹏、奥迪、奔驰、理想、长城、

比亚迪等多家车企纷纷开始布局车载游戏。

部分企业认为车载游戏的需求并未得到释放，随着自动驾驶不断成熟，车载游戏需求将迎来高

速增长。而另一部分企业则认为，车载游戏会过多的干扰驾驶行为，且大型游戏会占用较多算

力，车载游戏并不应该作为车企发力的主要功能之一。

主机厂 推出时间 游戏布局 主机厂 推出时间 游戏布局

特斯拉

2018
《导弹司令部》、《小行星》等

像素游戏
长城汽车 2022 《战姬前线》、《星城捕鱼》

2019 推出Arcade游戏平台 奥迪 2022
座舱支持体验来自holoride的

XR全息娱乐内容和体验

2021 引入3A大作《赛博朋克2077》
小鹏汽车

2020 《阴阳师》

2022 上线Steam游戏平台 2022 移植手游《汤姆猫跑酷》上车

奔驰 2019 《Super TuxKart》卡丁车游戏 理想 2022 后排可支持Switch等游戏

蔚来 2021
发布搭载了应用AR/VR技术的全

景数字座舱PanoCinema
埃安 2022

推出游戏套装，包含手柄及安
装包

比亚迪 2022 用方向盘、刹车、油门操控游戏 问界 2022
《汤姆猫总动员》、《王牌竞

速》

部分主机厂座舱车载游戏布局现状

多屏 单一大屏
美观、设计感强、

有助于集中精力
功能丰富、分工明确

座舱车载游戏争议纷纷，市场需求是否能够释放 座舱显示分歧不断，多屏 vs 少屏有待市场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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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集成的软硬件支持

智能座舱交互场景相关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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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智能座舱产业图谱目前包含供应商、主机厂、“泛生态圈”相关企业。

◆ 其中，供应商包含传统的Tier1、Tier2及Tier0.5。其中Tier0.5是供应商结合自身提供的不同产品类型，不断切换身份，导致产业边界渐趋模糊而
兴起的中间层，作为主机厂与上游之间的纽带，向上提供部分集成的软硬件，向下提出定制化需求。主机厂仍旧是汽车智能座舱生态链最终的整合
方。另一端，智能座舱越来越重视场景的应用，越来越多的智能座舱“泛生态圈”企业与主机厂进行合作，打造更好、更多样化的智能座舱产品。

来源：亿欧智库

亿欧智库：汽车智能座舱产业生态图谱

2.3 主机厂携手上游供应商及“泛生态圈”合作伙伴，共建智能座舱产业生态图谱

Tier 1：车载娱乐、信息系统、驾驶信息系统等

主机厂：整车生产与组装

合作拓展生态

Tier 0.5：座舱解决方案集成

智能座舱交互场景“泛生态圈”相关企业

移动出行、智慧交通服务商

车主服务提供商

本地生活服务商

提出定制需求 提供技术验证平台提供产品支持

提出定
制需求

Tier 2：硬件、软件供应商

向下游供应商提出需求提供软件、硬件支持

提出定
制需求

提供部件

提供生
态合作
支持

提出合
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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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棱镜全息是中国领先的全息光学科技公司之一。作为全息显示Tier1供应商，致力于车载光学研发及全息科技创新应用，深耕无介质全息显示科技
及光场显示科技领域。通过车内AID全息空中智能显示与车外HUD融合应用，构建整车无屏化解决方案。

来源：棱镜全息、亿欧智库

2.4.1 棱镜全息：以无屏化解决方案，打造出行元宇宙

基于无介质全息显示科技推出AID(Aerial Holo Intelligent Display)全息空中智能显示系统。

①AID产品通过微纳光学成像及微结构光场重构技术，无需任何介质，在空中实现3D视效的高保真全彩

高清实像，分辨率、色域、响应速度、工作温度范围匹配使用场景；

②亮度>10000 Nit，不受环境光影响；

③体积小，支持车内灵活空间部署，成像尺寸可定制化动态调整；

④结合多模态交互在空中平视显示，实现所见即所得的最佳人机交互模式；

⑤结合全息数字虚拟人，满足驾驶端、副驾驶端及后排各应用场景的拟人化、情感化交互；

⑥产品涵盖全息仪表、全息中控、全息车载虚拟人、全息后排显示等，满足智能出行、办公、社交娱乐

等功能，支持OTA升级。

基于自研光场显示科技打造HUD系列产品，包括W-HUD、Mini AR-HUD和 AR-HUD。

①AR HUD产品采用超薄宽视角光场显示模组，在小体积内实现大FOV平行光，满足大尺寸影像

需求，分辨率、色域、响应速度、工作温度范围匹配使用场景；

②亮度>10000 Nit, 不受环境光影响；

③超大画幅全彩高清显示，效果逼真，达沉浸式影院级显示效果；

④结合AR引擎，提供仪表信息显示、SD导航信息辅助、AR导航指引、车道偏离预警、变道指引、

障碍物碰撞预警等智能驾驶服务，提升驾驶安全。

应
用
场
景

全息仪表

驾驶端

AID——无屏时代下的人车交互新形态

HUD系列——小体积大FOV的抬头显示新实践

副驾驶端 后排

应
用
场
景

驾驶端 副驾驶端

车内AID操控车外大画幅HUD，实现车内外场景联动，打造无屏化数字智能座舱。

核心优势：①轻量化、扁平化设计，设备体积小，易于部署；

②提供涵盖软硬件内容一体化+多模态交互的全栈式整体解决方案。

24

AID 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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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座舱产业生态不断拓展，众多生态圈企业及相关产品技术正逐步纳入座舱的“朋友圈”。自动驾驶的主战场在城市，而智能座舱的应用场景也
以城市为核心，只有面向用户需求、能够持续运营的产品，才能够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座舱市场脱颖而出。

◆ 美行科技融合了智能座舱与自动驾驶，基于其驾驶导航领域的深厚经验，拓展智能座舱、智能网联、人车共驾、高精度地图等方向业务。通过技术
升级和生态延展，打造了互动式车载操作系统——LIO。

◆ LIO系统连结了整车制造商和互联网生态，围绕用户兴趣视角，以整车制造商技术规划、产品规划和服务延展为导向，同时融合互联网生态的内容，
为整车制造商的创新应用以及多样化场景服务提供可信赖的产品和服务，打造全方位的车联网生态系统。

来源：美行科技、亿欧智库

美行科技：从用户兴趣出发，实现基于位置的智能运营

2.4.2 美行科技：融合智能座舱与自动驾驶，打造基于场景生态的车载OS

LIO

Interaction

互动

Local

本地生活服务

Interest

用户兴趣内容

Omnipresent

随时随地触达

Location

基于位置的场景化服务

Intelligent

基于兴趣的智能推荐

Operation

基于数据的服务运营

用户视角 车企视角

兴趣无处不在 位置智能运营

兴趣地图，建立触点 服务找人，促进活跃

兴趣空间，紧密联系

售后运营，提升消费 社群为营，裂变传播

围绕用户增长，构建互动式车载操作系统LIO

发现用户兴趣，并通过提供相应服务，

重塑“车生活”信息服务空间，建立生

态服务与用户的触点

基于场景感知，为用户智能推荐兴趣内容与

服务，促进用户活跃。包括：自车周边推荐、

沿途兴趣推荐、出行决策辅助等。

构建兴趣互动社区，

提升用户与品牌的

亲密关系

售后服务到车，促进回厂消费，包括保

险、保养、维修、新车试驾、二手车交

易、改装服务、数字客服等

基于用户出行场景的内容智能创作，车企

私域阵地潮玩+公域传播裂变，促进品牌价

值裂变式传播

服务智能重组，

面向兴趣的内容

与服务推荐爱美食岛 地图兴趣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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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座舱发展至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注意到应该以最终的消费者使用场景为核心进行研发。场景即是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下发生的有始有终的事情片
段。用户的生活可以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场景。智能座舱作为面向C端的产业，因为其应用属性，让消费者更愿意为“场景”买单。

◆ 如今，座舱产品从最初的单一驾驶场景到丰富多元的休闲娱乐场景，相关功能模块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及资本市场的目光，搭载了不同应用场景功能
的座舱产品层出不穷。亿欧智库从两个维度来归纳总结现有智能座舱的常见应用场景，分别为：驾驶相关性和场景泛化度。

◆ 在场景的导向下，汽车和用户才能建立主动交互模式。车在什么场景下扮演什么角色，和不同人说话，对话的内容、推送的内容都在向着差异化、
定制化、情感化的方向发展。

来源：亿欧智库

亿欧智库：智能座舱常见应用场景梳理示意图

3.1 智能座舱迈入“场景为王”时代，场景引导下的功能模块逐渐受到车企重视

场景泛化度

驾
驶
相
关
性

短途
通勤

休闲
场景

高速
驾驶

睡眠
场景

日常
生活

泊车
场景

娱乐
场景

迎宾
场景

会谈
场景

社交
场景

居住
场景

学习
办公

户外
场景

家庭
出行

高级
自动
驾驶

用餐
场景

健康
医疗

辅助
驾驶

车企和座舱供应链相关企业纷纷向“场景”靠近

小鹏P5为消费者打造了智能第三空间下的娱乐、睡眠、户外、生活以及DIY五

大应用场景，带来智趣无忧的全新智能汽车使用体验：

娱乐场景 睡眠场景 户外场景 生活场景 DIY场景

华为自HarmonyOS发布以来，联合各行业的头部合作伙伴，围绕五大场景，

为消费者打造设备无感连接、信息内容无缝流转的全场景智慧生活：

智慧办公 运动健康 智能家居 智慧出行 影音娱乐

场景引擎搭载上车，推动智能座舱向主动式服务发展

斑马智行率先提出“场景引擎”的概念，旨在于信息爆炸的时代为用户提供车上智能化服务

的最优解。相较于传统的车上服务由后台定义、千人一面，如今的AI场景引擎能够提供个性

化的主动服务，满足千人千面的用车需求。业内现已有多家企业开展场景引擎相关工作：

……

上下车
场景

美行科技基于场景智能，为用户智能推荐个性化的兴趣内容与服务：

出行场景感知 车主兴趣推荐 出行决策辅助 关注智能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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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原住民”Z世代和逐步组建家庭的Y世代，正成为智能座舱消费主力军。

◆ Z世代生长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信息技术不断成熟的时期，他们在较为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海量的信息与商品供给，而座舱的智能化发展正
在逐步受到以他们为代表的消费者认可。可以看到，年轻化群体对于座舱的智能化发展需求更加显著。过去十年的消费主力军Y世代，仍然具有极
大的消费力，他们正在迈向下一个人生阶段——家庭。

◆ 此外，在以易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为特点的乌卡时代下，不同的消费群体被逐渐激活，社会供给方需要提供不断创新的产品才能满足不用人群
的个性化需求。

来源：亿欧智库

3.1.1 多种场景下，“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和逐步组建家庭的Y世代成为消费主力军

当下智能电动汽车用户主要标签

Z世代

家庭

白领

女性

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因此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热衷

于新科技，天生具有屏幕社交天赋，乐意尝鲜新奇的互动体验。因此，对于

智能座舱的新产品、新功能，更容易接受、愿意尝试。对于颜值、设计、娱

乐等方面的要求极高。

出生在1995年至2009年的“Z世代”，正逐渐崛起成为智能电动汽车的主要购

买力。

“上班族”对于汽车座舱的需求，是除了家与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

是疲惫的工作与繁琐的日常之外的私密、休憩、娱乐、体面等具有强烈的诉

求。因此具有午休、影音、洽谈等功能的智能座舱正逐渐成为市场上的“大

势”，吸引消费者。

智能电动汽车的使用者大多是日常工作的“上班族”，汽车是他们日常在家与工作

场所之间通勤的必备工具。

面对三口、四口甚至更多成员的家庭，汽车内的座舱空间需要满足不同乘客

的多样化需求。随着国家开放的多胎政策，越来越多的智能电动汽车用户有

了“二胎”、“三胎”，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可以满足婴幼儿需求的座舱空

间，是购车的重要考虑因素。

汽车对于家庭客群来说是相比于单身客群更为刚需的“生活必备品”。

随着女性车主的比例逐年提升，汽车和座舱产品需要面向新崛起的女性消费

群体提供根据个性化的产品。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同样拥有独立的经济能

力和用车需求。但同时，她们的需求更为细分，且更愿意为“悦己”的产品

与功能买单。

女性力量的觉醒与表达，让“她经济”在近些年正逐步成为新的消费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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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座舱智能化发展从消费者应用场景出发，带给驾乘人员最容易感知的智能化体验；消费者需求从最开始对于功能汽车安全性、舒适性等生理需
求，逐渐发展成现在的情感与归属需求以及尊重需求，希望可以将更亲密的社交关系将从手机延伸到座舱内。

◆ 据亿欧智库统计，对于影响购车的十余个参考因素当中，智能化程度占比10.3%位于第四位，仅次于价格、品牌和能耗。具体的消费者需求偏好方
面，综合驾驶员、乘客及潜在需求用户的调研结果，排在第一位的需求是高级辅助驾驶（包括自适应道路巡航、道路拥堵辅助等功能），DMS及
智能方向盘紧随其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消费者对于全新的智能化功能需求较为强烈。

来源：亿欧调研（S18.购买新车时，您会注重汽车的哪些因素（按照由重至轻的顺序排序）？S14.若您的车可以通过升级，搭载新的功能，以下哪些座舱配置是您希望体验或者感兴趣的？S20.以下哪些车内座舱配置是您作为驾驶
员希望体验或者感兴趣的？S26.作为乘客，您希望使用/体验到车上哪些功能？或者车上具备哪些功能与配置？S30.购买新车时，以下哪些车内座舱配置是您希望车型具备的？)

3.1.2 消费者需求也因使用场景的丰富而不断升级，C端市场催化座舱加速智能化发展

生理需求

安全舒适需求

情感和归属需求

尊重需求

自我
实现

消费者新需求

✓ 个性化：

车辆将将针对不同用户身份定制化设计，作

为“情感伙伴”能够提供主动式服务

✓ 认同：

希望通过车辆凸显社会定位，同时将车

辆作为“第三空间”

✓ 社交：

更亲密的社交关系将从手机延伸到

车辆，车辆成为社交场所之一

✓ 舒适：

使用车辆更加舒适和便捷，开始

关注座椅、音响等

✓ 安全：

车辆装配更多安全性配置

和功能

消费者对于座舱需求认知从简单的生理与安全相关的
需求逐渐发展成为个人个性化与自我意愿的满足

需
求
认
知
变
化

亿欧智库：2023中国消费者购车参考因素(N=625) 亿欧智库： 2023智能座舱消费者需求偏好(N=981)

0.4%

1.0%

1.5%

1.6%

2.9%

5.5%

9.0%

9.1%

10.3%

13.2%

25.7%

26.9%

豪华配置

购买体验

内饰设计

功能种类

外观形象

车型尺寸

动力表现

车型安全性

智能化程度

车型能耗

车型品牌

车型价格

30.4%

34.4%

34.7%

36.0%

47.3%

49.2%

50.2%

54.8%

54.9%

55.1%

55.7%

56.4%

57.8%

58.1%

59.1%

67.4%

73.3%

在线学习、办公应用

女性专属功能

儿童专属功能

香氛、按摩、氛围灯等

OMS

手机远程控制

车联网智能家居

车内娱乐

多模态交互

智能抬头显示

空气净化及消毒

OTA

中控大屏/连屏/多屏联动

车载语音助手

智能方向盘

DMS

高级驾驶辅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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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座椅：灵活调整，实现不同场景切换 流媒体后视镜：新型交互，更广视角、更小阻力智能表面：打造全场景的沉浸式交互

30

◆ 当汽车发展迈入“智能化”，座舱的演进也多了很多新环节。在原本传统机械式操作的基础上进行智能化改善，使原本平平无奇的制造环节成为了
智能座舱产业链中重要的一部分。这其中就包括如智能表面、智能座椅、流媒体后视镜等。

• 智能表面：从传统的人机交互机械按键，到由一体化的多感官交互反馈，在保证美观的同时，还能防尘、防水、防误触；

• 智能座椅：汽车座椅作为“移动第三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朝着智能化等方向演进；

• 流媒体后视镜：为提升汽车的安全性需求，拥有更高准确性、更大显示角度的流媒体后视镜应运而生。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3.1.3 场景应用催生全新制造环节，满足甚至创造多样化消费需求

智能表面是驾驶方式不断演变的新环节与方向，

提供可由用户自己设置的灵活界面。

理想L9在方向盘上方加入了一个小尺寸的TouchBar 触

控面板。通过5屏触控、 6颗麦克风和 3DToF传感器，配

合多模态3D交互技术，把智能车的视听和娱乐体验提升

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威马M7的“i-Surf科技皮肤”智能表面材料采用了超细

混纺编织工艺，质感犹如羊毛混纺，同时又具有透光特

性，与柔性屏结合，可现实自定义文字或图片。

操作图标与内饰和谐匹配，满足整车造型的诉求和人机界

面品牌要求。未来汽车门饰板、仪表板、方向盘、天窗模

块、照明系统等都可以成为智能表面。

特斯拉Yoke方向盘采用了无痕触控板+滚轮组合，左右

转向灯、远近光灯、鸣笛和车窗清洗都是触控操作。线

性马达实现的触觉反馈可带来逼真的振感反馈。

环保座椅

零压座椅

靠背可以根据乘客体型、

坐姿的变化，感知压力分

布，进行自适应调节

头枕可以自动识别乘员

头部位置，智能调节头

枕高度

律动座椅

位置移动可与片源情节联动，

可随乐曲节拍振动

传感器主要通过安装在座椅内部的非接触式传感器，自动感知心跳、

呼吸等健康指标，然后自动提供与身体状态匹配的智能调节，如按

摩、音乐播放、氛围灯控制等

表面不仅能通过触控代替

传统按键进行座椅控制，

还可以显示信息

折叠座椅 移动座椅

婴孩座椅 女王座椅

未来，汽车座舱不仅仅局限于乘坐，汽车内部

可以通过座椅的灵活调整、多样化功能的实现，

进行不同场景的切换，满足人们的需求。

……

传统外后视镜

◼ 视野宽度较小，视觉盲区较

多，且在夜间驾驶观察时，

容易出现眩光的现象

◼ 在恶劣天气驾驶时，传统后

视广角镜会带来视觉上的误

差，需要左右仔细观察后才

能发现障碍

流媒体外后视镜

流媒体后视镜是一种新型的“间接视野装置”

（简称CMS）。2023年前在国内多以一块安

◼ 大小是传统后视镜的1/3，

迎风面更小，从而降低

风阻、减小风噪

◼ 摄像头相比传统外后视

镜拥有更广的视角

◼ 通过搭载独立芯片来进

行额外的图像处理（自

动调整摄像头视野等)

装在汽车内部的显示屏幕的形式出现，2023年后，搭载

流媒体外后视镜的车型将正式上市。

◼ 加宽车身，增大迎风面，使

前进阻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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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欧智库认为，一方面，中国整体市场近些年变化迅速，大环境下的黑科技产品及技术层出不穷，消费形式、主体也变得多元化。对汽车行业而言，
车内元宇宙时代已经到来，汽车座舱则被认为是元宇宙的重要入口。蔚来汽车的“蔚宇宙”、奇瑞的“OMODA元宇宙”、上汽的“Z-Universe”
等，多家车企都注册了元宇宙的相关商标；越来越多的AR、VR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车内的交互方式；5G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更好的网联信
息与通信效率，为智能座舱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核动力。

◆ 另一方面，除了随着宏观市场的变化，智能座舱产业本身涉及到的核心技术，也正在随着企业的研发脚步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不断有新的技术和产
品诞生，推动着产业的向前发展。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3.1.4 不断面世的新技术和升级压缩的迭代周期，回应不同消费场景需求

座舱芯片性能持续释放，以便搭载更多功能

近年在技术快速发展下，座舱芯片的性能持续释放，迭代

越来越快，新产品发布周期从过去的3-5年左右，到现在

新品基本在1-2年。制程工艺也越来越先进。

加速向信息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

主要企业座舱 SoC发展及规划

高通

三星

英特尔

英伟达

NXP

德州仪器

瑞萨

地平线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Exynos 8890 Exynos Auto V920
V720

V520
V320

A3900 A3920 A3950、A3960

Parker Xavier Orin Atlan

i.MX 6 i.MX 8M i.MX 8.5/i.MX 10x

Jacinto 6 J6 entryJ6 J7

R-Car E2 R-Car V3H

征程2 征程3 征程4 征程5

5G、元宇宙等市场新兴赛道催生座舱新技术

随着中国整体宏观市场的变化，包括5G基站的铺设覆盖、

元宇宙世代的到来等，智能座舱也随着大洪流积极前进，

诞生出不断适应市场的新技术。

中国市场

整体新兴技

术及方向催

生智能座舱

新技术

元宇宙

5G
座舱通信网络传输技术速度

及效率提升

其他

双碳

XR技术促进交互技术及

产品不断更新

汽车座舱向电动化、智能化、

轻量化发展

智能座舱多样化、定制化的

功能提升

通过分时复用技术，行车功能与泊车功能可以在一

颗相对较低算力的SoC上实现，需要时进行切换，

以此控制整个硬件的算力成本。

分
时
复
用

H
U

D

升
级

HUD 逐渐从传统的 C-HUD 向W-HUD、AR-

HUD演进，显示效果更加一体化、信息内容更加丰

富，随着终端车厂加快HUD 前装的推广，HUD的

渗透率不断提升。

C-HUD
显示板在仪表

板上方

W-HUD
讯息投影在前
挡风玻璃上

AR-HUD
AR与HUD技术

融合

行车模式 泊车模式模式切换
C

h
a
tG

P
T

ChatGPT的轰然问世，对于智能座舱而言也是毫无

疑问的新风口。紧随其后推出的百度“文心一言”，

集度、长城、吉利、红旗、零跑、岚图等多家车企

纷纷官宣接入，汽车机器人实现自然交流再进阶。

R-Car M3R-Car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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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智能手机一样，汽车除了最基本的安全及生理需求外，近年来座舱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性和情感体验上。更加主动、灵敏、情
感化的“类人”交互模式，是智能座舱在很长一段发展周期内的里程碑式目标。以造车新势力们为首，通过满足及延展消费者需求，在提升消费者
体验方面推出了很多新功能，比如在线的信息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汽车成为社交娱乐的第三空间；移动办公、休息、露营等等。

◆ 亿欧智库通过总结市场上现有的智能电动汽车及其智能座舱的新功能，将其归纳为四个层级：满足安全、生理需求的驾驶相关功能；满足营造更为
舒适环境需求的功能；满足更高层次情感需求的功能；和满足社交身份的个性化功能。

◆ 但层出不穷的功能也备受质疑，“堆砌、赘余、伪需求”的市场声音源源不断。

来源：亿欧智库

3.2 新市场催生新功能，智能座舱功能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热度与质疑一路并行

行车强相关行车弱相关

安全、生理需求

舒适需求

情感需求

社交身份需求

座椅
加热

座椅
通风

座椅
按摩

温度、
湿度
感知

DMS

语音
交互

自动
泊车

夜视
系统

HUD

中控大屏
\连屏空气

净化

智能
方向盘 路径

规划

路况
信息

车路
协同

……

OTA

远程
控制

音乐

观影

睡眠

灯语

天幕
投影

虚拟人

社交
洽谈

餐饮

移动
办公

游戏
娱乐

高精
定位

本地
生活

智能
家居

户外
露营

迎送客美妆

香氛

人脸
识别

健康
监测

亿欧智库：2023中国市场常见智能座舱功能总结

主动
服务

移动
支付

K歌
聚会

商务
谈判

小型
会议

娱乐过度、实用不足

一些企业会为了凸显差异化而“强

行”增加座舱的智能化功能。在没

有充分理解交互功能实际用途的情

况下，甚至直接移植智能手机中的

各项功能到车机系统，使智能座舱

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 娱乐功能>辅助驾驶功能

◼ 功能繁杂，令消费者无所适从

◼ 功能堆砌、拼盘化严重

◼ 实际使用率高的功能不好用

◼ 手机功能与车机系统错配

◼ 交互模式不成熟……空气
悬架

行车
记录

可变结
构座椅

智能
表面

声音
复刻

流媒体
后视镜

电子外
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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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舱功能层出不穷、甚至令人无所适从的市场状况之下，智能座舱相关企业需要重新审视其产品与功能，通过场景将用户需求与智能座舱功能进
行精准对接，以打造满足用户“真需求”的实用、好用的座舱产品。

◆ 亿欧智库认为，智能座舱产业可以说是伴随着应用场景一起发展的，基于对人、车、路不同的场景需求，牵引着5G车联网、人工智能和AI等技术
的发展；同时，随着技术不断的进行更新与迭代，甚至超越了消费者的诉求，催生出了新的交互场景；而后，不同的场景进一步成为反哺智能座舱
产业的“土壤”，形成“产业→需求→技术→场景→产业”的良性循环。

亿欧智库：“场景导向”的智能座舱产业发展解析

3.3 座舱技术与交互场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打造产业良性循环

语音交互、手势交互、仪表盘使用场景、停车、倒车

场景、上下车场景……

驾驶场景、长途旅行、短途通勤、拥堵场景、高速领

航、导航路线规划……

影音休闲场景、游戏娱乐、午间休憩、社交谈话……

对车智能：基础车控场景

对路智能：驾驶安全场景

对人智能：信息娱乐场景

技术 场景
催 生 牵 引

技术场景
促 进反 哺

导航、高精定位、DMS、HUD、生

物识别、语音交互……

5G-V2X、智慧停车、车路协同、自

动驾驶……

车载影音、游戏、小程序、休憩、充

电补能……

来源：亿欧智库

智能

座舱

产业

推

动

促

进

需求

智能

座舱

产业

技术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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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整车智能化的深入发展，L2+及以上的高等级智能驾驶功能加速上车。“人机共驾”阶段，疲劳驾驶、驾驶分神、激进驾驶等主观因素成为公
路事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DMS驾驶员监测系统通过系统感知与理解人类司机实时状态，成为保证驾驶安全的关键所在。

◆ 在DMS发展初期，简单的被动式监测被用于实际场景中，但监测的情况和准确率并不理想。而后，在需求和场景的推动下，DMS功能随着软件算
法的提升以及硬件设备的搭载，逐渐发展为一体式的座舱监测系统（IMS），覆盖更广的监测范围并融入更多的感知功能，例如乘客监测、儿童遗
落检测等。在为驾乘人员提供智能座舱全场景监测方案之外，同时提升了产品整体的溢价能力。

3.3.1 DMS→IMS，场景驱使智能座舱与智能驾驶功能逐渐融合开发，产品形态全面升级

“需求-技术-场景”驱动模型下的智能座舱驾乘空间监测技术发展示意
技术向使用场景更广、感知方式更多样发展

智能座舱监测（IMS）

DMS

OMS

✓ 面部/头部跟踪

✓ 疲劳辅助驾驶

✓ 检测未经授权的乘客
与车内物体

✓ 儿童检测

◼ 娱乐体感差异化服务

融合全座舱传感器的采集数据，综合分析乘员的需求与偏好。配合音频、视频、空调、座椅

等配置，为不同乘员提供偏独立的娱乐空间。

◼ 空间切换适配不同场景

根据乘车人数，灵活安排座椅配置方案；灵敏感知乘员坐姿变化，自动调节座椅角度与体感

温度，并进行按摩，舒缓肌肉；根据不同场景，切换会议、休闲、家庭、私人休憩等模式。

来源：寅家科技、Momenta、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需求/

DMS

辅助驾驶

被动式监测

场景应用

精准监测需求

主动式监测

场景验证

OMS

进一步验证

技术升级……

需求促进技术：AI视觉技术快速发展，依托人脸面部识别技术，基于红外技术和视觉摄像头的

非接触式、低成本、高度智能化的主动式视觉DMS技术应运而生，并成为了当下主流技术路线

技术牵引需求：初期的被动式技术存在误报率高、智能化程度低等缺点，用户需要更精准的监测

技术催生场景：当汽车成为第三空间，不仅仅是驾驶员需要监测，后排乘客、儿童等也需要监测

DMS技术诞生：“人机共驾” 提升驾驶安全需求，DMS成规避驾驶风险优质解决方案

场景驱动OMS发展：座舱监测将DMS与OMS、其他识别与监测结合，打造智能座舱监测系统

（IMS），实现不仅对于驾驶员的监测，还包含乘客、物品、儿童等特殊人群的实时全感知与

全监测，为座舱内成员带来基于安全打造的驾乘体验

技术/

场景/

DMS未来将向车内交互传感器方向发展，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配合不同应用场景打造产品。

寅家科技 创始人&CEO 

陈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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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技术-场景”驱动模型下的智能座舱交互技术发展示意

需求/

智能座舱

智能化功能

视觉交互

场景应用

驾驶安全需求

场景验证

多模态交互

进一步验证

技术/

场景/

语音交互

35

◆ 智能座舱的发展，最主要的体现之一就是“交互功能”。车机不再是“冰冷”的，而是能够给人“反馈”的。从最开始的触碰式、点击式的视觉交
互到后来的语音交互，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消费者需求、适应多样的使用场景。相对于视觉，语音交互更容易让驾驶员集中注意力，关注路面而非
屏幕信息，提高安全性和效率。

◆ 如今，智能座舱已经发展到了多模态交互阶段，方式逐渐拓展丰富，视觉、语音、触觉、生物识别及新上车的嗅觉交互相互结合，成就更精准、更
便捷的交互体系，多方联动为用户打造车内覆盖全感官的沉浸式体验。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3.3.2 视觉交互→语音交互→多模交互，座舱回归场景初心，逐渐演变为“主动情感伙伴”

语音交互诞生：但视觉交互需要驾驶员不断变换视线，容易造成安全事故，语音交互便应运而生

技术催生场景：但单一的交互方式会增加驾驶员的认知负荷，无法满足复杂的驾驶场景

视觉交互诞生：汽车智能化的发展，座舱成为了“第三空间”，与人的交互功能也是吸引消费者

的主要亮点。早期的座舱交互以视觉为主，通过按键或点击屏幕的形式，选择相关功能

多模态交互：通过在不同场景的试验与研发，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搭载多模态交互功能

场景验证技术：已经大幅提升的座舱交互能力同时拔高了消费者的“享受阈值”，他们希望得

到更快、更准确、更智能的反馈，这需要交互技术继续进行“长尾问题”的持续更新……

多模态、智能化，是未来智能座舱交互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

蔚来Nomi在与用户进行语音交互时，会利用屏幕表情显示与用户建立视
觉联系。

小鹏P7辅助驾驶系统进行报警时，会通过方向盘震动来提示驾驶员。

岚图追光智能交互包含3种动态手势和5种静态手势，能够实现确认、自
拍、接听/拒听电话、播放/暂停等功能，结合四音区语音系统实现语音+
手势交互。

理想L9的副驾屏及后排娱乐屏能够外接Switch、手机等设备并实现投屏，
将车内打造成游戏空间。

小鹏G9通过多屏联动和氛围灯（视觉）、四音区对话语音助手（听觉）、
音乐座椅（触觉）、香氛系统（嗅觉）四位合一打造沉浸式5D音乐座舱。

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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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技术-场景”驱动模型下的智能座舱后视镜技术发展示意

需求/

传统后视镜

智能化功能

流媒体后视镜

场景应用

驾驶安全需求

场景验证

技术/

场景/

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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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后视镜对于人们来说就像发动机一样是“固有认知”，从传统的光学反光镜到现在依靠摄像头的反光镜，后视镜随着人们的需求与使用场景不
断更新，同时新技术也进一步迭代，进而牵引消费者的需求。

◆ 流媒体后视镜解决了一些传统后视镜的老问题，其视野更大、清晰度更高，对抗极端环境和光照的能力更强。但作为一项新兴技术，流媒体后视镜
本身的可靠性和设计规范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目前从行业整体来看，流媒体内后视镜市场已经较为成熟，外后视镜产业仍处于技术发展期。亿欧
智库认为，未来流媒体外后视镜将随着政策的放开逐步发展，从商用车领域逐步扩大至乘用车领域。

来源：路特斯、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3.3.3 传统后视镜→流媒体后视镜，技术演进打开汽车座舱智能化“新世界”，应对新场景

◼ 路特斯ELETRE将成中国首批装备该类型外后视镜的车型

路特斯官宣旗下 ELETRE 成为中国首批装备流媒体外后视镜

的车型，选装流媒体外后视镜价格为1.6万元（LCD屏分辨率

1280*720，刷新率60H），路特斯官方称其可增加50%横

向视野，进一步降低风阻，可电动折叠。

◼ 政策放开，自上而下法规推动产业发展

2022年末，国家标准号为GB15084-2022的《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性能和安装要求》

发布，于2023年7月1日正式实施。新国标的最大亮点是：电子后视镜不但可以安装，而

且允许取代传统后视镜。近期，国内外媒体曝出将搭载电子后视镜的车型此起彼伏。在国

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上，各大车企也开始着手准备进军流媒体时代。

需求促进技术：早期流媒体后视镜刷新率较低，易致人头晕。随着摄像头和显示响应速度加快、

播放帧数大幅提升，新技术逐渐改善流媒体后视镜功能

场景验证技术：率先安装流媒体后视镜的车型能够适应一些极端场景，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

问题，如雾天，灰尘、下雨天视线受阻、暴雨时有水柱从流媒体后视镜摄像头前流过等

流媒体后视镜诞生： 传统后视镜已经成为了大众认知中的“固有部件”，新技术“流媒体后视

镜”的诞生，打破了人们的有限认知，引导了人们对于智能汽车硬件方面的新需求

技术不断升级：不同场景下需要的技术不同，产品也在慢慢改进。例如把流媒体后视镜摄像头

的位置放在不太容易被污损的位置；或像凯迪拉克第二代流媒体后视镜自带有清洗功能——把

雨刮拨杆往后拨，就会喷水清洗摄像头；商用车领域率先开启流媒体外后视镜的使用等等

流媒体外后视镜将成未来发展新趋势

除路特斯以外，目前小鹏、北汽、广汽埃安、本田、华人运通等车厂也明确将在未来搭载流

媒体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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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技术-场景”驱动模型下的智能座舱车机系统发展示意

需求/

按键控制

智能化功能

2D屏幕

场景应用

3D引擎

场景验证

技术/

场景/

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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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智能化时代下，产品越来越讲究设计。座舱的仪表显示已经从过去传统的按键控制，发展到智能化初期的2D图像显示，再到如今的3D引擎基
础下的显示与控制。

◆ 3D引擎从游戏产业“跨界”来到汽车座舱内，通过引擎的计算和渲染，将大约90%的车机功能以数字孪生的方式显示，同时让司机或乘客能够几
乎完美的控制车机。包括Unreal Engine、Unity、Cocos等在内的国内外游戏引擎厂商都已进军汽车座舱领域。

◆ 此外，3D引擎除了在座舱的使用体验上增加真实感，还可以在设计流程上减少整个HMI设计的开发时间，并直接部署到嵌入式硬件，弥补设计和
工程之间的巨大差距。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3.3.4 按键控制→2D屏幕→3D引擎，交互使用场景驱动座舱仪表集群向数字化发展

3D引擎引入：屏幕体验与技术不断升级，车企希望为用户打造更为逼真、方便的座舱体验。多

家车企通过与游戏3D引擎公司的合作，将“元宇宙”搬进座舱

技术催生场景：搭载3D引擎的车型，能够更便捷的通过数字孪生显示的3D影响控制车机，带来

了更方便的驾乘体验和更沉浸的场景体验。

2D智能屏幕诞生：传统汽车的控制方式以按键、旋钮等方式进行，功能较为分散。汽车智能化

发展初期，全液晶仪表、中控大屏只是豪华品牌以及一部分高端车型的专属

场景反哺技术：未来3D引擎与车机的结合将进一步发展，做到降本的同时，更好的利用算力

◼ 智己 x Unity 

2022年上市的智己L7，UI界面由斑马智行与Unity深度合作打造。具

备3D化效果，包括多屏流转、跨屏显示的3D应用，车控界面3D可视化，

空调界面3D粒子动效，智驾高精地图显示以及结合整车信息与多模交互

的沉浸式游戏等。

从“材质豪华”到“数字豪华”，3D引擎上车初期仍与中高端车型绑定

技术牵引需求：智能化显示屏及中控屏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显示屏成为了智能汽车的标配，

并诞生了大屏化、多屏化等趋势

◼ 小鹏汽车 x Unity 

2022年上市的G9成为全球首个搭载量产全3D人机交互系统的车型。通

过3D人机交互，其中控屏实现了对真实世界的立体映射，空调、车窗、

悬架、后备箱、香氛、氛围灯等均可拥有更智能、更具象的操控，让座

舱交互沉浸感更为显著。

◼ 路特斯 x Unreal 

将于2023年7月交付的路特斯Eletre，使用虚幻引擎将惊人的3D图形效

果以HMI的形式带入车内，将外面的世界安全带入车内的数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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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是一个非常强调个人主观体验的领域，要想做出优秀的产品，车企们第一步要做的是明确核心客群的画像，了解用户对于车、对于座舱的真
实需求。这和过去的造车思路几乎相反，从尽量多、广的考虑客户群体到越来越精准。

◆ 其次，企业将需求放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进行思考，是否能够匹配合适的场景、是否有足够广泛的场景应用来平衡成本等等，以实际来考量产品的功
能与设计。最终将需求与场景的双向结论叠加，进行产品的设计与生产制造。

◆ 如今，许多有前瞻性的企业都在践行需求出发、场景驱动的座舱设计理念，他们更多地为目标客群考虑，希望以打造出真正好用的座舱产品为最终
目标。

来源：理想、电装中国、美行科技、亿欧智库

3.4 从需求出发、以场景考量，构建智能座舱技术升级的发展闭环

◼ 电装，着眼用户需求与使用场景，发布安心座舱系统企划

2022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电装针对Z世代开展了一次针对性的调研活动。

通过问卷调调查、用户访谈、专家访谈，以及对未来需求的共创讨论发现，中国年轻人对

座舱的需求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并依此为基础设计研发产品与功能。

场景

消费者画像

问题

需求

期望

验证 应用

用户场景驱动的智能座舱产品设计流程示意图

产品设计

市场细分

上市规划

需求出发

场景考量

消费者需要场景应用

场景应用验证需求真伪

◼ 理想汽车，定位家庭客群，打造全场景应用

理想汽车自上市以来就很明确自己的SUV是卖给有二胎的年轻家庭的，

因此整个设计都围绕着家庭客群与其应用场景。于2023年2月发布的L7，

在目标客群确定之下，为其打早了多样化的功能与使用场景，整个座舱

超过100项旗舰配置，满足消费者不同的场景需求。

1 追求科技感的设计 2 追求更多可自定义功能 3 希望车能主动提供服务

◼ 美行科技，基于用户兴趣与需求，打造个性化信息服务空间

兴趣地图

看电影

听音乐

吃美食

优惠加油 ……

发现兴趣兴趣服务

……

未来智能座舱的产品将

更多的从用户出发，车

企及供应链企业将明确

产品受众及用户画像，

以C端消费者调动产业

及技术的发展。

美行科技 常务副总裁

武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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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鹏以年轻消费者为主要目标客群，多次面向年轻群体、Z世代等特定客群发起需求调研，从而全面了解目前客群的实际需求。自P5开发时起，小
鹏就基于用户的实际需求与使用场景，以端到端全闭环自主研发能力，通过软硬件耦合的方式，打造出更大程度贴合车主使用习惯与日常喜好的百
变智能座舱空间。直到最新发布的小鹏G9，凭借强大的智能化水平实现了品牌的向上突破。

◆ 如今，小鹏全新的智能座舱可以实现观影，看球，打游戏，唱K等娱乐功能；可以一键或语音进入睡眠空间，随时安享舒适的休憩时刻；还可以带
上车载无人机，到北京周边享受户外野餐和风景。在小鹏看来，尽管当前行业对智能座舱的终极形态尚无定论，但汽车座舱向“第三生活空间”转
变的趋势是必然的。不断发掘用于在座舱内的多样需求，是小鹏着力的重点。

来源：小鹏汽车、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3.4.1 小鹏不断挖掘用户多样化体验，打造智能座舱全面体验

小鹏基于安卓平台自主研发的Xmart OS智能车载系统支持多种智能互连功能，如人

工智能语音助手、智能导航、远程控制、智能商店等。 在人工智能语音方面，能够

实现全场景语音控制，可以在25秒内接收和执行多达10个请求。

年轻车主一直以来都是“鹏友圈”的主力军。自2018年发布首款G3时，小鹏汽车就

将其定位为“够安全、高品质、真漂亮、挺智能、不太贵，为年轻人准备的第一台

智能汽车”。而在P7发布以来，30岁以下用户占比也从20%提高到了44%。

软件实力打底，以强大的交互体验坐稳智能座舱“头把交椅” 锚定年轻客群需求，为多样化场景定制功能应用

为了能体现产品的差异性优势，小鹏以智能座舱全面性的功能体验为主

要亮点，多方位满足用户需求。例如，G9上打造的Xopera小鹏音乐厅，

首创沉浸式全场景5D体验：

➢ 全车共配备28个声学单元，包括18个丹拿原厂Confidence高级音

响系统、6个座椅振动单元、2个主驾专属扬声器和2个车外扬声器；

➢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声学器件，还采用了杜比全景声技术与7.1.4多

声道音乐系统。无论坐在车子的哪个位置上，都能感受到全方位、

环绕式的音乐体验；

➢ 观影时还提供可看、可听、可嗅、可触、可动的观影体验。小鹏G9智能座舱

全景声方位化音效示意

健康需求：打造“五星健康车”

全系标配多温区自动热泵空调、后排出

风口、车载空气净化器和车内PM2.5过

滤装置。

社会需求：对标宝马5系，功能齐全

宝马有的，如自动远近光灯，自动雨刷，

电动尾门，后视镜加热折叠，360环视，

自动泊车，PM2.5等，G9都有。

小鹏G9面向用户使用场景及需求定制功能

休息需求：一键成床，打工人必备

只需按下按键，第二排座椅自动放倒，

随后藏在座椅靠背里的睡垫便会自动弹

出且自动地完整铺放好，全程不到10秒。

娱乐需求：5D音乐座舱+座舱休闲

除了主打的5D音乐座舱外，小鹏G9的

座椅还可以实现按摩、腿托、通风、加

热等多样化休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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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以“平台+生态”为发展战略，围绕智能汽车数字平台iDVP、智能驾驶计算平台MDC和HarmonyOS智能座舱三大平台构建生态圈，提供
“人-车-生活”全场景智慧出行体验。

◆ 在智能座舱硬件方面，高通凭借着8155芯片多年来一直断层领跑，而华为作为后起之秀，凭借着麒麟芯片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在智能座舱领域
获得了“免检”的评价。在软件方面，华为的智能座舱是开放的，能够与手机等其它终端形成流转，形成开发者生态。超级桌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有
效地解决了车载应用的长尾问题。

来源：华为、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软件调动硬件，华为HarmonyOS智能座舱生态

3.4.2 华为以生态布局奠定优势，提供“人-车-生活”全场景智慧出行体验

华为原生应用 华为应用商城 仪表应用 OEM应用

Open APIs Open APIs Open APIs

Harmony车机操作系统（HOS-A）

车机模组

多分离分布式外部设备（屏、摄像头、麦克风……）

计算平台

• 麒麟模组

软件平台

显示平台

• AR-HUD

• 车载智慧屏

生态

• 硬件

• 应用

• 鸿蒙车机OS

• HMS

HarmonyOS智能座舱，提供涵盖娱乐、游戏、亲子等多种车载场景，

有超过180+个应用合作伙伴。例如问界M7智能座舱可实现的功能包

括语音控制、万物互联、HUD抬头显示和车内DMS功能等。软硬件都

来自华为，能够更好地保障系统流畅性，实现手机车机无缝流转。

软件：鸿蒙 OS 是一款

基于微内核的面向全场

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

硬件：华为麒麟芯片性

能优异，背靠消费电子

业务具有同等优势。

其智能座舱优势主要集

中在4点：功能全、体验

好、易上手、鸿蒙生态。

问界M7

有声娱乐 新闻阅读 影视娱乐 儿童/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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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己汽车通过对智能电动汽车市场的深入洞察与战略分析，精准定位其新车型LS7的目标客群，基本可以概括为BBA旧车主，有高端豪华智能电
动汽车升级换代需求的人群。从用户的实际场景出发，对于目标客群更关注的车辆空间、驾乘舒适性、豪华前卫的感观以及车辆操控等方面都进行
了优化设计，为这一新车型赋予了更多好用有新意的功能。

◆ 截止2023年2月，据智己汽车官方信息，智己LS7基于精准的客群定位及产品“硬实力”，订单量突破15000台，4月第一周可交付订单已经售罄，
最抢手的90kWh四驱版本已排至7月交付。

来源：智己汽车、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3.4.3 智己从用户使用场景出发，精准定位，交出新车型的优秀答卷

技术发烧友

对技术特别在意，对

新产品特别愿意尝试

自我至上者

更多从价值观、知识认知上，

特别相信自己理性分析之后的

判断，而不被品牌广告迷惑

时尚追风人

follow前两类，通常

是朋友圈中跟随的人，

消费能力较强

智己在新车研发初期，就联合麦肯锡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定位三类目标用户：技术发

烧友、自我至上者、时尚追风人。在此基础上，对于用户的出行时间、工作范式、出

行曲线、使用功能上的喜好等多项偏好进行分析，形成对产品形态、设计、功能上的

正向影响，并通过数据进行有理有据的最终决策。

明晰画像，精准定位目标客群 有所取舍，座舱功能适当裁剪

对于座舱的功能及开发上，智己在战略上做了一些取舍，简单来说就是进行“裁

减”，将不符合目标客群的功能裁减到不能再裁，剩下的就是核心功能。

裁剪掉的功能例如主动式驾驶员监测功能和OMS。智己认为此类功能虽然很流行，

但现在的技术仍无法控制黑客在监测技术链路的底层窥探用户隐私。对于智己的目标

客群来说，用户隐私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智己选择用被动式监测等其他方式来解决用

户分神和疲劳驾驶的问题，以全面保护用户隐私安全。

智己LS7的功能突破主要是在视觉体验上，“半幅方向盘”

让视野做到最大化的开阔。沉浸式“可升降巨幅智慧场景

屏” ，兼具极简风与科技体验，除了三块大尺寸高清屏幕外，

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物理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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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座舱芯片的竞争正在愈演愈烈，传统的座舱市场芯片格局将被打破。随着竞争企业不断增多，除高通、英特尔等国外芯片厂商外，国内芯片企
业如杰发科技、芯驰科技、瑞芯微、地平线、芯擎科技等均已展开智能座舱芯片的布局。

◆ 虽然国产芯片企业与国外老牌芯片企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自主产业链的发展需求下，国产芯片企业存在广阔的发力空间。例如华为麒麟系
列、地平线征程系列、芯驰X9系列、芯擎SE1000等均已收获定点项目。未来国产供应商有望凭借技术赶超和就近服务的优势、构建车厂+Tier1+芯
片厂商的“本土生态圈”，最终实现市场份额的不断提升。

来源：芯驰科技、亿欧智库

4.1.1 未来座舱芯片市场竞争将愈演愈烈，本土座舱芯片企业将凭借独特优势快速崛起

◆ 7nm工艺制造

◆ 8个内核

◆ 8TOPS算力

◆ 集成了CPU、GPU、NPU、AI引擎

◆ 包括处理各种各样摄像头的ISP

◆ 支持多显示屏的DPU、集成音频处

理等功能

高通8155源于4年前智能手机平台上的骁龙855芯片，

通过一系列针对汽车使用场景的“魔改”后诞生。

高通8155的核心优势主要有两点：

✓ 8155为ARM处理架构，与安卓系统有成熟的适配

✓ 当前多数车机系统同样是安卓架构，高通8155凭

借芯片与系统的适配性，以及软件的开放性和丰

富性迅速崛起

高通8155硬性指标 高通8155核心优势

高通8155芯片的设计流程是消费电子的设计流程，因此从严格的车规级芯片角度来看，高通
8155并非不可替代。

随着国产座舱芯片研发前期的布局和加速，芯驰、地平线、芯擎科技等国内芯片制造商已经

开始崭露头角，“中国势力”成为智能座舱芯片比拼赛中的新亮点。

◆ 芯驰已拿到了超100个量产定点车型，实现规模化量产；

◆ 地平线也已实现中国车规级AI芯片前装量产，与20多家车企达成战略合作。其中，在智能座舱领

域，地平线已经拥有50款以上的量产车型（包括已经量产上市和已经定点合作车型）。

本土智能座舱芯片供应商优势逐渐显现，国产化座舱芯片将快速崛起

随着智能汽车要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多，信息安全成为业内关注的问题，因而国密认证也开始成

为车规级芯片需要考虑的认证标准，这为本土座舱芯片企业带来了天然优势。车企之所以宣传

高通8155，有不少商业角度的考量。面对三电尤其是电池带来的高硬件成本以及行业内部激

烈的价格竞争，车企将选择性价比更高且技术相对成熟的国产芯片以降低硬件成本。

随着国产汽车企业的崛起以及座舱智能化演变，软硬件解耦趋势明显，原有Tier1格局有望被

打破，国内座舱Tier1市场份额或显著提升并改变芯片供给格局。本土芯片企业具有良好的配

套能力，可与国内车企、Tier1共同开发生态系统，打造生态优势。

随着汽车功能复杂度提升，简单的系统集成方式已难以满足智能汽车时代的需求。未来车企将

重视对硬件系统和供应链的定义能力，对核心芯片采取水平化管理策略，加强把控，最终可能

会带来芯片供应链格局的加速演变。从供应链安全角度出发，核心国产化诉求在不断提升，国

内车企及Tier1有望率先拥抱国产芯片，防止断供风险。

1 行业标准利好，产品性价比高

2 贴近中国市场，协同开发生态系统

3 车企加强供应链管理，本土企业更具供应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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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智能座舱覆盖的场景周期是用户使用车的全部场景，包括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体验维度。相较于汽车传统座舱，智能座舱设计将持续拓展覆
盖用户使用车辆前、使用车辆时、使用车辆后的所有时间场景；覆盖驾驶员、副驾驶、后排乘客、车外相关人和物体等空间领域；从感知的视觉、
听觉、嗅觉、触觉、感觉这五官体验的方面给用户提供极致的体验及功能产品服务。

◆ 未来，智能座舱的设计将更多的通过全方位挖掘分析用户在不同使用场景下的痛点问题和真实需求，找到适合的交互方式、功能体验上的创新技术
及方法，最大程度的提升用户在真实场景中的体验感，为用户提供“人-车生态系统”的完整价值体验，从而提高用户使用感受。

4.1.2 座舱功能将基于用户体验与全场景部署，“人-车生态系统”完整价值将逐渐被激活

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建立起的主观感受，即用户在使用一个产品或系统之前、使用期间和使用之后的全部感受，包括情感、信仰、喜好、认知印

象、生理和心理反应、行为和成就等各个方面。
用户真实场景体验

座舱功能设计在考虑场景的时候除了考虑的当下现实场景、未来场景，还将包括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体验维度等各个方面。功能全场景覆盖

使用场景将进一步发掘

◆场景和用户定位将进一步明确，依靠用户画像定位，确定场景主题，对目前用户进行

访谈与拍摄，挖掘用户座舱内功能的使用全场景。

场景数据将逐渐细化

◆将用户反馈进行拆分和细化，筛选出有价值的数据进行录入。将用户反馈录入到数据

库里进行痛点/和爽点的挖掘，提出需求解决方案。

应用设计将逐渐实用

◆场景应用设计将基于用户反馈以及实际使用场景开展，通过内部专家设计+外部用户

反馈为用户提供更加实用的座舱产品。

座舱功能将实时优化

◆座舱功能将基于用户数据（使用时长、唤醒率等）进行实时的优化，使座舱内功能被

用户更易感知与使用。

人-车生态系统在座舱功能场景化设计与优化下，其完整价值将被激活

人-车生态系统
完整价值被激活

场景智能化：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应

用量产，智能座舱的应用场景趋于

智能化设计。从消费电子的智能逐

渐转移到汽车电子，并满足车规级

的要求。

场景全周期设计：结合用户的状态、

情绪以及车辆状态，贯穿用户日常

生活中的每个节点，提供覆盖全场

景全周期的智能座舱产品服务功能。

个性化服务：生物识别技术的引入，

并融合多种应用给用户提供更多的

个性化服务。

多模态融合的自然交互设计：多种

交互方式融合并形成自然交互的方

式逐渐成为智能座舱的主流，持续

提升智能座舱的交互效率。

情感化服务：面向用户的情感化设

计将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如“孤

独”经济、“她”经济等。

车联网转向“万物互联”：汽车成

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节点，与其它

多端智能设备实现互联，并利用云

端计算及边缘计算的融合提供场景

化的服务产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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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舱搭配基础硬件设施差别越来越小，新技术和产品功能将不断更新并上车。用户的需求和功能随着汽车智能化水平提升和自动驾驶技术的进步而
不断变化，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和时间段，用户的刚需都会有所不同。因此一些现在不会马上大规模应用的功能也会“预埋”上车。

◆ 除了新技术的种类和产品将不断丰富，核心技术的深度研发也将是智能座舱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可以更为有效地提高产品竞争力。
例如，大算力芯片、算法、AR技术等。

来源：思必驰、美行科技、亿欧智库

4.1.3 新兴技术加速上车，产业发展要“广度”也要“深度”

多样化的场景使用和产品要求，对于核心技术的开发和使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车企除了让功能变得“更多”之外，还会将目光放在如何让核心功能“更好用”上。

◼ 未来，更多的创新技术将主要出现在安全辅助、人机交互、生活娱乐三个维度，体现

为不断上车的“黑科技”，如全息影像下的元宇宙座舱、智能太空舱……

◼ 智能座舱还将进一步推动技术预埋，从现在大多出现在高端车型上的方案转变为未来

的主流方案。例如HUD在L0-L1阶段并不是驾驶员的刚需；L2阶段开始，导航、通讯、

等功能被纳入；当车辆发展至高等级自动驾驶阶段，HUD将成为标配。激光雷达也同

样更适用于高等级自动驾驶，很多汽车的“技术发烧友”会预先购买安装了激光雷达

的车型，认为购买了一种技术“期货”，将在未来技术发展成熟时进行兑现。

核心技术继续深耕，核心技术供应商长板优势凸显

智能座舱将在安全辅助、人机交互、生活娱乐三维度下向更广泛的功能展开

安全辅助 生活娱乐人机交互

➢ 基础车况信息显示

➢ 外界环境融合显示

➢ 人、车标注

➢ 空气悬架

➢ ……

➢ 驾驶员行为追踪

➢ 眼球追踪

➢ 语音交互

➢ 手势交互

➢ 座舱香氛系统

➢ ……

➢ 全息影像

➢ 副驾视频影音

➢ 后排视频影音

➢ 可变结构座椅

➢ 声音复刻

➢ ……

➢ 行为追踪

➢ 眼球追踪

➢ 语音交互

➢ 手势交互

➢ 电话接听

➢ 视频影音

➢ 视频会议

➢ 游戏娱乐

➢ AR广告

➢ 全息影像

➢ 智能表面

➢ ……

◼ 语音交互精准度提升：例如，

语音交互技术的精准度已经

从2011年的60%提升至

2021年的98%，未来还将进

一步深耕语音识别的精准度、

稳定性以及个性化。

◼ 算力合理利用与分配：随着功能原来越多，

各种传感器收集的大量车辆周边信息需要保

证能够实时呈现，同时各种休闲娱乐功能也

能良好进行。这就需要车机硬件性能更高，

同时在开发过程中不占用过多算力，实现数

据的最优化渲染呈现。

辅助驾驶功能 娱乐功能

算
法

全场景下稳定性

提升，拾音降噪、

音质音效提升个性化、情

感化升级，

如声音复刻

测试场景

下，准确

率提升

技术不断创新+预埋，买“期货”将成为常态

◼ 高精度、场景化出行体验将推广：

未来座舱将进一步融合驾驶场景，

从地图导航到高精度定位，再到场

景化出行服务，融合互联网、智能

驾驶和智能座舱的产品将受到市场

认可，如美行科技车载O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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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映射方案通过打通手机云和车机云，初步实现手机车机互联、资源共享。借助设备互联和手机生态，此方案下车机能够实现远程交互、获得更
丰富的车内交互，进一步拓展场景边界。然而手机映射方案以手机为中心，车机借此拓展生态并非长久之计。

◆ 智能座舱操作系统以车机为中心提供应用和服务，联结云平台、关键硬件和其他智能终端，围绕智能电动汽车打造新型开放生态，为用户提供更丰
富的应用程序、更多元的交互对象、更多样的交互方式，最终实现全场景智能交互。

◆ 车载座舱OS已是企业重点布局领域，互联网巨头深度改造底层OS，第三方企业多打出ROM型产品，主机厂也不甘落后纷纷自研。

来源：华为、苹果、公开资料整理、亿欧智库

4.1.4 操作系统从手机映射过渡至车载OS，以车机为中心的系统方案将成行业重点竞争方向

亿欧智库：以智能手机为中心的手机映射方案 亿欧智库：以车机为中心提供应用和服务的智能座舱操作系统方案

HiCar Android AutoCarPlayCarLife+

用户使用
手机

手机云 车机云

有线连接

无线连接

导航 通话 短信

视频 游戏 智能家居

音乐
应
用
层

分布式UI平台

网联系统 SDK（手机侧）

应
用
框
架

分布式设备管理平台

手机硬件

O
S

层
OS

手机

车内信息娱乐 车机控制

HMI

网联系统 SDK
（车机侧）

T-Box

底层OS

汽车硬件

ECU

车机

通过手机远程查看车状态、控制车

在车载中控屏上使用手机APP和服务

ROM
型

Android
Automotive OS

鸿蒙HOS

Ali OS
Version

DiLink

VW.OS

Banyan

Xmart OS

第三方解决方案商 主机厂 互联网企业

定
制
型

底层OS改造程度

Li OS
Fun-Life

GKUI GKUI

斑马智行系统

底层硬件

虚拟机

中控OS 仪表OS

BSP BSP

应用程序

底层硬件

智能座舱OS
（定制型/ROM型）

互联网
生态应用

车企
应用

第三方
应用

BSP

智能座舱OS带来软件层格局变化

车机

车载
应用

智能
设备

云
服务

核心
硬件

车机与多方智能
设备互联，通过
全方位物联网实
现资源共享、拓
展交互场景

座舱OS提供应
用软件设计开发
框架，吸引多方
开发者创造车载
应用，丰富用户
体验和车机生态

建设以车机为核
心的物联网云计
算平台，实现多
端信息数据贯通，
为产品迭代升级
和复杂人机交互
提供支撑

丰富交互层硬件，
升级底层芯片，
为车载OS和应
用提供坚实基础

以车机为核心构建新生态

46

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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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座舱不是独立模块，对于产业未来生态的想象也不应止于座舱的物理空间。座舱将和其他功能模块打通，打破车企的“孤岛效应”，企业之间
的合作与“朋友圈”将不断扩大，不同行业玩家的生态协同更加紧密，整体产业从单点向全链路打通。一方面，传统汽车玩家不断延伸能力圈，整
合产业链、合作上下游，增强软硬件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大量科技、互联网、服务企业跨界入局，分享汽车行业红利。

◆ 生态圈的搭建将有助于企业共享数据。作为依托大量的数据训练才能实现更高智能程度的产业，数据规模直接影响了智能座舱的用户体验。伴随着
智能座舱生态圈的扩大，汽车与交通将在“舱驾一体”的大趋势下紧密融合，助力中国打造完整的汽车出行产业链，提高国际竞争力，真正从“汽
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 。

亿欧智库：智能座舱产业生态体系

4.1.5 不断扩大“朋友圈”，打造智能座舱生态体系

智能座舱

产业生态

造车新势力

技术自研为主，把握核

心竞争力

传统车企

合作求变，加码智能座舱

科技企业

跨界入局，激发创新

活力

互联网巨头

争夺价值高地

移动出行、智慧交通服务商

促进“聪明的车”与“智慧的

路”结合

车主服务提供商

完善智能座舱功能

本地生活服务商

联合打造专属车载

生态

休闲娱乐服务商

联合打造“第三空间”

Tier 1 

向主机厂提供直接产品

Tier 2

提供零部件及核心技术

Tier 0.5 

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

自动驾驶相关企业

智能座舱与自动驾驶

进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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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针对中国智能座舱产业、标杆企业、核心技术等进行分析与研究，但由于时间与精力所限，在技术、行业与企业的研究与分析过程中难免存在
疏漏与偏差，敬请谅解。如有疑问与建议可与报告作者进行联系。

◆ 在报告撰写过程中，为了解行业与企业的前瞻技术与理念，进行了大量的企业与行业专家访谈。在此感谢多位企业与行业专家对本报告给予的支持，
为报告撰写输出了宝贵的专业观点与建议。

◆ 在此特别感谢：

➢ 美行科技 常务副总裁 武文光

➢ 棱镜全息 创始人 许敏

➢ 思必驰 CMO 龙梦竹

➢ 芯驰科技 市场总监 贾建龙

➢ 寅家科技 创始人&CEO 陈寅仁

➢ Cocos 汽车行业市场总监 刘洋

➢ 同济大学 汽车学院和设计创意学院双聘教授 马钧

➢ 同济大学 人车关系实验室负责人 龚在研

➢ Momenta DMS&OMS 负责人 王玉博

➢ Momenta DMS&OMS 产品经理 陶奇

注：以上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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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各家车企的座舱硬件持续升级、种类不断拓展。新车型大都配备了超薄超大的屏幕和智能化的模式与功能。疲劳驾驶提醒、抬头显示、
车内氛围灯等额外配置也受到热捧前装上车。智能座舱的交互方式也不断升级，通过引入游戏引擎，不断优化的HMI界面。驾驶舱的多样化功能与
后排休闲娱乐功能构成了“环抱式”的智能座舱，为用户带来更沉浸式、多样化的交互体验。

◆ 但另一方面，座舱的智能化功能越来越多，产业发展正向着场景化进阶，消费者对于汽车个性化服务、情感化交互等需求越来越强，消费阈值不断
提高。作为消费者买单的核心入口和车企特色的最直观展现，智能座舱需要兼具实用性与完整性，是集驾驶功能与休闲娱乐功能为一体的“第三空
间”。像智能手机一样，割据时代各大厂商需求花样百出，包括美颜照相、听歌手机等，但当热潮退下之后，手机的竞争力还是集中在屏幕、帧率、
储存、电池等“硬实力”性能上。因此，未来只有那些匹配消费者需求和应用场景的功能，才能够在座舱产业的大浪淘沙中越走越远。

◆ 在场景引导下，智能座舱产业的服务终点将从车企延伸至终端消费者，场景、流量和用户数据将为产业链提供更大的提升空间和更多的盈利空间。
随着ChatGPT、文心一言等生成式AI的上车，智能座舱的未来将充满想象。

◆ 当然，智能座舱产业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亿欧智库相信，产业各环节的相关车企和供应商将不断创新，携手共进，克服重重挑战，迭代技术，
为中国乃至世界智能座舱领域带来变革，创造新的秩序。

结语

◼ 亿欧智库已发布智能座舱相关报告

持续关注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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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介绍：

亿欧智库（EO Intelligence）是亿欧旗下的研究与咨询机构。为全球企业和政府决策者提供行业研究、投资分析和创新咨询服务。亿欧智库对前
沿领域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具有独创的方法论和模型，服务能力和质量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

亿欧智库长期深耕新科技、消费、大健康、汽车出行、产业/工业、金融、碳中和等领域，旗下近100名分析师均毕业于名校，绝大多数具有丰富
的从业经验；亿欧智库是中国极少数能同时生产中英文深度分析和专业报告的机构，分析师的研究成果和洞察经常被全球顶级媒体采访和引用。

以专业为本，借助亿欧网和亿欧国际网站的传播优势，亿欧智库的研究成果在影响力上往往数倍于同行。同时，亿欧内部拥有一个由数万名科技和
产业高端专家构成的资源库，使亿欧智库的研究和咨询有强大支撑，更具洞察性和落地性。

关于亿欧

徐启惠

亿欧 高级研究经理

Email：xuqihui@iyiou.com

◆ 报告作者：

◆ 报告审核：

武东

亿欧 研究总监

Email：wudong@iyiou.com

杨永平

亿欧 执行总经理、亿欧汽车总裁

Email：yangyongping@iyiou.com

李浩诚

亿欧 高级研究经理

Email：lihaocheng@iyiou.com

黄时雨

亿欧 分析师

Email：huangshiyu@iyi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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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声明：

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智库的专业理解，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放，
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
已公开的资料，亿欧智库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作尽可能的追求但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亿欧智库
于发布本报告当日之前的判断，在不同时期，亿欧智库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亿欧智库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
在最新状态。同时，亿欧智库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可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报告版权归属于亿欧智库，欢迎因研究需要引用本报告内容，引用时需注明出处为“亿欧智库”。对于未注明来源的引用、盗用、篡改以及其他
侵犯亿欧智库著作权的商业行为，亿欧智库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关于亿欧

◆ 关于我们：

亿欧是一家专注科技+产业+投资的信息平台和智库；成立于2014年2月，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深圳、南京、纽约设有分公司。亿欧立足中国、
影响全球，用户/客户覆盖超过50个国家或地区。

亿欧旗下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信息平台亿欧网（iyiou.com）、亿欧国际站（EqualOcean.com）、研究和咨询服务亿欧智库（EO 
Intelligence），产业和投融资数据产品亿欧数据（EO Data）；行业垂直子公司亿欧大健康（EO Healthcare）和亿欧汽车（EO Aut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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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自身的研究和咨询能力，同时借助亿欧网和亿欧国际网站的传播优势；亿欧为创业公司、大型企业、政府机构、机构投资者等客户类型提供有
针对性的服务。

◆ 创业公司

亿欧旗下的亿欧网和亿欧国际站是创业创新领域的知名信息平台，是各类VC机构、产业基金、创业者和政府产业部门重点关注的平台。创业公司
被亿欧网和亿欧国际站报道后，能获得巨大的品牌曝光，有利于降低融资过程中的解释成本；同时，对于吸引上下游合作伙伴及招募人才有积极作
用。对于优质的创业公司，还可以作为案例纳入亿欧智库的相关报告，树立权威的行业地位。

◆ 大型企业

凭借对科技+产业+投资的深刻理解，亿欧除了为一些大型企业提供品牌服务外，更多地基于自身的研究能力和第三方视角，为大型企业提供行业
研究、用户研究、投资分析和创新咨询等服务。同时，亿欧有实时更新的产业数据库和广泛的链接能力，能为大型企业进行产品落地和布局生态提
供支持。

亿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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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机构

针对政府类客户，亿欧提供四类服务：一是针对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提供产业情报，梳理特定产业在国内外的动态和前沿趋势，为相关政府领导提
供智库外脑。二是根据政府的要求，组织相关产业的代表性企业和政府机构沟通交流，探讨合作机会；三是针对政府机构和旗下的产业园区，提供
有针对性的产业培训，提升行业认知、提高招商和服务域内企业的水平；四是辅助政府机构做产业规划。

◆ 机构投资者

亿欧除了有强大的分析师团队外，另外有一个超过15000名专家的资源库；能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专家咨询、和标的调研服务，减少投资过程中的信
息不对称，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 欢迎合作需求方联系我们，一起携手进步；电话 010-57293241，邮箱 hezuo@iyiou.com

亿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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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s://www.iyiou.com/research

邮箱：hezuo@iyiou.com

电话：010-57293241

北京：北京市朝阳区中关村科技服务大厦C座4层｜ 上海：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701号西岸智塔2707-2708

深圳：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润置地大厦 C 座 6 层 ｜ 纽约： 4 World Trade Center, 29th Floor-Office 67, 150 Greenwich St, New York, NY 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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