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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思略特第十期数字化汽车年度
报告

 聚焦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消费者市场调
研（n=3000），并新增对日本市场的洞
察（n=1000）

 基于深入研究，做出量化的市场预测
（2021-2035年）

 与全球车企和供应商高管、知名专业学
者和行业分析师展开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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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抓住出行领域新商业模式的价值

首篇

洞察全球移动出行市场

尾篇

打造软件驱动的汽车和服务

• 市场展望 – 技术和出行模式的渗透率

• 消费者 – 不断变化的出行偏好：万物皆服务？

• 技术 – 互联、电动和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进步

• 法规 – 关键政策刹车还是加速？

服务范围和收入潜力

如何建立所需能力



移动出行生态步入新常态，各地区有着不同的用例和出行模式
偏好
首篇摘要

新常态下，两大主题对车企高管在制定互联、电动、无人驾驶和智能出行战略方面具有重大影响：1）市场对脱碳、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断上升；2）造车新势力逐步进
入正轨，竞争压力增大，面临来自“后浪”的威胁

97%的中国消费者表示想要改变自己的出行方式，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该比例在德国和美国分别为70%和52%
改用电动车是中美两国消费者的首选低碳出行方式，而德国消费者则更青睐于步行或骑行

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消费者对公共交通和共享出行的需求仍然低迷：在采集的40001）个样本中，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使用该类出行模式的频率要低于疫情
前；约30%的德国和美国消费者更倾向私家车出行（在中国，该比例为59%）

从汽车保有量预测数据来看，在移动出行需求增长、消费者对私家车的偏好程度以及车辆报废率三个因素的影响下，到2035年，欧洲2）（每年-0.6%）和日本（每年
-0.9%）的增长将陷入停滞，而美国将实现小幅增长（每年+1.3%），中国增长更为强劲，达到每年3.9%

车辆互联正在不断深入，到2029年，中国将有50%的车辆实现互联（美国到2023年，欧洲到2025年）；虽然车企凭借互联服务积累了必要的客户群，但仍无法大规模实
现稳定的服务交付（OTA功能）

在欧洲，电动出行的发展进入爆发期，受到政府激励措施和政策的推动，到2025年，欧洲纯电动车（BEV）的新车销量占比将达到27%，领先于中国（19%）、美国
（6%）和日本（5%），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将成为增长的最大障碍

对无人驾驶的发展预期与去年一致：在客运领域，无人驾驶技术将通过满足特定场景的需求渗透市场，但用例的规模化发展仍面临挑战；到2035年，欧洲、中国、日本
的L4级新车占比将达到14-15%；相比之下，工业、物流领域的应用有望迎来更快的增长

虽然在疫情期间，共享汽车遭遇冷落，但从长期来看，非私家车的智能出行方式也将实现增长。随着汽车订阅服务方案数量的增加，预计欧洲的租赁、订阅等主动共享模
式增长最为迅猛，到2025年，总人公里数占比将达10%，而网约车等被动共享模式将在中国更为普及，以10%的占比远远高于欧美地区的1-3%

总结：差异化的CASE战略和投资方向是在汽车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和创造价值的关键（参见本报告的中篇和尾篇）

Strategy&
注：1）来自德国、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各1000名消费者，后文主要聚焦前三个国家；2）本报告中的欧洲指欧盟27国、挪威、英国和瑞士
请参阅对应章节了解所论述点的详细假设及资料来源 3



CASE技术持续推动汽车行
业革新：目前电动技术带来
的影响最大。”

Strategy&

互联

Connected

电动

Electric

无人驾驶

Automated

智能出行*

Smart mobility
4

*智能出行是指利益相关方借助数据和互联技术建立的高效、可持续的客运和货运生态系统
共享出行作为生态系统内的重点细分市场，专注于以乘用车为载体的旅客运输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5

随着出行生态系统不断顺应新常态的发展，汽车行业玩家需要
调整CASE战略

使用私人交通工具出行
的偏好阻碍了智能出行
增长，但各城市都在鼓
励开展新的运输模式试
点

政府激励措施和日益丰富
的车型选择提振了电动车
需求，行业爆发点近在眼
前；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下
一瓶颈

随着数字服务日益多元
化以及按需功能的涌现，
汽车操作系统成为新车
型的布局重点

自动驾驶行业开展整合；
车企重新审视合作伙伴；
L4级客运系统和机器人
出租车全面进入试点阶
段

互联 无人驾驶

智能出行 电动

弹性办公成为趋势，带
动对远程技术的需求；
芯片短缺问题在今年第
四季度前无法得到缓解

消费者支出逐渐回升至
疫情前水平；相较公共
交通，对私家（电动）
车的需求仍然保持在高
水平

欧盟和美国大力推动脱
碳举措；对（公开）数
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的
关注度不断提升

随着车企收入的回升，
CEO的工作重心正从资产
流动性转向可持续增长的
投资

技术消费者

法规 经济性

Strategy&



可持续发展成为汽车行业变革的主要驱动力
2021年重点议题一：可持续发展

Strategy&
注：1）ESG = 环境、社会及治理；2）晨星网，2021年Q1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资金流动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6

• 对ESG推动行业玩家重新评估相
关举措提供更全面的看法：从动
力传动系统到网络/数据

• 互联：通过预测驾驶、预测分析
来减少排放，但高科技制造环节
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压力

• 无人驾驶：通过优化行驶过程提
高减排效率，但数据计算将增加
能源消耗

• 智能出行：多模式交通出行更环
保，但随着城市人口财富的增加，
整体移动出行需求上升

• 电动：零排放，但在电池生产和
回收环节要做到可持续发展

CASE启示可持续发展转型驱动因素

公众认知

• 切实践行ESG1）的消费者
希望

• 满足人才ESG期望的雇主
品牌

• 供应链履行社会责任的情
况更加透明，如电池材料

CO2净零路径

• 产品组合转向可环保型汽
车

• 平衡对“新”（如电池生
产）“老”技术（如欧7
排放标准）的投资

• 实现包括供应链在内的整
个产品生命周期的脱碳

资本市场

• ESG投资需求旺盛

• ESG评估排名靠前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

• 逐渐成熟的ESG投资者报
告框架和不断变化的车企
资本故事

监管

• 欧盟分类法和ESG报告标
准

• 满足网络安全等新监管规
定的合规体系

• 顺应ESG主题的KPI体系，
如高管薪酬

86%

€120bn 

No.1……的雇员在选择雇主时，
将企业的关注点是否志同
道合作为考量标准

73% ……的消费者希望改变他
们的出行方式，从而降低
二氧化碳排放

缺乏报告标准在所有阻
碍ESG有效披露的问题

中排名……

41%为满足二氧化碳排放标
准，2030年零排放汽车

销量占比达到……
2021年第一季度，欧盟可持
续发展基金的资金流入规模
创历史新高2）（同比上涨
18%）

2021年第一季度，欧盟业
绩表现最佳的基金中，与
ESG相关的占到……

6/10

……来自《欧洲绿色协议》
的计划投资，其中可持续出
行是核心支柱

€1T

根据《欧洲绿色协议》，
到2030年乘用车排放量将

减少……

55%



基础设施
建设和运行

零部件供应
整车设计和
生产

汽车零售 汽车金融 车队运营
出行和服务
销售

造车新势力重构游戏规则
2021年重点议题二：“后浪”来袭

Strategy& 注：1）瑞银集团研究 – 电动车营业利润；2）IHS Markit；3）CMBI – 2021年4月纯电动车销售；4）通过SPAC获取的现金额，非收购后估值 7

• 整合从充电基础设施
到出行服务的全价值
链来获取收入，其中
软件服务收益显著

• 除汽车或服务的单次
销售外，造车新势力
还提供出行等经常性
服务和订阅型产品

• 软件定义汽车改变了
传统以来车企僵化的
产品生命周期

• 底盘和车身更换频率
低，相较之下，软件
的更新频率要高得多

• 精简化的产品组合，
提供各种软件升级可
能

• 底盘、车身和内饰选
择更少（基于选装包）

全价值链覆盖 非一次性销售 高效生产 精简化的产品组合
21 43

易于融资（如通过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
5

主要数据支撑

5 $99bn 
2020年车企通过SPAC筹集的资金4）

4
~11年 vs. ~7年
车型平均寿命
特斯拉Model S vs. 传统车型

3
2024
燃油车和电动车生产成本持平的年份3）

2
$199
特斯拉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的月订阅价2）

1
~45%
2025年软件业务的总利润占比1）

传统车企

造车新势力（充电、车辆、服务）



技术 消费者 法规 经济性

• 互联服务内容和用户体验

• 汽车系统/电子电气架构

• 网络基础设施

• “数字化消费者”的人口占
比

• 免费的基础服务

• 互联功能成为强制性标准的
时间和应用范围

• 数据共享和隐私法规范围

• 车企获取的间接价值

• 有效的终端定价

• 电池和动力系统性能

• 电动车的可制造性和产能

• 充电基础设施

• 高端/早期消费群体规模

• “理性绿色”消费群体规模

• 目标排放水平

• 纯电动/插混激励措施

• 城市燃油车相关禁令/限制

• 在部分级别中，纯电动的总
拥车成本低于燃油车

• V2G/V2X充电带来的额外收
入/成本节约

• 按用例划分的ADAS能力

• 数据处理

• 驾驶员交互

• 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

• 高端/早期消费群体规模

• 技术开放性

• ADAS安全功能成为强制性
标准的时间和应用范围

• 地域范围和已批准无人驾驶
汽车路试/车辆的数量

• 在首批商业案例中，总拥车
成本优于非无人驾驶汽车

• 从乘客处获取的附加价值

• 智能手机渗透率

• 服务获取便利度和车队可
用车辆数量

• 出行模式间的衔接水平

• 客流/交通密度，高频用户群
体规模

• 私家车出行限制/缴税

• 客运法规

• 总拥车成本优于私家车

• 灵活定价，以最大化车辆利
用率和可用车辆数量

全球各地出行生态转型进度不一，技术普及的时间和速度将各
不相同
预测技术采用实现指数级增长的考虑因素

Strategy&

ADAS =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V2G = 车辆到电网
注：临界点的定义为技术采用在出行生态系统变革的某个阶段实现指数级增长的时间点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普华永道AutoFacts®，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无人驾驶

电动

互联

实现指数级增长的时间

智能出行

8

之前 2030 之后

之前 2030 之后

之前 2030 之后

之前 2030 之后

相较2020年，
增速提升

相较2020年，
增速放缓



中国汽车保有量增长最快；电动车预测相较去年更为乐观；无
人驾驶到2025年后才会迎来爆发期
汽车保有量和新车技术渗透率（万辆，%）

Strategy& 9

28,876

1,775

27,225 30,985 33,186

1,653 1,669 1,708
3,438

30,200
35,017

3,10520,624

2,804

25,049

2,362

100%
44%

88% 100%

3% 6% 12% 16%

20352021 2025 2030

0% 1% 11%
34%

2021 2025 2030 2035

6% 19% 33%
55%

100%100% 100% 100%

2% 6% 19%
44%

（紧急呼叫系统，轻型车新车
销量占比）

互联

（纯电动，轻型车新车销量占
比）

电动

（L3/L4/L5，轻型车新车销量
占比）

无人驾驶

31,723

1,520

30,764 28,137

1,7021,684

29,351

1,725
轻型车保有量（万辆）

轻型车新车销量（万辆）

0% 4%
20% 29%

203520252021 2030

9% 27% 50%
78%

100%100% 100% 100%

轻型汽车 = < 6t GVW的汽车和轻型商用车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AutoFacts®，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409
463489

436
6,778 6,758 6,430 5,954

52%
89% 100% 100%

0% 4%
15%

29%

20302021 2025 2035

1% 5% 10%
45%



Strategy& 10

到2025年，欧美地区有一半车辆将实现互联，中国和日本由于监
管压力小，互联服务发展要落后5年
汽车保有量和互联车辆占比（万辆，%）

79%
93%

24%

2021 2030 2035

49%

2025

31,723
29,35130,764

28,137

互联汽车 非互联汽车

31%

27,225

2021

52% 70%

2025 2030

92%

2035

28,876
30,985

33,186

72%

2025

33%

2030

35%

2021

56%

2035

20,624
25,049

30,200

35,017

互联汽车数量的攀升更有利于车企为消费者提供OTA等具有便利性优势的功能，
但安全和数据保护仍值得重点关注。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AutoFacts®，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2030

21%
74%

2021

12%

2025

42%

2035

6,778 6,758 6,430 5,954



Strategy& 11

欧盟的纯电动渗透速度快于预期，而中国在总销量上保持领先；
日本、美国进展缓慢
按动力系统划分的新车销量（万辆，%）

64%

13%

7%
9%

2030

84%

9%

2021

27%

2025

0%

50%

16%

34%

1,684 3%

78%

2035
6%

1,520

1,702 1,725

1%
2% 2%

97%

6%

2021

92%

2025

19%
1%

80%

1,669

2030

1%

44%

1%

54%

2035

1,653 1,708
1,775

6%
19%

2025

6%

20302021

2%

92%

55%

74%

33%

2035

7%

60%

5%

9%

32%

2,362

2,804
3,105

3,438

纯电动车燃料电池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内燃机汽车（包括油电混动汽车）

欧盟委员会近期公布的《欧洲绿色协议》提出，从2035年
起实现新车零排放。预计在未来几年里，其他国家也将陆
续颁布相关政策。

1% 0%

26%

95%99%

4360%5%

2021 2025

10%
0%

89%

2030

3%

45%

26%

2035

489
463

409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AutoFacts®，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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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L3和L4级自动驾驶技术开始在全球落地应用，但预计
在新车中的渗透率到2030年后才会超过20%
按SAE自动驾驶分级定义划分的新车销量（万辆，%）

78%

1%

100%

2021

96%

4%

2025

13%
7%

2030

68%

14%

14%

2035

1,520
1,684 1,702 1,725

L0-2 L5L3 L4

2025

97%

2021

94%

1%

88%

5% 11%

2030

84%

14%
2%

2035

1,653 1,669 1,708
1,775

89%99%

18%

100%

3,105

2021

3%
1% 8%

2025 2030

66%

15%
1%

2035

2,362

2,804

3,438

SAE = 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

ADAS玩家将发力运输车队以及物流和工业领域，有针对性地投资可行性高
的无人驾驶应用，从而收回成本。德国率先通过了关于自动驾驶汽车上路
的国家法律。

9%

96%100%

489

6%

2021

85%

4%

2025 2030

12%

71%

15%
1%

2035

463
436

409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AutoFacts®，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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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市场对共享出行持不同看法；预计到2035年，欧盟和日
本将占据领导地位
出行模式市场渗透率（万亿人公里，%）

92% 87% 79% 72%

2% 3%

7%

10% 16% 21%

2021

6%

20302025

5%

2035

4,898 5,073 5,257 5,449

97% 97% 97% 97%

1% 1% 1% 1%

2025

6,065
2%2%

2021

2%

2030

2%

2035

5,829 6,7006,375

89% 88% 87% 86%

9% 10% 11% 12%2% 2% 2% 2%

20352021

13,847

2025

10,445

2030

8,832 12,218

主动共享出行
（如共享汽车、租赁）

被动共享出行
（如网约车、机器人出租车）

主动/被动型私家车出行
（如自有车辆）

尽管2020/21年疫情导致共享出行需求下滑，但由于多模式交通出行平台
提供的共享出行选择逐渐多元化，以及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主要地区对
私家车所有权的法规日益严苛，长期发展前景仍然乐观。

97% 94% 86%
75%

1% 2%
7%

11%

7% 14%
2%

2021 2025 2030

3%

2035

910 910 910 910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AutoFacts®，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本系列报告共分为三篇：1）CASE驱动因素，2）创收机会，3）
能力建设

Strategy&

消费者 技术 法规 经济性

机会评估和
投资

无人驾驶

电动

互联

智能出行

能力

建设和合作

首篇 中篇 尾篇

14



洞察全球移动出行市场

Strategy& | PwC 15

Image to be updated



消费者正在寻求安全、便
利的出行方式：私人交通
工具仍占重要地位。”

Strategy& 16

消费者 技术 法规

2021年数字化汽车报告 – 首篇

无人驾驶

电动

互联

智能出行



对3000名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调研反映了消费者对
CASE技术的最新看法
消费者调研概述

1. Remaining % up to 100% “not specified”/ “do not wish to 
answer”

Strategy& 17

• 购买新车或二手车的意愿适中，订阅模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 即便在疫情风险下降的情况下，私家车出行仍最受青睐，
消费者不愿意使用共享和公共交通工具

• 对互联服务的重视程度未发生太大变化，安全和导航服务
仍最受欢迎

• 对汽车按需功能的付费意愿远高于互联服务

• 插混和纯电动车在中国最受欢迎，而氢动力汽车在德国的受
欢迎程度日益提升

• 续航里程短以及充电设施短缺导致消费者不愿意选择电动车

主要发现

n = 1000

性别
（%）

n = 1000 n = 1000

51 49

年龄
（%）

家庭月收入
（%） 23 669 1127

6-8千美元4-6千美元<2千美元 8千-1万美元2-4千美元 >1万美元

333533

18-34 35-54 55+

3
地区

14
问题

3000
受访者

消费者 – 概述

44 56 50 50

452629 33 3333

10 137101518

4 3

23 124116

职业
（%）

1055

3

8 13 6

失业人员学生

雇员

个体户

公务员 无业人员

43 19614

3

4

1

1

1

26 2940

• 相较去年，受访者对无人驾驶汽车的信任度有所下降

• 看好无人驾驶技术的消费者愿意为该技术支付高溢价



互联服务 – 消费者重视程度

Strategy&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0年和2021年消费者调研；n=3000（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各1000名消费者） 18

所有地区的受访者仍最看重安
全和导航功能。

车企提供的生活方式和舒适性
功能最受中国消费者青睐。”

生活方式和舒适性

汽车管理

安全
69%

71%
导航

按需功能

智能手机车内投射

信息娱乐/娱乐

34%

62%

35%

41%

19% 46%

62%

66%

47%

57%

38%

44%

81%

87%

97%

70%

94%

87%

68%

问题：“您最重视哪些互联服务功
能？”

消费者 – 互联

2021 2020 20202021 2021 2020

消费者对互联服务的重视程度未发生太大变化，安全和导航仍
最受欢迎



互联服务 – 平均支付意愿1）

Strategy& 注：1）当地货币按美元换算；2）德国和美国参考Spotify个人套餐，中国参考酷狗音乐会员开通；3）德国参考Sky，美国参考Xfinity，中国参考腾讯视频；4）数据来自普华永道思略特2020年消费者调研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n=3000（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各1000名消费者）

19

各地对为汽车互联服务付费的接受程度
有所提高。

但消费者对服务的价值感知存在很大差
异，中国消费者愿意支付的费用最低，
而德美两国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音
乐服务订阅费用最为接近。”

消费者 – 互联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愿意为互联服务付费，但可接受的价格
范围因地区而异

全套车载互联服务……

音乐服务订阅2） Adobe 
Photoshop使用
许可

家庭互联网和
高级/体育频道
订阅3）

69%的受访者愿意支付

$ 180
$ 142 $ 338 $ 1300

年费支付意愿 其他数字和媒体服务定价参考vs.

$ 120 $ 250 $ 1200
62%的受访者愿意支付

$ 148

$ 524）
$ 28 $ 138 $ 520

94%的受访者愿意支付



汽车按需功能 – 消费者重视程度

Strategy& 
注：1）当地货币按美元换算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n=3000（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各1000名消费者） 20

消费者 – 互联

至少从德美两国来看，空调启动
等常见基础功能最受消费者重视，
停车导航和自动泊车等先进功能
目前并非主流需求。”

问题：“对您来说，该项按需功
能的重要程度如何？”

随着按需功能首次实现市场化，德美用户对空调、前灯、发动
机功率的需求最高

全套汽车按需功能的年
费支付意愿1）

67% 

59% 

56% 

49% 

45% 

43% 

28% 

24% 

更长的续航里程
（如增加80公里）

更高的发动机功率
（如增加50马力）

空调启动

先进的前灯功能/性能

座椅加热启动

拥堵自动辅助驾驶

停车导航

自动泊车

78%

60%

43%

59%

17%

64%

33%

23%

90%

86%

70%

56%

84%

79%

69%

81%

60%的受访者

愿意支付

$ 675

45%的受访者

愿意支付

$ 760 不适用



Σ 18

Σ 79

Σ 76

Σ 23

Σ 22

Σ 75

21

40

22

34

17

32

3

3

1

Σ 55

Σ 69

Σ 58

Σ 41

Σ 29

Σ 37

59

13

52

18

51

23

4

2

3

Σ 63

Σ 24

Σ 52

Σ 26

Σ 51

Σ 31

40

11

11

30

16

17

31

15

21

超过一半的美国和德国消费者仍倾向选择燃油车，其中包括年轻
人群；中国消费者则更青睐插混/纯电动车
按年龄划分的消费者动力系统偏好（%）

Strategy&
由于四舍五入，分项之和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n=3000（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各1000名消费者） 21

燃油（汽油
和柴油）

插混和
纯电动

23

22

20

13

15

11 18

19

16

6

10

47

41

36

2

1

汽油 柴油

插混 纯电动 插混 纯电动 插混 纯电动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35-54岁

>55岁

18-34岁

年龄段

燃油车仍是美国（55-69%）和德国（51-
63%）消费者的首选，中国消费者则更喜
欢纯电动/插混（75-79%）。

尽管年轻一代普遍具有气候意识，但美国
和德国的年轻消费者显然更倾向选择燃油
车。

由于大量的媒体传播和公众讨论，氢能在
德国的受欢迎程度日益提升。”

问题：“假设您要购买、租赁或订阅
乘用车，您会选择哪种动力系统？”

消费者 – 电动

氢能H2 O2

+–

4



里程焦虑和充电基础设施不足是消费者放弃选择电动车的主要原
因，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一情况在中国尤为如此
电动车使用制约因素

Strategy&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n=1897（对电动车不感兴趣的受访者，包括645名德国消费者，677名美国消费者和575名中国消费者） 22

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不愿意选
择电动车？”

消费者 – 电动

在德国和美国，单次充电续航里程短是
最大的制约因素，中国消费者最关心充
电网络覆盖不足的问题。”

价格相对较高 单次续航里程短 车型选择和供应有限 充电基础设施短缺

66%
60% 58%

13%

59%
53% 56%

25%

73%
78%

28%
36%



问题：“您本人会使用全自动驾驶汽车吗？”

无人驾驶 – 消费者态度及如何利用所节省时间

Strategy&
第一个问题：n=3000（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各1000名消费者）；第二个问题：n=1604（383名德国消费者，356名美国消费者和865名中国消费者）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 23

39%
(59%)24%

(28%)

14%
(36%)

64%
(36%)

18%
(38%)

62%
(36%)

18%
(26%)

48%
(32%)

14%
(9%)

在节省下来
的时间内，
最常在车内
进行的3项活
动
（受访者比例)

工作（如收
发邮件）

媒体和娱乐
（如观看在
线视频）

放松和休
息（如睡
觉）

39%

52% 51%
55%

45%
39%

放松和休
息（如睡
觉）

媒体和娱乐
（如观看在
线视频）

工作（如收
发邮件）

62% 62%
57%

社交（如视
频会议）

放松和休
息（如睡
觉）

媒体和娱乐
（如观看在
线视频）

总体而言，使用全自动驾驶汽车的意愿有所下降，尤其是在德国和
美国。 消费者对自动驾驶的信任容易受外部影响，交通事故和网
络安全事件等重大新闻报道可能会导致消费者态度迅速转变。”

消费者对无人驾驶汽车的信任度并无上升，尤其是德美两国，
相较去年反而有所下降

消费者 – 无人驾驶

括号内为去年调研结果

愿意使用

不愿意使用

仅愿意在低速
行驶/停车时
使用



无人驾驶 – 支付意愿

Strategy& 

第一个问题：n=198（57名德国消费者，141名美国消费者）；第二个问题：n=1604（383名德国消费者，356名美国消费者和865名中国消费者）
注：1）愿意为每5公里/3英里起步价格为€10/$10/¥20的车程额外支付的费用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 24

愿意使用无人驾驶汽车的消费者为体验付费的意愿较高

310 €
起步价格

溢价

410 $
起步价格

溢价问题：“在使用共享汽车或网约车
服务时，您愿意为自动驾驶汽车额
外支付多少费用1）？”

16% 

41% 

19% 

9% 

4% 

7% 

1% 

3% 

0

<1200

4700-5900

1200-2400

>7100

2400-3600

3600-4700

5900-7100

USD

问题：“在普通车价的基础上，
您愿意额外为全自动驾驶汽车支
付多少费用？”

21% 

34% 

23% 

7% 

4% 

4% 

2% 

4% 

2% 

15% 

27% 

22% 

17% 

10% 

3% 

3% 

84%
的消费者具有支付意愿

79%
的消费者具有支付意愿

98%
的消费者具有支付意愿

消费者 – 无人驾驶

不适用



超过40%的受访者计划在1-2年内购买新车或二手车；订阅模式
正在兴起
购买/租赁/订阅汽车的可能性

Strategy& 
总和为100%，未展示选择没可能和不太可能购买/租赁/订阅的消费者比例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n=3000（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各1000名消费者）

44%

47%

20%

14%

购买新车

购买/租赁二手车

租赁新车

订阅汽车

25

在德国，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正逐渐变
得更可预测，消费者的购车意愿较去年有
所提高。

订阅模式愈发受到欢迎 – 在中国，其受欢
迎程度高于租赁；在美国，选择订阅和租
赁模式的消费者数量不相上下；在德国，
青睐订阅模式的消费者数量显著提高，占
比从去年的8%上升至14%。”

问题：“在未来一到两年内，您或您
的家人有多大可能性购买、租赁或订
购乘用车？”

消费者 – 智能出行

44%

41%

15%

15%

63%

40%

31%

44%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自有自行车

20

40

20 67

314919

12步行

964

3

27私家车

7 53公共交通

8314共享微出行
（电动滑板车）

775 18共享汽车

764出租车、网约车等

即使在疫情风险下降的情况下，消费者仍对共享和公共交通避之
不及，私家车出行仍是首选
疫情防控解除后的消费者出行模式偏好（%）

Strategy& 26
由于四舍五入，分项之和可能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n=3000（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各1000名消费者）

消费者 – 智能出行

问题：“新冠疫情从很多方面改变了我
们的出行习惯，疫情结束后，您使用以
下方式出行的频率会有什么变化？”

更高 相同 更低/不使用

私家车出行仍被认为是最安全、方便的出
行模式，因此需求增长最快，在中国尤为
显著。

即便在摆脱疫情后，所有地区的消费者仍
计划减少使用共享出行，以及出租车和网
约车出行。”

9 49

53

64

398

43

531

64333

7622

2

3

6137

66323

26

2741

47

4134

32

122959

38

473716

3519

46

593111

15



48% 52%

最受欢迎的减排举措Top 3

Strategy&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n=3000（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各1000名消费者） 27

中国和德国消费者具有强烈的减排
意愿，愿意改变出行模式的人数占
比分别达97%和70%，仅有52%的
美国消费者表达了减排意愿。

减排方式主要包括短途出行更多采
用步行或骑行，或改用电动车出
行。”

问题：“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您愿意
做出哪些个人行为改变？”

45%

18%

26%

彻底取消短途
航空出行

短途出行更常采用步行
或骑行

改用电动车

短途出行更常采用
步行或骑行

30%

12%

22%

改用电动车

更常使用公共交通

更常使用公共交通

60%

49%

61%

改用电动车

短途出行更常采用
步行或骑行

30%

70%

不改变出行模式

改变出行模式 97%

3%

消费者 – 智能出行

受访者主要通过改用电动车或采用步行和骑行的方式来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35%

27%

17% 16%

8%

环保型运输模式驱动因素

Strategy&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n=3000（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各1000名消费者） 28

价格和可用车辆数量是推动消费者环保出行的主要驱动力

在德国和美国，价格便宜是推动受访者
采用环保出行模式的主要因素。

中国消费者优先考虑可用车辆的数量。”

问题：“您会因为哪些原因更多地使用
环保出行模式（如共享单车、共享汽车、
公共交通）？”

55%

23%
20%

17%

6%

家庭套餐（如共享单车4人半价）

价格便宜

雇主激励措施（如提供工作自行车、共享出行福利礼包等）

使用便利（如通过app支付等）

可用车辆数量充足（如更多共享单车）

消费者 – 智能出行

59%
63%

37%

44%
39%



Σ 60

Σ 38

Σ 27

Σ 33

Σ 54

Σ 61

51

19

31

40

23

35

3

1

2

电动

“……您会选择哪种动力系统？”

日本消费者调研要点总结

Strategy&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2021年消费者调研；n=1000（自日本的1000名消费者） 29

消费者 – 互联、电动、无人驾驶、智能出行（日本）

互联

29%

35%

22%

21%订阅汽车

购买新车

购买/租赁二手车

租赁新车

仅愿意在低速行驶/
停车时使用

愿意使用

28%
(37%)

31%
(26%)

不愿意使用

41%
(37%)

插混 纯电动

汽油 柴油

26
14

9

4

7

14

燃油
（汽油
和柴油）

插混和
纯电动

氢能H2 O2

+– 35-54岁

>55岁

18-34岁

对比：日本消费者表达了不同看法，对纯电动持怀疑态度，但
对无人驾驶汽车和汽车订阅持开放态度

日本消费者对汽车按需功能的偏好
顺序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电池续
航里程最受青睐，其次是先进的前
灯功能/性能

76% 

76% 

68% 

67% 

66% 

49% 

47% 

43% 

自动泊车

更高的发动机功率
（如增加50马力）

更长的续航里程
（如增加80公里）

停车导航

先进的前灯功能/性能

拥堵自动辅助驾驶

空调启动

座椅加热启动

“对您来说，该项按需功能的重
要程度如何？”

无人驾驶

“您本人会使用全自动驾驶汽车
吗？”

智能出行

“您有多大可能性购买、租赁或
订购乘用车？”

汽油引擎仍是最受年轻人群喜爱的
动力系统；与此同时，插混在35-
54岁和55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最受
欢迎

与其他国家相比，无人驾驶在日本
的发展较去年更加喜人，消费者对
无人驾驶的信任度有所提升

括号内为去年
调研结果

日本消费者购买或租赁新车、二手
车的意愿低于其他国家。但与去年
的调研结果（15%）相比，消费者
对订阅模式的兴趣正在上升



技术发展迅速：软件定
义架构和芯片短缺成为
2021年热门话题。”

Strategy& 30

消费者 技术 法规

2021年数字化汽车报告 – 首篇

无人驾驶

电动

互联

智能出行



打造互联服务将是未来几年决定车企成败的重要因素
互联服务

31

技术 – 互联

• 汽车互联服务有望改变驾驶体验，并
为车企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 最初的互联服务热潮后，车企减少了
对互联服务的关注；市场上大部分汽
车互联功能仍处于发展起步阶段

• 新进入者将涌入汽车市场，并凭借新
的云服务和按需调整汽车软件的能力
建立差异化优势

• 先发者将为未来互联技术和收入模式
设定标准

• 传统车企需要重新考虑加强对互联服
务的投入，以便迅速实现汽车和云平
台转型，为未来增长提供基础和规模
保障

仍处于起步阶段

汽车优化

基于云的车辆分析和配置优化

市场关注度

时间2015 2020

目前

Strategy& 

功能启动

动态启动/关闭附加付费服务

驾驶效率和安全

车辆和基础设施间的信息交换

增值服务

提供增值服务和获取收入

无人驾驶

基于云的路况分析和驾驶辅助

车队管理

为车队管理和跟踪服务提供支持

导航和交通信息

获取最新的导航和交通信息

软件安全更新

通过OTA来提升功能并修复问题

警报和协助

发生严重事故或车辆问题时自动发
出警报

数据/洞察服务

以汽车为中心的互联服务

汽车功能即服务

第五块屏

衍生服务



在互联技术构建方面，车企在自主开发和购买关键技术组件之
间面临选择
软件定义汽车的互联服务组件

Strategy& V2X = 车辆与外界的信息交换；I/O = 输入/输出；HW = 硬件；SW = 软件 32

关键价值
模块

• 电子电气架构转型
• 半导体供应

• 客户访问/身份识别
• 数据隐私

• 地区监管法规
• 网络安全问题
• 移动网络运营商成本

硬件和电子架构云基础设施

通信技术（5G、V2X）

地面和卫星通信网络
I/O设备（如传感器和显示
器）

集成电路和半导体

• 软件能力
• 开发流程
• 网络安全法规

汽车操作系统

汽车云平台

OTA安全管理

• 数据所有权
• 收入模式

用户界面和控制

数据分析、隐私和道德
云/混合服务，包括车辆健
康服务

产品捆绑和定价

用户ID和个性化

客户服务

计划 – 建设 – 交付 – 更新 – 衰退

赋能因素 硬件 软件 数据/集成 销售和客户关系管理

当前限制

内容/服务

汽车服务和应用软件

第三方内容和服务

汽车安全和合规

• 系统测试能力
• 封闭系统和开发系统间

的决策
• 认证

当前发展 • 开发自己的/定制化半导
体

• 模块化和可扩展的硬件
架构

• 销售流程集中化
• 交叉融资/订阅合同

• 接入蜂窝和卫星网络
• 构建云/边缘基础设施

• 开发自己的软件堆栈
• 开发自己的应用商店

• 扩大跨行业和技术联盟• 增加自动化测试和合规
性流程

• 建立自己的数据/分析平
台

关键价值模块

技术 – 互联



评估电动出行技术的发展进程必须基于各动力系统的技术趋势
动力系统发展进程

Strategy&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33

燃料电池系统内燃机 电动传动系统（电动机、逆变器、变速器）

高压电池系统

燃油 燃料电池纯电动插混

堆栈

电堆平衡

电池堆内部加湿和简化水管理

燃料罐

高压系统和架构

电气化

将12V（低成本）或48V回热和增压作为

标准功能

提升辅助部件的电气化水平（水泵/油泵、

凸轮移相器等）

利用P2拓扑结构避免拖曳转矩

优化燃烧/排放

减少摩擦损失

汽缸的涂层和微观结构的改变

优化曲轴轴承

涡轮增压器使用球轴承 系统设计

将电池组作为汽车整体结
构的一部分（电池整车一
体化）

系统设计，包括
可回收性

架构

电源装置集成（OBC、
DCDC、DC充电器）

最高可达800V，标准容量为
400V

辅助部件

电气化辅助运转部件日趋商
品化

提升效率

基于碳化硅功率的半导体开关
（逆变器）

电动机的条形绕组和更紧密的槽孔
填充

降低成本

逆变器和电动机高度集成

电池创新

H2 O2

+–

增加喷油压力

可变的气门结构

适用于大多数动力系统的颗粒过滤器，包

括汽油缸内直喷

通过伸缩连杆实现可变压缩比（VCR）

技术 – 电动

通过增加电池体积提升容量

通过最小化钴含量和使用无钴电池降低阴极材料成

本

电极涂层的干燥（无溶剂）处理

通过增加硅含量提高阳极能量密度

使用固态电解质（聚合物，无机物，共混物），从

根本上解决电池安全问题

提高功率密度

优化双极板涂层

改善催化剂成分（少铂）和

纳米级微观结构

将压缩氢作为乘用车的标准

配置

使用混合材料降低成本

优化纤维缠绕布局和流程



电动动力系统运营成本实现与内燃机持平的时间表

主要假设：使用德国2020年电力和燃料的价格；H2价格为€5/kg；插混驾驶模式：40%电动/60%燃油；FCEV驾驶模式：40%电动/60%燃料电池
不考虑一次性购买激励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技术 – 电动

Strategy& 34

电动车的运营成本看齐燃
油车没有固定的时间点，
具体取决于车辆类型和续
航里程等因素。”

细分市场 续航里程
适用的
动力系统

A/B
紧凑车型

70 kW

短

中

长

150公里

300公里

600公里

C/D
普通车型

100 kW

中

长

超长

300公里

600公里

800公里

E/F
豪华车型

250 kW

中

长

超长

300公里

600公里

800公里

领先玩家的TCO演变

2025 20302020

与内燃机
持平的时间

2019

2025

2035

2022

2027

2032

2018

2022

2028

H
2

O
2

+–

H
2

O
2

+–

H
2

O
2

+–

H
2

O
2

+–

H
2

O
2

+–

H
2

O
2

+–

H
2

O
2

+–

十年内，纯电动将成为众多汽车细分市场内最经济实惠的出行
选择



无人驾驶技术发展

Strategy&

技术 – 无人驾驶

• 现有的雷达和摄像头技术将不断提升，分辨率更高；
激光雷达技术还未达到成本效益最大化

• 未来L3/4级的汽车传感器配置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针对仅使用摄像头还是采用其他解决方案的争议仍
在持续

• 基于低功耗技术的新型ADAS计算机正在开发中

• 从2022年开始，欧盟国家将强制使用不同的驾驶
辅助系统

软件
（如智能数
据使用）

基础设施
（如5G）

• 软件测试和验证尚未成熟
• 运动轨迹预测问题仍无法完全解决
• 大量测试数据导致传统分析变得更加复杂

• 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几条完全针对无人驾驶开
发的测试道路

• 到2022年，4G将全面扩展至德国高速公路，为未
来5G建设打下基础

• 目前只有基于4G的预5G网络（非独立）

硬件
（如传感器）

发展进程和限制

35

无人驾驶汽车的硬件、软件和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完善，但达到规
模化发展仍有距离

全景视野

全景视野

停车
辅助

紧急制动

环境测绘

两侧来
车警告

车道保持

交通标志识别

后部碰撞预警

环境测绘

盲点

停车
辅助

后视镜

地形探测

防撞

行人探测

驾驶员
监测

应急车辆检测

超声波 短/中距离雷达 摄像头

激光雷达 长距离雷达 麦克风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一旦L3级自动驾驶技术成熟并获得广泛应用，预计L4级技术将
很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SAE自动驾驶分级标准和功能示例

Strategy&
ODD = 运行设计域
资料来源：SAE J3016（TM）《标准道路机动车驾驶自动化系统分类与定义》，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技术 – 无人驾驶

高

低

SAE等级 概念界定 架控主体
环境监测和
用户界面

动态驾驶
任务执行 系统作用域 自动驾驶功能示例

5 完全自动驾驶

……由自动驾驶系统执
行所有动态驾驶任务
（仅适用于特定的驾驶
模式；L3和L4取决于
ODD）

在驾驶员可应对的全部环境和路
况下……

系统

系统

传统或新兴用户
界面

系统

所有驾驶
模式

• 全环境全自动驾驶
• 交互式自动驾驶（通过触摸/手势UI进行控制）
• 全环境机器人出租车和自动驾驶客运系统

4 高度自动驾驶
在驾驶员没有正确响应系统干预
请求的情况下……

大部分驾驶
模式

• 具备多次变道功能的城市/乡村/高速公路自动驾驶
• 机器人出租车和自动驾驶客运系统
• 城市内“最后一公里配送”
• 自动泊车

3 有条件自动驾
驶

在驾驶员正确响应系统干预请求
的情况下……

人

某些驾驶
模式

• 城市/乡村/高速公路驾驶辅助（如自动化交通拥堵管理、
路口通行、单次变道）

• 半自动泊车
• 车队运营辅助（场内、非高速公路）

d 部分自动驾驶

由驾驶员执行部分动态
驾驶任务，自动驾驶系
统负责……

……执行转向和加减速（仅适用
于特定的驾驶模式，且取决于
ODD）

人

传统用户界面

•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 远程/遥控钥匙停车辅助
• 变道辅助

1 驾驶员辅助

……执行转向或加减速（仅适用
于特定的驾驶模式，且取决于
ODD）

人和系统

•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 驾驶员停车辅助
•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转向）
• 后方/侧方盲点监控（系统转向）

0 无自动驾驶功
能

由驾驶员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可借助警报或干预系统辅
助驾驶

人
不适用

• 前方碰撞预警和制动
• 前方/侧方来车预警和制动

自动化等级

36



具有商业可行性的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应用将率先在某些用例
中实现
自动驾驶技术商用时间表

注：1）实现商业的时间，部分领域实现大规模应用还需较长时间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机器人出租车
无定义路线
2-6个座位

客运系统
预定义路线
7-12个座位

自有车辆
无定义路线
2-5个座位

L4

L5

xx 最高时速

限行区域绕行

施工区域行驶

自动变道

130

30 Restricted
Areas 50 Restricted

Areas

60 Restricted
Areas

乡村

城市/市郊

乡村

城市

高速公路

• 开发ADAS技术所需投入的成
本和精力超过预期

• 由于产量小以及传感器融合/
识别方面的挑战，ADAS传感
器远未达到目标成本水平

• 法规正在完善：联合国欧洲
经委会正在敲定技术框架，
另外德国政府已出台自动驾
驶和无人驾驶法案

• 联合国欧洲经委会通过了首
份L3级车辆搭载自动车道保
持系统的法规，运行速度限
制在最高60公里/小时；预计
2021/22年将出台针对更高级
别自动驾驶技术的法规

发展进程

Strategy&

最后一公里物流
城市

2021 2023 2025 2027 2029 2031 2033 2035

预定义路线
如包裹站点

L3
L2+

40 Restricted
Areas

60 Restricted
Areas130

100 Restricted
Areas

50 Restricted
Areas

60 Restricted
Areas

封闭环境行驶

50

100

技术 – 无人驾驶

城市/市郊

城市：行驶环境复杂多变，通行速度缓慢

郊区：行驶环境较为复杂，通行速度中等

乡村：行驶环境简单，通行速度较快自动跟车

20 Restricted
Areas

130

商用时间（试点项目后）1）

37



38

移动出行分为私家车出行和共享出行以及主动驾驶和被动驾驶，
每种模式都可按自动化程度进一步划分
私家车/共享出行自动驾驶用例示例

Strategy&

注：1）包括自有、家庭、信用融资租赁、长期租赁、企业车辆；2）包括租赁、订阅（1年以下）、网约车、拼车、汽车共享、合伙用车、汽车俱乐部；3）“乘客”根据目的地和出行原因选择交通工具和确认预计到
达时间；系统制订详细的路线和决定实际到达时间/地点；4）“驾驶员”根据目的地和出行原因选择交通工具并规划到达时间；驾驶员通过UI制订详细的路线和决定实际到达时间/地点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AutoFacts®，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主动驾驶4)

我是驾驶员

被动驾驶3)

我是乘客

技术 – 智能出行

L3

L0-2

L3

L4

L5

L0-2

L3

L4

L5

L0-2

L4

L5

私家车出行 1）自有车辆 共享出行 2）共有车辆或共同乘车
自
动
化
等
级

自
动

化
等

级

L0-2

L3

L4

L5

私人/家庭司机驾驶

全环境自动驾驶

出租车、网约车/拼车

机器人出租车 自动驾驶客运系统

驾驶员驾驶 汽车共享、租赁、订阅

城市/乡村/高速公路自动驾驶 自动泊车

交互式自动驾驶
（通过触摸/手势识别UI实现“有趣的”车辆控制）

城市/乡村/高速公路驾驶辅助
（适用于私人司机）

交互式自动驾驶
（通过触摸/手势识别UI实现“有趣的”车辆控制）

停车辅助
（适用于私人司机）

城市/乡村/高速公路
驾驶辅助

停车/车位驶出辅助
城市/乡村/高速公路

驾驶辅助
车队运营辅助

（场内）

城市/乡村/高速公路驾驶辅助
（适用于公共交通驾驶员）

新兴自动驾驶用例

传统基础用例



汽车共享/订阅平台在向电动车队规模化发展时依赖于微出行技
术堆栈
智能出行技术平台构建模块 – 电动车队供应商示例

Strategy&

技术 – 智能出行

39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充电和电池管理

能源需求预测 电池替换和回收充电桩管理

资产和车队管理

车辆状态监测/
远程信息处理

资产生命周期管理 维修管理

内部业务运营

客户获取/营销
IT管理（物联网、数据和

分析、网络等）
财务和控制、风险和合规、

人力资源等

用户界面和应用软件
（驾驶员、车队运营商、合作伙伴）

计算和合同订立 账单和付款

合
作

伙
伴

API集
成

和
外
部
数
据
获
取

客户运营

新用户引导
（身份、访问等）

充电和维护 事件管理

直观的数字
用户体验

电动车随取随用

可用车辆数量多

充电快速可靠

高效业务运营

技术平台能力主要优势

• 需建立完整技术架构和IT平台，覆盖五个
层级的功能，从而提供无缝的电动车共
享/订阅体验

• IT平台需要解决各式各样的运营需求（例
如，进行远程信息处理/车队监控，或管
理后端计费流程）

• 为了在多个城市实现快速扩展，API/开放
标准/接口是迅速与外部合作伙伴建立联
系并满足当地（监管）要求的关键

• 云系统能够确保高可靠性/扩展灵活性，
同时支持高效的流程执行

发展进程



法规旨在加速移动出行转
型，但各个地区采取的方
式截然不同。”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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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

电动

互联

智能出行



中国和欧盟带动关于CASE趋势的法规探讨，其中电动车渗透率
和无人驾驶合法性是焦点话题
最新监管措施和议题（部分示例）

美国

AUTOMATED   美国交通部发布《自动驾驶车辆综合计划》，为
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集成制定战略（2021年1月）
无人驾驶

欧盟委员会出台了面向全领域
的《欧洲绿色协议》，包括CO2排放标准1）

（2021年7月）

德国成为第一个通过无人驾驶
汽车法案的国家，旨在推动聚焦MaaS用例的L4
级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2021年5月）

无人驾驶

Shared:           欧盟委员会通过修订法规和制定
战略行动计划来促进替代燃料基础设施建设

法规

落后于其他地区；拜登政府有望推动技术进一步发展，尤其
是在电动车方面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颁布了通用法规
《Standing General Order》，要求L2-L5级自动驾驶汽车报告碰
撞事件，以识别自动驾驶车辆的潜在安全问题（2021年6月）

无人驾驶

注：1）与2021年的水平相比，新车的CO2平均排放量到2030年下降55%，到2035年实现完全脱碳；2）一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二是构建新型产业生态，三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四是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五是深化开放合作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Automated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
稿）明确自动驾驶汽车道路测试要求，并规范交
通违规和事故责任（2021年3月）

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以长期战略为引导的自上而下的监管方法，
高效推动CASE技术发展

Autonomous: 从2022年9月起，法国将允许
自动驾驶汽车在预设道路和区域上路行驶（2021
年7月）

无人驾驶

欧盟国家对CASE监管采取孤立/自下而
上的方法

Electric:  《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将
产品召回由安全召回扩展至排放召回（2021年7
月）

电动

欧盟

全球

联合国欧洲经委会制定关于自动车道保持系统车
辆认证的统一规定（2021年3月）

近期在联合国层面发布的法规推动了CASE技术的采用，但仍
有待进一步健全

中国

拜登政府为加快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多
项措施（2021年4月）

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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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专家观点正面的专家观点 负面的专家观点

ISO技术委员会发布针对L4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国际
安全标准ISO 22737，为低速自动驾驶（LSAD）系统的最低安全要
求和测试程序提供参考标准

电动

电动

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Electric:  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包括五项战略任务2）

（2020年10月）

电动

联合国欧洲经委会发布关于网络安全和软件更新
的国际法规及相关管理体系（2021年1月）

互联

《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
品准入管理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针对自
动驾驶汽车厂商出台安全法规（2021年4月）



对车企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建立数据合规能力，以充分利用
CASE带来的机会
主要数据监管法规（部分示例）

42

目标 目标

《数字服务法》
对线上中介和平台进行监
管

《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

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

《数据治理条例》 加强数据共享机制

《数字市场法》
对充当数字市场“把关人”
的平台进行监管

更多推动数据共享的相关法
规

促进公私机构之间的数据
共享

《商业秘密保护法》 定义和保护商业秘密

国家隐私法

州级隐私法

联邦政府数
据开放法

针对行业和领域的隐私保
护规定

确立数据隐私权

政府数据公开

《驾驶员隐
私保护法》

治理隐私和个人信息的披
露

明确自然人的隐私权

保护数据，如在中国境内
存储公民个人信息等重要
数据

规范汽车行业中个人和重
要数据的处理

《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

《汽车数据安全管
理若干规定（试
行）》

多项国家标准
制定数据保护措施，防止
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滥用

目标

各州有不同的法案，旨在平衡隐私问题和新技术的
采用

为满足隐私需求和国家利益，法规制定的复杂度和
标准日益提高

需构建针对中国的数据解决方案

以保护客户隐私和数据权利为前提的数据共享/使用
框架

法规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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