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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智能座舱是新能源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发展在提升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水平和用户服务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对此，本文就首先就智能座舱的概念以及构成进行简要说明，之后就智能座舱的发展现状进行全面分析，最

后，就企业推进智能座舱落实的有效措施进行阐述，希望为推动智能座舱领域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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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telligent cockpi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intelligence level and user service quality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first briefly explains the concept and composition of intelligent 

cockpit, then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telligent cockpit, and finally 

elaborates on effective measures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cockpit, 

hoping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cockpit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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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座舱的概念以及构成

（一）概念

智能座舱主要是指通过融合多种先进技术，将汽车的驾驶空

间打造成一个智能化、个性化的交互环境。它具备多种功能，如

通信、交互、控制、娱乐等，能够极大地提升汽车用户的驾驶体

验。智能座舱的广泛应用有效地打破传统汽车座舱的局限，通过

利用人工智能、HUD技术 、AI大模型等先进技术，能够对车内的

设备、环境以及信息等进行收集、分析和判断 [1]。例如，智能座

舱能够“记忆”驾驶者的行为习惯，可以自动调整车内温度、座

椅高度等。同时，驾驶者还能够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实现音乐播

放、寻路导航等操作。智能座舱的广泛应用能够极大地丰富驾驶

者的体验感。

（二）构成

从构成方面来讲，智能座舱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硬件

部分、软件部分以及交互部分。其中，硬件部分包括座椅、座舱

芯片、HUD、液晶仪表盘等，这些硬件为智能座舱提供重要的物

理支撑，为各种功能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2]。软件部分包括车载

操作系统、OTA技术等，是汽车实现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关

键。交互部分包括语音识别、人脸识别、触摸识别等多种方式，

用户能够与智能座舱进行“沟通”，并顺利完成各种操作，以此

为用户带来智能化、个性化的交互体验。

二、智能座舱发展现状

（一）技术发展现状

传统的汽车座舱功能较为单一，以满足驾驶员的驾驶操作需

求为主。而在新时期，智能座舱融合了各种先进的传感器和新技

术，具备多种功能，能够极大地丰富用户的驾驶体验 [3]。

传统的中控面板被大尺寸的中控屏所取代，成为智能座舱的

控制界面。它不仅具备更大的显示区域，同时还具备强大的交互

功能，驾驶者和乘客可以通过触控、语音等方式，轻松完成各种

操作，从而获得更为智能化、现代化的控制体验 [4]。

当前，联网已经成为智能座舱的基础功能之一，通过网联技

术，实现汽车内外网络的有效连接，从而为用户提供实时导航、

语音控制、远程操控等功能 [5]。同时还可以与手机、电脑等设备

进行连接，从而实现移动办公、休闲娱乐、驾驶操作等多种功能

的无缝切换。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智驾）也是智能座舱的重要功

能之一。通过借助先进的传感器、高清摄像头、车载雷达等装

置，能够实时感知周围的道路情况，并通过 AI大模型等先进技

术，不断提升驾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6]。

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在

各个领域之中，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智能座舱领

域也体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7]。用户可以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完

成多种操作。例如，驾驶者或乘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发布语音指

令，如打开天窗、播放音乐等，智能座舱能够精准识别语音指

令，并顺利完成相关操作，无需乘客或驾驶者手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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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座舱市场竞争格局

1.中国市场规模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5G等先进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

智能座舱领域飞速发展，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8]。根据中商产业

研究院发布的《2025-2030全球与中国智能座舱市场现状及未来

发展趋势》[9]显示，2024年，中国乘用车智能座舱解决方案市场

规模已经超过1200亿元，较2023年增长22%，并经过分析师预

测，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564亿元。

2.产业布局情况

当前，中国智能座舱领域竞争日益激烈，呈现出多元竞争新

格局。百度、华为等科技企业凭借其自身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

分别推出 Harnony OS智能座舱、Apollo智能座舱，具备强大的智

能交互和系统优化功能，并与问界、吉利、极狐等车企开展深度

合作，迅速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德赛西威、华阳集团等传统

汽车零件供应商，凭借其强大的硬件制造能力，在智能座舱硬件

制造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与理想、小鹏、一汽等车企开展深入

合作，不断提升智能座舱的硬件部分的性能 [10]。而斑马智行、中

科创达等软件企业则主要聚焦于智能座舱软件部分的开发，凭借

其技术优势，为车企提供定制化的智能座舱软件解决方案。

（三）政策环境

当前，智能座舱领域的发展受到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广泛

关注和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给予支持。2021年，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出台了《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

2022）》，积极探索光伏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路径。2022年

1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进一步提高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行动

方案（2022-2025）》，其中明确提出加强方针计量测试技术研

究，提升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感知、决策以及安全性能 [11]。由此

可见，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智能座舱领域的发展和创新，并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为其提供政策支撑。

三、企业推进智能座舱落地的有效策略

（一）技术创新策略

为了推动智能座舱领域持续、健康发展，企业应积极开展技

术研发和创新，以此为用户提供更好地驾驶体验 [12]。具体来讲，

可以：

1.加大资源投入

企业应加大在智能座舱领域的资源投入，以此推动技术创新

和应用。一方面，企业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培养和吸引更

多高质量创新型人才，组建一支具备强大科研能力、技术创新能

力的队伍，以此为推动智能座舱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另一方面，企业还应做好资源分配，加大智能座舱领域的

资源投入，确保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以此

优化智能座舱功能，为用户提供更为高质量的使用体验。

2.加强产学研合作

企业还应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开展深入合作，构建紧

密、稳定的合作关系，以此为推动智能座舱领域的技术创新发展

奠定基础。在产学研模式下，可以利用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人才

储备优势和强大的科研优势，积极开发算力更高、能耗更低的智

能座舱芯片，从而提升智能座舱响应效率，为用户带来更为顺

畅、快速的体验 [13]。例如，2023年，科大讯飞与成都大学开展深

入合作，双方共同开展智能语音交互技术在智能座舱中的应用研

究，以此提升智能座舱的交互性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人性化、智

能化的交互体验。

3.关注前沿发展趋势

企业还应密切关注智能座舱领域前沿发展趋势以及新技术应

用，并及时将这些新技术、新设备融入产品研发之中，以此推动

智能座舱发展。例如，当前，AI大模型技术飞速发展，对此，企

业可以对其与智能座舱的融合进行全面研究，以此提升智能座舱

的交互功能，能够接收用户更为复杂的语音指令，并为其提供高

质量、智能化的服务，以此丰富用户体验 [14]。

（二）产品策略

1.个性化定制

当前，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愈发多元，企业也应对智能座舱进

行个性化设计。根据用户实际需求和兴趣爱好，为其提供个性化

的解决方案。例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座椅

和内饰，从而更好地满足其多元化需求，提升用户的慢于都。此

外，企业还可以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娱乐、

驾驶、交互等服务。

2.丰富交互形式

智能座舱还应运用先进的技术，丰富交互形式，以此满足用

户的多元需求。企业可以将大模型、人工智能、多隐去语音识别

等先进技术运用在座舱座舱之中，从而为用户类型多样且高品质

的交互服务。

3.保障行车安全

行车安全是车企以及用户的首要关注点。企业应完善智能座

舱功能，为形成安全提供有效保障。一方面，应提升智能座舱硬

件部分的可靠性，对传感器、座舱芯片、控制器等关键器件的质

量进行严格把控，为车辆安全出行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在

软件层面，还应不断优化数字加密技术，为用户数据安全提供强

力保障 [15]。

（三）加强质量管理

企业还应加强质量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质量检测体系，针对

智能座舱的生产全过程进行严格检测，确保每一个零件、芯片、

线路等都符合相关规范，从而提升汽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

时，定期对已经投入市场的智能座舱进行调研，收集相关数据和

用户反馈，发现潜藏的问题，并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处

理，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提升其满意度。例如，对 CX835 

CDC语音主机检测进行详细的质量检测。对该主机的原材料采

购、零件生产，到整机装配、性能测试等各个环节都制定明确的

标准和流程，并对其生产全过程进行全面抽测，一旦发现存在质

量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当完成整机装配后，还需要对其进行多

方面的性能测试，以此确保其符合相关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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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供应链策略

1.加强供应商合作

智能座舱的生产和研发设计多家企业。对此，为了推动智能

座舱发展，企业应与供应商开展深入合作，构建长期、稳定、健

康的合作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确保企业能够获得稳定、高质

量的材料和零件供应，避免对智能座舱的生产造成影响。同时，

企业还可以与供应商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工作，以此提升智

能座舱的性能，推动其创新发展。

2.强化供应链管理

企业还应强化供应链管理，以此提升供应链整体的效率。通

过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方法，确保整个供应链网络信息共享，

以此提升供应链的信息响应速度，提高交付能力，从而为智能座

舱顺利生产奠定坚实基础。除此之外，企业还应加强对供应链的

风险管控，制定和完善紧急预案，一旦供应商发生突发事件，供

应链断裂，确保整个供应网络能够正常运行。

3.推动供应链国产化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企业应积极推动供

应链国产化，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企业应与国内企业

开展深入合作，构建稳定关系，并加大零部件的采购力度，以此

降低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提升供应网络的安全性，为确保智能

座舱的顺利生产奠定基础。

四、结束语

总之，在新时期，作为汽车智能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领

域，智能座舱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对此，企业应充分认识到智

能座舱的重要价值，并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如加大资源投入、

加强产学研合作、丰富交互形式、加强质量管理等，以此推动智

能座舱领域不断发展，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智能化的体验，

从而为汽车行业转型和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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