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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国车载信息服务厂商起步较晚，由于缺乏先发优势和初期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中国厂商在

一段时间主要做后装产品（汽车生产后由汽车经销商或经销商销售安装的车载电子系统产品

），随着中国厂商规模不断发展和技术不断的进步，中国企业逐步转型，走出一条后装向前

装渗透的路径。

相比前装产品，后装产品创新应用速度更快，能够及时融合新兴技术，且能快速投入市场，

因此占据着较大的市场份额。后装市场主要以中国车载电子产品厂商为主，从产业区域结构

来看，以深圳、惠州、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是后装车载娱乐导航系统的主要生产基地，

提供了中国大部分的后装市场产品。中国企业在后装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向前装渗透，近几

年发展快速，以德赛西威、华阳集团、航盛电子、索菱股份、好帮手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近几

年进步明显，前装业务占比快速提升。

目前国外品牌和合资品牌的前装业务主要由博世、大陆、德尔福、先锋、阿尔派、三菱、松

下等外资品牌掌控，虽然中国主要车载终端品牌正逐渐向合资车品牌渗透，但前装渗透率还

不高。由于外资公司研发理念相对保守，市场反应速度较慢，而中国公司响应客户需求变化

快，同时存在一定的价格优势，为国产化替代带来巨大的增量市场。

由于没有强大的背景资源和资本关系，中国厂商主要为自主车企提供配套。近年来自主品牌

的快速崛起，为中国厂商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巨大成长空间。中国厂商凭借快速的响应能力和

快速产品升级速度获得了自主品牌大批量的采购，在稳住自主品牌阵地以后，中国厂商加大

研发投入不断渗入合资车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德赛、华阳为代表的一线厂商前装占

比不断提高，营收快速增长。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车载信息服务（telematics）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战略研

究报告》报告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

管的深度访谈，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

研自主建立的产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

状，趋势和规律，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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