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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并从数据的收集、使用和挖掘出发，在数据感知、数据关联、模式挖掘、数据开放和数据平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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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信息领域正在发生着新

一轮的技术变革。车联网作为物联网技术在交通领域

的典型应用，指的是以车内网、车际网和车载移动互

联网为基础，在车与车、路、行人等外界环境对象之

间进行无线通讯和信息交换，从而支持智能化交通管

理、智能动态信息服务和车辆智能化控制的一体化网

络[1—3]。依托于车联网，与汽车相关的海量数据可以

被整合运用，在市场策略、车辆监控与管理、智慧出

行、数字生活、周边服务等方向产生重要价值。本文

从数据感知、数据关联、模式挖掘、数据开放、数据

平台 5 个方面阐述了不同的汽车大数据创新应用路

径。参考这些路径，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

整合，可以得到更多洞见，挖掘新的价值与机会，帮

助实现在城市交通与服务等领域的大数据驱动式的

创新转变[4]。 

1  汽车大数据的类型 

与汽车创新应用相关的数据包括用户数据、车辆

数据、环境数据和城市与交通数据。在本文中将这些

数据统称为汽车大数据。其中，用户数据是指用户相

关的数据，车辆数据是指汽车相关的数据，环境数据

是指自然环境数据、道路数据及兴趣点的数据。城市

与交通数据是指交通数据和城市数据。以下对这 4 种

类型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阐述，见图 1。 

1.1  用户数据 

（1）用户生理监测数据，指车上或车内的传感

器对用户进行生理监测所得到的数据，包括用户心

率、体温、皮电水平、脑电波数据、表情数据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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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汽车大数据的类型 
Fig.1 The types of big data for automobile 

生物识别数据，指进行个人身份鉴定的数据，包括人

体固有的生物特征和行为特征数据，如指纹、脸象、

虹膜、笔记、声音、步态等数据。（3）驾驶行为数据，

指与驾驶相关的行为数据，包括驾驶习惯、驾驶决策、

驾驶表现等。（4）车内行为数据，指驾驶员或用户在

车内使用第三方应用积累的数据。（5）用户档案数据，

指用户的基本信息数据及其它平台积累的数据，包括

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好友关系、个人喜好、服务使

用情况等。 

1.2  车辆数据 

（1）车辆的基本信息数据，指车辆的销售信息，

品牌、价格、车型及车辆配置等。（2）车辆部件的状

态数据，指汽车各部件的状态，包括发动机、轮胎、

底盘等部件的使用和损耗情况。（3）车身硬件状态数

据，指车身的状态，如天窗的状态等。（4）车辆路线

数据，指车辆行驶路线的数据,包括车辆的起停、路

线、方向等。 

1.3  环境数据 

（1）自然环境数据，包括天气、污染状况、温

度、噪声等。（2）道路环境数据，指路面的状况数据，

包括道路、桥梁、隧道等的状态。（3）兴趣点（POI）

的数据，指用户兴趣点的信息数据，包括停车场、加

油站、商场及其他兴趣点的信息等。 

1.4  交通与城市数据 

（1）交通数据，指道路上交通状况及交通设施

的数据，包括汽车的拥堵数据、公共交通服务的数据、

红绿灯的数据等。（2）城市数据，指城市建设方面的

数据，包含城市的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公共资源等

方面的数据。 

2  汽车大数据的创新应用方向 

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出行迅速发展的背

景下，对汽车大数据的挖掘、整合和运用，将会为车

辆智能化、车辆监控与管理、汽车市场策略、智慧出

行、交通方式与工具、数字生活和周边服务等方向的

创新打开新的思路，见图 2。 

1）车辆智能化。汽车功能是指汽车本身功能（而

非第三方的功能），如 ADAS 系统的功能或汽车 HMI

的功能。随着车辆数据、环境数据、人的数据和城市

与交通数据收集和使用的爆发式增长，对这些数据的

分析整合与挖掘利用，将有助于汽车在驾驶辅助、行

车辅助、主动响应等多方面智能化程度的提升。 

2）车辆监控与管理。车辆监控与管理是指对车

辆状态的监控及车辆运营的管理。通过对车辆本身数

据的应用，能够进行车辆的监控和管理。目前，对车

辆监控和管理的系统的研究已经相当普遍，如对物流

车的监控系统[5]和远程车辆诊断系统[6]。随着数据的

开放和车身硬件数据收集能力的提升，未来的车辆监

控与管理将更加灵活方便，为个人用户和商用车运营

及其他服务商带来新的使用或管理体验。 

3）市场策略。市场策略是指汽车营销方面的策

略，是商业行为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销售汽车是汽车

企业的重要任务，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整合，挖掘用户

对产品的偏好和需求，发现用户使用产品的痛点及兴

奋点，将使汽车厂商更加理解用户。基于此制定符合

用户期待的市场策略、优化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进而提升产品的品牌形象、增加销售额[7]。 

4）智慧出行。智慧出行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

部分。现代生活中，使用汽车进行出行活动在方便的

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污染、交通拥挤等各种城市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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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汽车大数据的创新应用方向 
Fig.2 The innovation application direction of big data for automobile 

题[8]。通过分析现有的出行数据、挖掘和整合人们的

出行需求、模式和规律，能够优化出行服务水平，创

造更节能、更高效的智慧出行服务方式[9]。 

5）交通方式与工具。在人口密集、交通工具多

样的城市中，交通系统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基于出行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能够发现人们

的出行需求及现有交通系统的不足之处，进而带来交

通方式和工具的创新机会。 

6）数字生活。在车联网技术的支持下，用户可

以在车内以汽车作为终端与线上服务进行互动，智能

网联汽车将成为人们数字生活的一部分。将车辆数据

与用户数据、环境数据进行连接可以支持用户在车上

的第三方应用、个性化的服务等方面的创新。 

7）周边服务。汽车周边服务受汽车行业发展的

影响很大。在车联网的大背景下，数据将推动汽车服

务的创新。如利用车辆硬件数据提升二手车的交易公

平性、第三方服务的定制化水平等。 

3  汽车大数据创新应用路径 

汽车大数据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为了对数据进

行充分有效的利用，有必要探索运用数据进行创新的

路径。通过梳理汽车大数据收集、挖掘和使用的过程，

可以从数据感知、关联、开放、挖掘以及数据平台使

用等 5 个维度切入来思考汽车大数据的应用。 

3.1  数据感知 

随着车联网技术的发展，汽车逐渐成为移动传感

器的载体。以数据感知为切入点，可以从数据获取的

手段和数据服务两个方面来进行应用创新。 

3.1.1  基于"Car as Sensor"[10]概念的数据应用与信息  

      获取 

从"Car as Sensor"的概念出发进行创新可以从两

个方面切入。一方面是从有效利用数据的角度切入，

通过考虑数据的应用场景、应用方式和应用目标等，

来获得新的创新应用。例如，利用汽车收集的距离信

息帮助准确定位限速标识、利用汽车探测到的路面突

发状况数据给后车以相应的应急提醒等。另一方面，

是从数据获取手段的角度出发，面向具体的服务需

求，考虑如何在汽车上布置相应的传感器，进行数据

采集，获得新的信息获取方式。例如，为了寻找被盗

车辆，为汽车搭载具有图像识别传感能力的传感，以

获取路面上车辆的牌照、类型等信息，见图 3。 

 

图 3  基于"Car as Sensor"概念的数据应用与信息获取 
Fig.3 Data appl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ar as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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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基于 V2X 的服务创新 

从数据通信和交互的角度出发，利用 V2X[11]的

方式，考虑车与车、车与基础设施、车与人之间信息

的相互传递，来创造新的服务。例如，当汽车在夜间

行车时，与路灯通信可以得知路灯损坏信息，并告知

驾驶员路灯故障，主动提示是否打开灯光，以扩大汽

车夜间行车的能见范围，见图 4a。再如，在旅游服

务的应用场景下，车辆在到达旅游景点时，与旅游信

息平台的通信可以收到旅游景点的介绍信息，并且通

过信息平台乘客间可进行社交活动，如分享景点照

片、游览心情及服务评价等，见图 4b。 

 
a  

                                         
b 

图 4  基于 V2X 的服务创新 
Fig.4 Service innovation based on V2X technology 

3.2  数据关联 

基于数据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思考数据与软硬

件、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联，可以发现新的功能和支

持新的服务。 

3.2.1  利用云端数据的智能 ADAS 硬件与功能创新 

目前的 ADAS 系统是基于车载传感器进行工作

的，数据来源较为单一。通过利用来自云端的数据，

可以丰富和发展 ADAS 新的功能和服务，支持新的

创新应用的产生。例如，利用云平台的路况数据可以

丰富 ADAS 对路况的自适应行驶功能，当车辆即将

行驶到坑洼地带时，智能 ADAS 硬件可以将底盘自

动升高，方便顺利通过坑洼地带，见图 5。 

 

图 5  利用云端数据的智能 ADAS 硬件 
Fig.5 Intelligent ADAS hardware with cloud data 

3.2.2  利用车辆硬件数据的监测管理与服务 

通过关联分析汽车部件的监测数据，能够掌握汽

车状态、发现汽车问题，从而可以提供部件监测管理

相关的服务创新。例如，为车主提供完整的车辆状态

管理解决方案，预警车辆问题、及时提供保养建议。

再如，利用部件信息管理商用车，将运营车辆状态及

时传给管理中心，实时监控车辆服务状态。除此之外，

利用车辆部件数据还能提供二手车评估服务，制定合

理的二手车价格，让交易更加公平公正，见图 6。 

 

图 6  车辆的硬件监测 
Fig.6 Hardware monitoring of vehicle 

3.2.3  关联人—车—环境数据进行服务和信息的整 

      合构建 

人、车和环境是驾驶情境的重要组成要素。这三

种要素的数据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

作用的。通过关联人—车—环境的数据，可以发现用

户的需求场景，整合多方信息，进行功能与服务的创

新。例如，基于人和环境数据的关联可以产生驾驶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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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相关的创新。当驾驶员年龄较大，且路面因下雪湿

滑时，驾驶辅助系统可以自动提升安全等级、控制车

速，并给出安全行车建议。再如，关联道路信息和车

辆的颠簸状态信息，可以评估道路的不平程度，给其

他车辆参考。 

3.3  数据开放 

目前，汽车制造商拥有大量的汽车数据，但是较

低的数据开放程度阻碍了对数据的利用。这样，从数

据开放范围和开放接口的角度切入，释放更多类型和

数量的数据，开放数据接口，可以带来更多新的应用

和服务。 

3.3.1  基于数据权限开放的服务创新 

数据拥有者通过放开数据范围和权限，利用放开的

数据可以激发新的服务。例如，通过将车辆的硬件诊断

信息开放给汽车保养服务商，让其对车辆状态更加了

解，提升保养维修服务的针对性。再如，将汽车的油量

状态和汽油信息开放给加油站，让其提前了解加油信

息，提升服务自动化程度。同时，用户可以选择将数据

开放给哪家服务商，避免垄断服务和强制消费。 

3.3.2  基于开放接口平台的跨平台服务创新 

不同汽车厂商之间数据接口各不相同，为服务商

提供服务带来了不便。通过标准化的平台接口可以将

各平台的应用和不同的汽车厂商连接起来，激发跨平

台的服务创新。例如，如 Car easy apps 通过建立开放

平台的 API 接口，为汽车厂商提供了数据安全通信的

工具，也为服务应用提供了数据接入的通道。 

3.4  模式挖掘 

人们的出行习惯和方式各不相同，但在背景相似或

同一场景下，会表现出相似的出行行为或模式。对个人

来说，生活状态和出行习惯也具有一定规律性，表现出

具有个人特点的出行模式。基于对不同层面的模式挖

掘，研究和总结出以下几种数据创新应用路径。 

3.4.1  基于用户数据和交通数据的出行服务创新 

在人们每日的出行活动中，交通服务的使用会产

生大量的移动出行数据。通过整合挖掘这些与用户出

行相关的海量数据，可以得到人们的出行需求及出行

规律。结合现有的交通服务状况，能够发现新的出行

服务机会点，带来出行服务的创新。例如，由于城市

的发展，在市中心上班却住在城郊的上班族越来越

多，基于他们的通勤时间和路线数据，提供早晚的通

勤接送服务，解决城郊通勤时间长、倒车频繁的问题。

同时，整合市区的其他出行需求，如公司或政府的商

务出行需求、快递的配送需求等，在通勤车辆完成通

勤服务的闲置时间提供其他服务。再如，整合用户实

时出行需求数据，为用户提供动态公交服务，并根据

单次使用的数量分配不同大小的车辆，以减少城市用

车，降低空车率。 

3.4.2  基于出行数据的交通方式与工具创新 

基于用户的移动出行数据，能够识别具有相似出

行行为的出行模式。例如，商业购物区的用户在街道

与商场间灵活切换；旅游景点的用户在观景点间规律

移动；小区用户结束换乘过后从地铁移动到所在的小

区。通过挖掘不同出行模式的特点和规律，可以提炼

出用户对于交通方式及交通工具需求。基于此，进行

交通工具的外观、内饰、结构、功能及服务方式等方

面的创新[12—13]。例如，商业购物区提供具有品牌特

点的接驳车辆服务，在旅游景点提供可供全方位观景

及交流的园区导览车服务，城市之间的城际公交车上

提供便于乘客交流的空间与结构，在偏僻地铁与周围

的小区提供最后 1 km 的无人车代步服务，见图 7。 

3.4.3  基于出行路径的个性化服务定义 

对个人用户来说，通过挖掘用户出行路径的数

据，以了解用户习惯、出行路径模式及兴趣点等信息，

结合对用户需求的挖掘，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多个性化

的出行服务。例如，基于用户习惯数据，可以获得用

户去超市购物的周期，车辆系统可基于车辆位置和超

市打折信息等为用户推荐合适的出行目标，询问是否

加入行程规划。再如，基于用户保养汽车的周期，在

临近汽车保养日期，并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车辆主

动询问用户是否需要车辆保养服务，并提供相关行程

推荐。 

3.5  数据平台使用 

数据只有通过一定的平台汇聚成大数据才能产

生价值。数据平台承担数据接收、汇集和关联的作用，

通过对不同类型数据平台能力的挖掘，梳理和总结出

以下创新路径。 

3.5.1  基于共享数据的第三方应用拓展 

通过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将数据与第三方应用共

享，能够扩展第三方应用的服务能力，从新的数据激

发第三方应用的服务创新。例如，获取到用户在寻找

餐厅的信号后，基于驾驶员偏好数据及共享的兴趣点

的评价数据，连接到餐厅推荐平台，推荐符合驾驶员

喜好的餐厅，并提供相应的介绍信息。在用户决定去

哪家餐厅之后，为其推荐餐厅预订服务及附近停车点

预订服务等，见图 8。 

3.5.2  基于众包概念的数据获取与使用 

数据平台可以基于众包概念构建新的数据获取

及利用的方式。一是通过分析服务对数据的需求，定

义众包内容，思考如何利用车辆贡献众包数据。二是

汽车可以通过使用众包数据平台的数据进行服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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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创新的交通工具 
Fig.7 Innovative transport vehicles 

 

图 8  基于共享数据的第三方应用拓展 
Fig.8 The third party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shared data 

新，如数据供应商 Inrix 推出一款名叫路面天气的软件，

利用智能网练车辆的传感器数据，计算所在地区的实时

天气，并为驾驶者提供支持服务与特殊天气的预警，即

用车联网众包模式来提供天气信息预测服务。 

4  结语 

汽车大数据正在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巨大的影

响。本文从数据感知、数据关联、模式挖掘、数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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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和数据平台使用等角度出发，总结并提出了多种利

用汽车数据产生创新的应用路径，为提升汽车大数据

的实际应用价值作出了贡献。依托于车联网，参考文

中阐述的创新路径，运用海量的汽车大数据，可以在

车辆智能化、市场策略、车辆监控与管理方面推动行

业的进步，在智慧出行、数字生活、汽车周边服务等

方面产生大量的创新应用。为了更好地实现在上述领

域中的创新目标，在使用这些路径时，需结合实际创

新需求，综合考虑数据从获得到使用的过程，增加创

新应用方案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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