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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智能技术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影响范围远不止于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将日渐宽泛。虚拟展示厅、自动驾驶、智能交通基础设施等汽车
业的重大进步正在重塑21世纪的出行市场。

人工智能在功能和应用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将推动汽车业的新一轮发展。随着出行生态
圈的多维度多元化发展，汽车正从独立的个人交通工具向互联、智能化方向发展。

《埃森哲技术展望2018：智能企业⸺共建新契约，共赢无边界》重点介绍了五项新兴
技术趋势以及这些技术如何在未来几年改善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其中，拓展现
实、人工智能与智能物联网这三大趋势在汽车业应用潜力巨大。车企若能在当下把握住这
些机遇，将会在未来取得显著收益。

让我们来看一下未来汽车业的三大技术趋势。

埃森哲研究表明，78%的车企高管认同，
在智能技术的推动下，企业能够将产品和服务
无缝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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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现实

虚拟和增强现实技术让人们、信息和体验之间的
距离消失，完全改变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80%的车企高管相信，借助扩展现实解
决方案缩短企业与员工、客户之间的距离重
要或非常重要2。

那些有购车意愿的客户已经习惯根
据自身的要求在网上配置车型。而扩展
现实技术通过将静态的图像转变为沉浸
式效果，将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例
如，客户能够直接体验车载信息娱乐系
统，尝试车内的各个功能，甚至在新车
内录制驾驶视频。

以领克（Lynk&Co）3为例，该公司
为消费者提供了全新的车型配置和定制
化解决方案，客户可以通过交互式、沉
浸式的数字渠道挑选不同配置，并利用
全新方式直接预订或下单购买。

不过，扩展现实技术的应用远不止
于提升销售体验。Mackevision3是埃森
哲新近收购的是一家为汽车业提供CGI解
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也曾为《权力的
游戏》（Game of Thrones）剧集制作视觉
特效。Mackevision已为保时捷（Porsche）、
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宝马
（BMW）和奥迪（Audi）等车企提供了虚
拟展示厅和沉浸式驾驶体验等解决方
案，还帮助构建实体产品的“数字孪生”，
用于产品设计、生产、维护以及售后服
务时的车辆运行状况检测。埃森哲的战
略布局意味着，扩展现实技术已然成为
整个汽车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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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实体世界数据构建的“虚拟孪生”
能够打造持续的反馈回路，确保整车厂
能够不断改进其产品，收集车辆性能相
关的关键信息以调整后续设计。

“数字孪生”技术也可以用于培训机
械师，从而提高其在现实世界中维修零
件的效率，并改进流程。当运用于自动
驾驶领域，“数字孪生”技术能够确保
每辆无人驾驶汽车完成不同驾驶情境下

（例如城市交通）数百万公里的训练和
测试，确认安全后才会交付给客户。实
际上，这很有可能成为无人驾驶汽车
“上路”的监管标准。

扩展现实技术还能用于提升乘客和
司机的驾乘体验。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
设计愈发成熟，挡风玻璃将成为互动式
界面，呈现从娱乐到个性化营销的丰富
内容。



公民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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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AI

人工智能日渐强大，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日益逐
渐放大，企业开发和应用AI时不仅要以产出为重，也
要以社会责任为重。

近80%的车企高管认为，不出两年时间，
人工智能将作为一名同事、合作者和值得信
赖的顾问，在企业中与人类并肩协作6。

对车企而言，迄今为止，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重心一直集中于汽车内部。
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提供差异化的驾驶体验。例如，奔
驰在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中推出了
全新的操作系统“梅赛德斯奔驰用户体
验”4，该系统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提
供丰富的信息娱乐和连接功能。此外，
埃森哲和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佛吉亚（Faurecia）近日宣布，将亚马
逊语音助手Alexa集成到汽车内部系统。
该系统可以利用音频波束形成技术分别
识别司机和乘客，使Alexa更好地执行语
音指令5。

这些创新成果把天方夜谭的想法变
成了现实，颠覆了人们的想象，而这只
是汽车行业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开端。
今后，其变革的重点将转向汽车外部而
非内部驾驶舱。

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大大
提高了汽车供应链的运营效率，转变了
生产线到客服中心的绩效。行业高管已
经意识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力，
并致力于投资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应用。



公民AI

今后，人工智能技术还将应用于其
他领域，包括确保汽车客户能够加入到
由多家企业构成的互联生态系统。专注
于研发智能互联汽车的拜腾公司（Byton）
7获得了苹果公司的支持，致力于将汽车
转变为下一代智能设备，通过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将汽车定位为一个平台，司机
和乘客可以利用这一平台，以全新的方
式与车辆和各类外部供应商互动。

而这一切只是开始。未来，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范围将无限拓展。对企业
而言，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效率将不
再是挑战，他们更关注如何应用该技术
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打造全新业务模
式。当前，要想实现上述目标，企业仍
缺乏一些必要条件：数据战略、数据分
析的高成熟度（人工智能技术部署和培
训的前提条件）以及全公司的人工智能
战略。

随着自动驾驶的不断推进，企业能
够利用并管理数据训练和培养人工智能
将变得愈发重要。虽然尚无太多实例，
但更负责的人工智能技术比无人驾驶汽
车更重要。在公众真正信任人工智能技
术及其决策背后的算法之前，该技术的
普及将遇到一定的阻力。在这种情况
下，车企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完善人工智
能技术（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技术挑
战），还必须以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解
释人工智能技术原理，提高其透明度，
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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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联网

企业正着力构建基于协作机器人自动化、人工智
能和沉浸式体验的智能环境。要将智能环境应用于
时，企业需要彻底改造和延伸基础设施，打通和实体
世界的连接。

目前，大多数整车厂的重点仍然停留
在汽车内部的智能技术。而汽车外部的相
关技术注定将变得更为重要。要想实现无
人驾驶汽车所带来的诸多收益（例如保护
环境，提升安全性和便捷度，拓展收入来
源），车企必须将无人驾驶汽车连接到智
能的“活力”基础架构，成为其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例如，智能电动汽车蔚来
（NIO）8希望借助这一趋势开发智能汽
车，为驾驶员提供互联的生活空间，在提
供传统汽车功能的同时让汽车成为家庭或
办公室的延伸空间。

随着5G上线以及智能传感器的进一
步普及，城市基础设施将变得更为智能、
连接更紧密，并由过去的孤立状态逐渐覆
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汽车内外部的边
缘计算也将创建新的数据和信息流，大大
丰富人工智能算法。

同时，司机的体验将不断得到优化，
不仅能够享受无拥堵旅程（在伦敦，司机
每年的总计堵车时间达三天之久9），实
现智能汽车充电，甚至还能允许他人（付
费）无缝共享汽车使用权。

由于汽车变得更为智能、连接更紧
密，其受到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也会激增。
不过，这些技术也能大幅提高网络安全
性。安装病毒扫描仪后，汽车也将成为大
规模防御网络的一部分，每个产品都会将
数据反馈给中央操作和控制中心，以便持
续监控并应对威胁。



智联网

如今，每十家车企中，就有四家企业的
合作伙伴数量比两年前翻了一番不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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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打造这样一个智能环境，单单
依靠一家公司、代理商或政府是无法实
现的。各方应携手合作，共同创建互
联、协作的生态系统。汽车行业已意识
到与其他企业合作实现互利成果的必要
性。如今，每十家车企中，就有四家企
业的合作伙伴数量比两年前翻了一番不
止10。

市场上已经有了一些合作案例。例如，
宝马、戴姆勒和奥迪联合注资HERE30
亿美元11，这家数字地图企业致力于在自
身已有的地图和数据业务以外，打造全
新互联出行服务。此外，宝马最近还推
出了CarData互联平台12，使司机能够接
入创新的第三方服务。国内的滴滴13则是
通过智能手机租用出租车、私家车和指
定司机的平台，为400多个城市4.5亿用
户提供服务。

除私家车领域外，商务车领域的生

态系统可能更为先进。瑞典整车厂斯堪
尼亚（Scania）推出了ScaniaOne14，为
车队所有者和司机提供了一系列连接第
三方服务的单一数字化环境；此外，曼
恩（MAN）15为运输行业创建了一个基于
云的开放操作系统，旨在通过连接海量
数据（包括拖车、司机、导航、交通和
天气系统的数据）提高端到端生态系统
的效率和透明度。

随着互联生态系统的融合和扩展，
所有参与方都必须重点关注如何确保数
据的真实性。在欧洲，《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简称GDPR）的引入引发了关于
数据使用、控制和所有权的关键问题；
中国也制定了《网络安全法》，要求网
络运营者使用个人信息都应当明确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
得到数据提供者的同意。如此种种，不
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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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immersive banking 
reimagines the bank 
branch
A new Live-immersive banking for real estate 
application, developed through a partnership 
between SAP Co-innovation Lab and a global 
bank, could bring fresh innova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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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哲公司注册成立于爱尔兰，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为客户提供战略、
咨询、数字、技术和运营服务及解决方案。我们立足商业与技术的前沿，业务涵盖40多个
行业，以及企业日常运营部门的各个职能。凭借独特的业内经验与专业技能，以及翘楚全
球的交付网络，我们帮助客户提升绩效，并为利益相关方持续创造价值。埃森哲是《财
富》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目前拥有约44.9万名员工，服务于120多个国家的客户。我们
致力驱动创新，从而改善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埃森哲在大中华区开展业务30年，拥有一支约1.5万人的员工队伍，分布于多个城
市，包括北京、上海、大连、成都、广州、深圳、香港和台北。作为可信赖的数字化转型
卓越伙伴，我们正在更创新地参与商业和技术生态圈的建设，帮助中国企业和政府把握数
字化力量，通过制定战略、优化流程、集成系统、部署云计算等实现转型，提升全球竞争
力，从而立足中国、赢在全球。

详细信息，敬请访问埃森哲公司主页www.accenture.com以及埃森哲大中华区主页 
www.accentur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