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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智商
从“懂我”到“悦我”
科尔尼“汽车场景智能化指数”第二季

随着车联网、自动驾驶等技术不断发展，智能化作为当下汽车
行业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各路厂家、投资方都在马不停蹄
加速布局。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各大品牌不断推陈出新，在
新车型中上线了各种令人拍手称奇的智能应用。那么这些新功
能是否真正满足了消费者的使用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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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去年首次推出了“科尔尼汽车场景智能化指数”排行榜单，从消费者角度出发，通过测试不同
应用场景下每一个品牌主力产品的功能实现程度，来直观展示各个品牌的智能水平。由于技术的不断
创新、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场景需求动态变化以及汽车厂家产品的迭代发布，我们通过持续跟踪各个
品牌主流车型的智能化表现，对去年的数据进行了更新，发布了第二期“科尔尼汽车场景智能化指
数”。

这次发布我们沿用了去年的评估框架，在指数构建模型中更新及拓展了场景需求，对各汽车品牌目前
所具备功能与实现所有场景需求所需功能的匹配程度进行了重新量化比对，从而得出某一品牌场景智
能化指数的更新结果。（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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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恒强   高档品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次数据更新有八家品牌首次进入我们的排行榜单，上一届科尔尼汽车场景智能化指数排行榜冠军奔
驰，本次实现强势卫冕。而且奔驰、沃尔沃、宝马、奥迪、凯迪拉克五家传统豪华车品牌，依旧站稳
智能化汽车第一梯队。(见图2)

我们发现，“汽车场景智能化指数”整体较去年有了较大的提升，汽车终于开始“懂我”。对于连续
两年上榜的18个品牌，场景智能化指数平均值从去年的24.0上升到29.6，这也印证了各家车厂在智能
化领域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

这其中，高档品牌一鼓作气，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智能化方面的优势，场景智能化指数平均值达到
43.5，较去年上升超过20%，并且各大品牌齐头并进，均取得了较大进步。相比之下，自主品牌与合
资品牌整体上升幅度不大，与高档品牌的差距进一步拉开，并且增长主要由少数品牌拉动，呈现两级
分化的趋势。

在我们看来，这与高档品牌在智能化领域布局较早、对用户需求及相关技术研究积累深厚有很大的关
系。先人一步的智能化战略已逐步进入收获成果的时间窗口，并且开始从“懂我”的理性诉求向“悦
我”的感性诉求提升。

按汽车品牌定位划分的场景智能化指数排名（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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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方面，高档品牌变化不大。长安、本田等品牌上升势头迅猛，是拉动自主品牌与合资品牌智能水
平提升的主要力量。其他品牌诸如奇瑞、大众等，智能化进展相对较慢，指数增长幅度较小甚至出现
了负增长，排名出现了滑坡。（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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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助推器   智能化已成销量增长新引擎
受到行业发展趋势与消费者需求的刺激，各大品牌在推出新车型时已将智能化作为最重要的卖点之
一，以期实现销量上的突破。我们也发现，品牌在智能化方面的投入回报显著：“懂我”的车型在销
量上与普通车型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本次排行榜冠军奔驰于去年对主力产品C级、E级和GLC均发布了新款，其提供的更加丰富的智能科
技推动品牌智能化指数提升22%，而消费者也纷纷愿意为其买单。作为高智能行政座驾的典范，奔驰
E级2017年销量同比增长96%。去年相对落后的自主品牌长安，今年场景智能化指数大幅上升来到
27.9，其新款CS75等车型，期望在2018年有所新突破。

作为高端品牌中唯一出现的中国品牌，共和国长子红旗也选择了智能化作为品牌复兴的核心战略之
一。其于去年推出的新红旗H7，作为回归后的首款战略车型，其智能化指数已超过平均水平。随着
产品的继续迭代，红旗后续的表现值得我们期待。

我们认为，随着时刻在线、追逐体验与个性化的年轻一代逐渐成为购车主力，智能化技术带来的便
捷、即时、安全、愉悦等特性及有所产生的巨大的品牌效应，将成为消费者选购产品的关键考量因
素。

而当下智能指数相对落后的品牌，部分已经出现销量萎靡的征兆。在当下传统汽车向智能汽车进化的
关键时间点，如不尽快提高相应的消费者洞察、技术能力和产品周期规划，可能将付出较大代价。对
于仍坐拥不俗销量的合资品牌，如大众、丰田，应尽快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以确保可持续的竞争
力。

汽车智能化边界不断拓展，移动端成为重要发力点
中国已经在互联网产品开发创新方面建立了领先优势，也培养了习惯在线上获取商品、服务、内容的
全球最大消费群。相应的，这也拔高了中国消费者对汽车创新应用场景的期望值。为满足国内汽车市
场这一突出的需求，各大车厂对产品的智能装备已不仅仅局限于车载功能，其智能化边界不断拓展，
目前以手机、车钥匙为代表的移动端也成为主要发力点。同时智能化边界的扩展也已经反映在企业开
放合作共建生态圈的战略举措上，如腾讯与长安、上汽与阿里纷纷成立合资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

在此次榜单评选中，移动端的功能对各个品牌的智能化指数也形成了不小的影响。远程找车、手机控
制车内设备等功能悉数囊括在我们的评选模型中。而Mercedes Me、Volvo on Call等手机端应用的
进一步开发，也为各品牌的智能化加分不少。

但我们也看到，当前车企在移动端的尝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功能实现、UI设计等方面都还和一流的
互联网企业有着较大差距。并且品牌与品牌之间在移动端的布局差距也较大。实际上，软件的边际成
本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之前的估值模式，并且在移动端的用户体验提升，是树立品牌、建立
口碑极为高效的方式。我们认为，在未来的智能汽车时代，由移动端、软件端驱动的创新将成为落后
品牌弯道超车的重要抓手；而在5G技术普及的前提下，汽车智能化的边界将进一步拓展至城市基础
设施、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一系列非汽车行业。虽然整体来看，在成本、技术等因素的限制下，
创新性的智能化新功能仍是由高端品牌作为方向标先行部署，然后逐步向中低端型品牌扩散。但中端
与经济型品牌也可以考虑加速推进一些成本较低的功能及应用，如移动端的软件开发，以培养自身的
竞争优势，同时与深耕用户体验与消费者洞察的领先互联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为产品的智能化
进程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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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懂我”到“悦我” 智能化将从理性向感性延伸
目前来看，汽车的智能化功能应用仍然更多的停留在理性需求的满足方面，在设计规划时更多站在如
何提高便捷性、安全性、经济性、联通性等特点的角度上，只能说初步实现了开始“懂我”。在这一
阶段，汽车仍只是一个更加高级、更加方便的代步工具。

我们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逐渐成熟以及车厂将更深层次的消费者洞察转化为对更全面的智能
化汽车功能设计，未来的智能汽车将更多从感性角度切入，全方位了解车主的真实需求并捕捉车主的
情绪变化，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实时的决策、反馈与控制，实现真正的“懂我”加“悦我”，与消费者
产生更深的情感互动与羁绊，从而建立品牌与消费者的深层次连接。

差异化竞争   造车新势力胜算几何
在电动化、智能化、电商化及共享化的行业大趋势下，众多造车新势力横空出世。他们的智能化水平
又如何呢？由于我们的排行榜单只计入已量产的车型，因此在这份榜单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的名
字。不过，根据几家新兴互联网车企目前公布的车型与配置功能清单，若能成功实现量产，他们均将
进入智能化汽车的第一梯队。这与蔚来、拜腾、威马们的差异化产品设计理念、互联网人才优势等因
素息息相关，其所吸引的大量眼球与粉丝证明了消费者对创新的智能汽车的狂热期待。

当新势力真正进入市场展开竞争，面对将智能化作为核心卖点之一的新挑战者们，传统车企们该如何
应对？在技术飞速迭代、格局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所有车企应从无缝消费者体验的角度出发，重新定
义品牌价值，通过技术、应用场景与用户体验创新，打造真正“懂我”与“悦我”的智能汽车出行产
品。面对未来，是造车新贵们趁势而上，还是传统品牌厚积薄发？不管怎样，消费者都将成为最大赢
家。让我们继续期待智能汽车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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