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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的发展及趋势

周伟，陈旭乾，葛成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江苏无锡214035

摘要：随着汽车功能的日益增加，传统的电子电气（EE）架构面临很大的挑战，从而迫使整车的

电子电气架构不断地演进，从传统的分布式向集中式转变，从面向信号的软件架构向面向服务的软

件架构转变，从控制局域网络（CAN)、局域互联网络（LIN）总线向车载以太网通信架构转变。介

绍了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概述了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的演进路线及具体方案技

术，结合电子电气架构的演进趋势，对电子电气架构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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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functions of automobiles, the traditional electrical electronic (EE) architecture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thus forcing the EE architecture of the whole vehicle to evolve continuously, from
traditional distributed EE architecture to centralized EE architecture, from signal-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to service-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and from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 and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LIN) bus to in-vehicle ethernet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utomotive electrical electronic architectures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are introduced, the evolution routes
of automotive electrical electronic architectures and specific solution technologies are outlined,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electrical electronic architectures are presen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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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系统等设计为一体的整车电子电气解决方案的

诊断端口口一

0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汽车

新四化(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及共享化)正引领汽车

行业发生重要变革，汽车功能趋于多样化、复杂化，电

子电气架构也在不断演进，特斯拉以及国内新势力蔚

来、小鹏、理想等车企正在引领此变革，其他车企也正

在进行整车电子架构的快速迭代"。

本文从硬件架构、软件架构和通信架构3个维度

阐述了汽车电子电气架构演进的方向和趋势，并分析

了国内外主流汽车主机厂、供应商和芯片厂在各个阶

段的产品布局情况。

1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现状

电子电气架构(EEA)是集合了汽车的电子电气系

统原理设计、中央电器盒设计、连接器设计、电子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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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件定义汽车和汽车“新四化”的发展趋势下，

传统的基于ECU的分布式EEA也日益暴露出许多

问题。
1）总线的线束长度与重量问题。随着汽车功能的

日益增加,搭载的ECU数量也逐步增加，据统计，目前

汽车中平均每辆车搭载的ECU数量有50个左右，部

分高端车型ECU数量甚至会超过100个。ECU数量

越多，总线的线束长度和重量也必将大大增加。例如，

奔驰S级轿车的整车电子系统已经拥有超过80个

ECU,1900条总长度达4km的通信总线，而奥迪Q7
和保时捷卡宴的总线长度已经突破6km，总重量超过

70kg，基本是位列发动机之后全车第二重的部件。

概念，由德尔福提出。电气架构的具体功能是把汽车

中的各种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ECU）、线束和电子电

气分配系统整合在一起完成运算、动力和能量的分

配，进而实现整车的各项功能[2，电子电气架构包括电

源管理、网络管理、数据管理、诊断管理等一系列电子

电气解决方案。

EEA这一概念不仅在汽车行业中存在，也在航空

飞行器、工业自动化等行业的控制系统中广泛使用。

EEA的开发通常包含需求和逻辑功能定义、软件架构

设计、硬件架构设计和线束设计等层面的开发活动。

传统分布式电子电气架构的设计思想为硬件定

义规格，硬件架构采用控制局域网络（CAN)总线网络

和分布式功能单元，采用单功能单控制器的设计，软

硬件不能解耦，传感、控制器和算法都是专用的。传统

分布式EEA如图1所示，传统分布式EEA功能系统

的核心是ECU，智能功能的升级依赖于ECU数量的

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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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传统分布式EEA

2)系统复杂度超限。ECU数量剧增之后，整车的

电子电气系统硬件和软件的复杂度大大超过极限，导

致整个系统缺乏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在如此复杂的系

统中,增加一项新功能,相应的要增加一个ECU,往往

会引起整个系统中多个环节的软硬件变更，这将极大

地制约汽车智能化和网联化的发展速度。

3）通信带宽瓶颈。传统的汽车车载网络（CAN、

LIN、FlexRay）总线带宽有限，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发展，

车载内部网络通信的数据量激增。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的雷达和高清摄像头产生的数据量甚至超过

了100MB/s。因此，传统的CAN、LIN和FlexRay等低

速总线已经无法提供所需的高带宽通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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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硬件耦合紧密。ECU与功能紧密绑定,无法

完成多个ECU和传感器的复杂功能耦合，不能支撑软

件定义汽车的趋势，不能通过远程升级（OTA)更新相

应的软件系统。
综上所述，在汽车新四化的发展趋势下，传统的

EE架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要求

电子电气架构进行变革，将众多功能单一的传感器集
成为功能更强的传感器，按照功能域划分聚集，集成

到域控制器架构中。这一变革促使汽车电子电气架构

分布式

电子与封装

从分布式向集中式演进。

2汽车电子电气架构演进路线

2.1 硬件架构升级
由博世最早提出的汽车EEA演进趋势如图2所

示，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分布式EEA、域集中式EEA

和中央集中式EEA，即分布式→域集中式一→中央集中

式的演进路线。

域集中式

www.ep.org.cn

中央集中式

Increasingnumberof SW

Vehiclecloud computing
Vehiclecentralized E/E

architecture

MO.IOUOL

(Cross) Domain
centralized E/E

architecture

Distributed E/E
architecture

当前正处于从分布式EEA迈向域集中式EEA的

转变过程中，大部分传统主机厂仍然处于分布式架构

阶段,而以特斯拉、蔚来、小鹏、理想为代表的新能源主

机厂则直接部署域集中式／中央集中式架构，预计这

一转变将在2025年左右完成。2025年以后，汽车架构

将开启跨域的融合时代，也就是转变为中央+区域计

算的EEA时代。

随着模块化和集成化的进一步提高，出现了功能

域的概念，而功能域的出现是域集中式EEA的标志。

从系统软硬件架构看，域集中式EEA最直观的表现就

是有了域控制器(DCU)来作为整个功能域的核心。

域集中式EEA可以有效解决分布式EEA存在的

问题：1)按功能域集中部署，同时将传感与执行分开，

传感器与ECU不再一对一，管理更便捷，有效减少了

ECU和线束的数量，节约成本、降低装配难度；2)架构

简洁、清晰，功能逻辑更强，引入车载以太网总线，提高
了通信效率，实现软硬件结构的优化，便于整车OTA

Vehicle functions
in the cloud

Vehicle computer& Zone oriented architecture
zone ECUs 8福 and vehicle computer

Domainfusion Central cross domainECUs88 8

Centralization Central domainECUs

Integration Functional integration

Modular
Each function has his ECU

图2汽车EEA演进趋势4

升级；3)进一步集中算力、减少穴余，满足更高阶的自

动驾驶和智能座舱对于算力的高要求。

根据功能域的大小,域集中式EEA又分为五域集

中式EEA和三域集中式EEA。常见的五域分为车身

域、动力域、底盘域、ADAS域、座舱域[3],五域集中式

EEA模型如图3所示。

ADAS域 座舱域
主控CPU 主控CPU 主控MPU 主控MPU 主控MPU

Function specific ECU Domain specific ECU
Central/Zonal gatewaySensors/Actuators

图3五域集中式EEA模型

随着主控处理器性能的增强和功能域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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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对与车身域、底盘域、动力域这一类主控需求类

似的功能域可以进一步集成,即形成跨域集中式EEA[3,
三域集中式EEA模型如图4所示。例如大众的纵置发

动机模块化平台(MLB)把EEA划分为ADAS域、智

能座舱域和车身控制域。华为的计算＋通信架构由车

身域控制器(VDC)、自动驾驶域控制器(ADC)、智能

座舱域控制器(CDC)和网关等部件组成[5]。广汽推出

的“星灵”EEA有中央处理器、智能驾驶处理器、信息

娱乐处理器3大核心处理器群组，搭配高速Ethernet、

5G模组、信息安全和功能安全等技术，组成高效支撑

插电混动、纯电车型的车云一体化集中式EEA。

ADAS域 座舱域
主控CPU 主控CPU

Function specific ECU
Central/Zonal gateway

图4三域集中式EEA模型

在三域集中式EEA中，涉及的域控制器主要有3

类：车身域控制器、智能座舱域控制器、自动驾驶域控

制器。其中车身域控制器负责车身控制，对安全和实

时性的要求非常高；智能驾驶域控制器主要负责智能

驾驶中的感知、规划、决策等功能的实现；智能座舱域

控制器负责人机交互和智能座舱功能的实现。

车身域控制器领域与传统的汽车一级、二级供应

商以及零部件供应商耦合非常紧密，同时其安全要求

很高，市场相对封闭。供应商集中于几个行业巨头，如

伟世通、大陆、博世、联电等，而芯片供应商也集中于瑞

萨、恩智浦、英飞凌、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等国际企

业。整车控制域的芯片主要是以微控制单元(MCU)为

主，强调低功耗、实时控制以及ASIL-D功能安全等级

等特性，软件主要以AutoSAR CP平台为主。传统IT

厂商以及新的一级供应商想要进入这一领域难度非

常大，高等级的车规认证、高安全标准以及错综复杂

的供应链是最大障碍。车身域控制器核心芯片一般为
MCU,主要厂商信息如表1所示。

智能座舱控制器芯片以SoC芯片为主，这一领域

是消费电子芯片厂商的强项。高通、英伟达、英特尔、

三星、华为都加人了市场竞争，主要面向高端市场，传

统汽车芯片厂商包括恩智浦、德州仪器、瑞萨等主要

面向中低端市场。其中高通无论在产品竞争力还是高

端市场占有率上都具备绝对领先优势，市场份额高达

70%~80%，其中SA8155P芯片已经成为旗舰车型标

配，性能更强的SA8295P芯片有望进一步巩固领先地

位。瑞萨、恩智浦、三星、德州仪器等厂商市场份额紧

随其后。国内芯片厂商也大力布局座舱域芯片，代表

企业有芯驰科技、地平线、华为等。全球主要座舱域控

制器芯片厂商及其代表SoC芯片信息如表2所示。

表1车身域控制器核心芯片（MCU)厂商信息

(数据来源:Semicast Research,HIS)

厂商 芯片型号
Cloud 瑞萨

恩智浦
中央网关 英飞凌

整车控制城 德州仪器
主控MPU 意法半导体

表2全球主要座舱域控制器芯片厂商及其代表SoC芯片

信息（数据来源：盖世汽车、佐思汽研、IHS)

地域 厂商Domain specific ECU
Sensors/Actuators

市场份额
R7F7,U2A16 30%

S32G,S32V,S32K 26%
TC387,TC389 23%

TMS320,TMS570 7%
SPC58 5%

芯片 客户

WEY、理想、奔
高通 SA8155P,SA8295P

Exynos Auto V910,
三星 Exynos AutoV920

国外 R-Car
瑞萨 H3/H3e/H3e-2G

i.MX 8M,i.MX 8.5、
恩智浦 i.MX10x

德州仪器 Jacinto 6,Jacinto 7

麒麟710A、华为 麒麟990A

地平线 征程3、征程5

国内芯驰科技 X9U,X9H,X9E
AC8015I/M/H/A,

杰发科技 AC8025I/E/H

紫光展锐 A7862A/S/T

自动驾驶域控制器领域供应商主要有大陆、安波

福、伟世通、博世、麦格纳、德赛西威、东软睿驰、经纬恒

润等。自动驾驶域芯片需要强大算力和AI性能，也是

以SoC芯片为主，目前英伟达和Mobileye处于第一梯

队，德州仪器、高通、华为、地平线处于第二梯队，上升

势头较快。从对自动驾驶高算力需求满足情况看，只

有少数厂商如英伟达、高通、华为、英特尔等拥有200TOPS

以上算力的自动驾驶域芯片。自动驾驶域控制器核心

芯片厂商及其代表SoC芯片信息如表3所示。

01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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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自动驾驶域控制器核心芯片厂商及其代表SoC芯片

信息（数据来源：盖世汽车、佐思汽研、IHS)

厂商 芯片

Mobileye EyeQ4,EyeQ5,EyeQ6
瑞萨 R-CarV2U

德州仪器 Jacinto 6,Jacinto7

恩智浦 S32V
高通 Snapdragon Ride Flex

MDC210,MDC610,
华为 MDC810

JetsonAGXXavier8GB,
英伟达 Jetson AGX Xavier,

JetsonAGXOrin

特斯拉 HW3.0FSD

芯驰科技 V9M

电子与封装

功能域进一步融合，域控制器将变为通用计算处

理平台，即中央+区域式EEA，也称为中央集中式

算力/ EEA3],如图5所示。车企中典型的代表有特斯拉和丰
客户TOPS

2.5~24 广汽、蔚来
60

通用、奇瑞

众泰
700 WEY、沙龙

352 问界、极狐

蔚来、理30~256
想、小鹏

72 特斯拉
一 红旗

www.ep.org.cn

田的区域EEA，供应商中的代表有安波福的智能汽车

架构(SVA)平台和伟世通的区域EEA。

中央集中式EEA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车载中央计算机(VCC)，多个VCC组成一个异

构服务器集群,作为一个通用计算平台(GCP),提供整

车所需的计算、存储、通信和管理能力。因此，VCC平

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缩微版的数据中心服务器集群。

区域控制器平台(ZCU)，每个区域会有一个ZCU

负责实现某个局部的感知、数据处理、控制与执行，并

负责本区域内传感器数据的初步计算和处理，它本身

也具有网关的协议转换功能，负责本区域内的网络协

议转换。

左后部
ZCU

电池

右后部
ZCU

左中部
ZCU

VCC

VCC

左前部
ZCU

前部
ZCU

电池

右中部 右前部
ZCU ZCU

图5中央集中式EEA9

两级通信网络由以太网+时间敏感网络(TSN)组

成的骨干网及CAN、LIN、10Base-T1s区域网构成[0]。
TSN以太网作为整车通信的骨干网，具备高带宽、低

延时、低抖动、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等特点。而在区域

内部,ZCU与ECU、传感器之间的通信仍然采用传统

的CAN、LIN、10Base-T1s等中低速总线。

分级供电网络分为双电源穴余供电及区域内智

能分级供电。整车部署2个电源，输送电力到中央计

算机和各个区域控制器，通过环形组网实现穴余供

电，提高可靠性。由区域控制器负责将电力继续向下

输送到执行器和传感器，同时要求区域控制器具备电

源管理等功能。
总而言之，分布式EEA是计算的分布式、供电的

集中式；而中央+区域式EEA正好相反，即供电的分

布式、计算的集中式。区域式EEA不仅能将计算资源

集中，便于软硬件分离，也给整车各个控制器的电源

管理带来新的可能。而ZCU作为分级通信和分级供电

的区域节点在整个体系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9。
2.2软件架构升级

在传统汽车软件架构设计中，嵌入式软件与硬件

耦合度高，软件严重依赖于硬件,软件重用性极差、硬

件平台各式各样,难以统一、重用,导致软件模块化极

其受限。同时，在传统的分布式EEA中，汽车采用的是

“面向信号”的软件架构，ECU之间通过LIN/CAN等

总线进行点对点的通信。

EEA从分布式演进到域集中式和中央集中式架

构后，软件架构需要解决软件复杂度提升、功能迭代

频繁的问题。面向服务的架构设计(SOA)解决了汽
车EEA面临的各种挑战，得到广泛应用8，这就为实

现软件定义汽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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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是遵循服务导向原则的可重用构建复杂软

件系统的方法。软件架构并非一类特定的软件产品，
而是一种软件架构设计的理念，SOA层级架构模型如

图6所示，其核心思想是将每个控制器的底层功能以

“服务”的形式进行封装，一个服务即是一个独立可执

Consumers

行的软件组件，并对其赋予特定的IP地址和标准化的

接口以便随时调用，最终通过对这些底层功能的自由

组合,实现某项复杂的智能化功能[2]。其中操作系统支
持主流的Android、Linux/QNX、实时操作系统(RTOS)

等。

Business process

Services
atomic&composite

Servicecomponents

Operational
systems

Controllers

SOA的特点是松耦合性、路径透明、可复用、标准

化。SOA在IT行业中已经使用了多年，旨在描述和构

建分布式系统。同时，面向服务的架构设计在汽车工

业中也变得极为重要。比如,SOA能够将各种新功能

灵活地与互联网集成；能够实现更高效的车载自动诊

断系统(OBD)及空中下载技术软件升级，有助于实现

各种远程诊断、预诊断功能；能够大幅提升影音娱乐

功能的用户体验感；能够实现不同平台间的各种APP

共享功能；更便于实现平台架构升级。各个服务可以

由不同团队独立开发，可以缩短车辆开发时间，甚至

可以由一级供应商提供底层平台及接口，主机厂进行

应用软件的开发，可以更高效地进行合作[4。
综上所述，软件架构升级有利于软硬件解耦分

层，有利于实现软件／固件在线升级、功能软件可移

植、应用软件可移植、操作系统可移植，有利于采集数

据信息、实现多功能应用，有效减少硬件需求量，真正

实现软件定义汽车。

2.3通信架构升级

传统汽车总线技术包括CAN、LIN、FlexRay、多媒

体系统传输(MOST)总线等,其中CAN、LIN总线应用

非常广泛,FlexRay总线率先实现了实时性的时间触

发机制和无缝允余，MOST总线则主要应用在多媒体

业务。

Android
Swa

Infotainment

图6SOA层级架构模型[13]

但最高传输速率仅为1Mbit/s，面对越来越多的车载

电子系统，传统的CAN总线无法提供足够的传输速

率和带宽。与安全相关的如油门、刹车踏板、悬挂等控

制信令仍然采用CAN总线传输。

LIN总线是针对汽车分布式电子系统而定义的一

种低成本的串行通信网络，是对CAN等车载总线的

一种补充，适用于对网络的带宽、性能或容错功能没

有过高要求的应用场景[5],如灯光、车门、遥控等通常
采用 LIN系统。

FlexRay总线有2个信道，每个信道上的数据速

率最高可达10Mbit/s，总数据速率可达到20Mbit/s，

能满足L2级自动驾驶需求，但无法满足更高级别的

ADAS需求，TSN标准里最核心的时间触发机制和无

缝余理念都来自FlexRay总线。

MOST总线是专门针对车内环境而开发的、服务

于多媒体应用的数据总线技术，其带宽最高可达

150Mbit/s，但无法保证实时性。

不同车载总线的数据速率与成本对比情况如图7

所示，可以看到，传统的CAN、LIN总线成本很低，但

是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高速带宽需求,MOST、

FlexRay总线由于私有化等原因，成本较高，而车载以

太网在高带宽、标准化、成本控制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Linux/QNX

SwC SW

ADAS

CAN总线是目前车载应用最为广泛的总线协议，

RTOS
SWC SwC

PT

RTOS
SWC SWC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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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不同车载总线的数据速率与成本对比

随着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以及汽车信息服务系统

的发展，常用的车载网络总线CAN、LIN、MOST等将

无法满足汽车功能的需求，进而影响到汽车关键系统

的实时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车载网络总线发展进程如表4所示，车载网络骨

干由CAN/LIN/FlexRay等传统总线向以太网演进。智

能座舱、自动驾驶等技术需要以更快速度采集并处理

车载需求

动力传动系统
车身系统

车身功能需求
信息娱乐系统

运动控制及安全系统

图像装置

其他应用需求 故障诊断

车载骨干数据

3 全新架构下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功能的逐步推广应

用，基于环形主干网和多计算中心的架构方案在网络

安全、穴余备份等方面更具优势，能够提供高带宽、低

延时、低抖动的关键业务确定性传输能力，在技术上

也更具有挑战性。

具体到新EEA中的关键设备层面，域（车身域、智

能座舱域、自动驾驶域)控制器、中央计算单元、区域

控制器都将是未来主机厂、一级供应商、芯片厂商和

软件厂商争夺最激烈的领域。在EEA的2.0和3.0阶

段，车载通信骨干网从传统总线技术（CAN、LIN、

FlexRay）逐渐向以太网技术转变，车载以太网、

100/1000Base-T1、TSN等新技术得以应用。恩智浦、博

电子与封装

更多数据，传统汽车总线无法满足低延时、高吞吐量

Cost vs.Data rate 的要求。因此，集高带宽、低延时等诸多优点于一体的

The power 以太网有望成为未来车载网络骨干。of theswitch!
Stay tuned!

100MB MOSTEthernet

CAN-FD FlexRay
CAN

2
Relative cost pernode

www.ep.org.cn

针对传统以太网的不确定性、传输延迟等问题，

IEEE提出了TSN等一系列标准。TSN技术基于传统

的非实时以太网，继承其带宽大、扩展强、新技术多的

优势。在此基础上通过时间同步(如IEEE802.1AS)、数据

调度(如IEEE802.1Qbv)、网络配置（如IEEE802.1Qcc)
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实现了车载网络要求的实时性、可

靠性和安全性。
5 10

表4车载网络总线发展进程

2010年
CAN/FlexRay

CAN/LIN

CAN/MOST
CAN/FlexRay

LVDS
CAN/Ethernet

通、美满、芯驰科技都推出了车载以太网TSN交换芯

片、100/1000Base-T1PHY芯片，以抢占车载以太网市

场先机。
在传统的动力、底盘域方面需要对车本身有深人

的理解，尤其是底盘域，对安全性要求非常高。传统的

国外汽车电子行业巨头（恩智浦、瑞萨、德州仪器、博

世、大陆)依然把控话语权，但是国内企业也向它们发

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杰发科技、国芯科技、比亚迪半导

体、兆易创新、芯驰科技等国内芯片厂都陆续推出了

车规级MCU,并成功地将其应用到电池管理系统、车

机液晶仪表、车灯控制、车身控制、发动机控制等领域，

它们凭借更高的性价比逐步抢占传统动力、底盘域的

市场空间。而在自动驾驶、智能座舱领域，由于其与传

统供应链、车身、底盘等安全模块的耦合关系不紧密，

同时对于新技术、算力、软件、创新等方面的要求高，国

010501-7

TSN技术与车载需求结合在一起，呈现出蓬勃发
展的态势。开展TSN技术研究的主机厂有特斯拉、宝

马、奥迪、广汽、理想等，芯片厂商有博通、美满、恩智

浦、瑞萨、芯驰科技等，目前国内外已有多家汽车企业，

包括宝马、特斯拉、奥迪、广汽等开始使用TSN车载芯

片，测试车载TSN技术。

综上所述，通信架构升级的主要趋势是CAN、LIN

总线向以太网方向发展，可满足高速传输、低延时等

性能需求，同时线束更短，可减少安装、测试成本。

2015年 2020年
CAN/FlexRay CAN/FlexRay

CAN/LIN CAN/LIN

CAN/MOST/Ethernet CAN/Ethernet
CAN/FlexRay CAN/FlexRay/Ethernet

LVDS/Ethernet Ethernet
CAN/Ethernet Ethernet

一 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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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的主机厂、芯片厂、供应商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

得益于国内企业在IT行业的技术积累以及对于新需

求更高、更快的响应能力，这一领域迎来了国产替代

的最佳机会。例如，华为从传统的IT企业切入自动驾

驶、智能座舱和多合一电机等领域，芯驰科技成为集

网关芯片、自动驾驶芯片、智能座舱芯片和高性能

MCU于一身的国产汽车芯片新锐，经纬恒润从车身

域切入自动驾驶域，德赛西威和华阳集团从座舱域切

人智能驾驶域，均胜电子从功能件切人智能座舱域+

自动驾驶域，中科创达从操作系统切入智能座舱域+自

动驾驶域等，都印证了国内厂商在这一领域的突破7。
随着新能源汽车以及新的EEA的发展，主机厂也

逐步从完全依赖供应商提供“交钥匙”产品向主导软

硬件研发、全栈自研的方向转变，尤其是新势力车企

在软件研发方面投人大量资源，逐步提高了自身在产

品定义方面的话语权和产品技术方面的护城河。

4结束语

如今，汽车行业发展迅猛，电子电气架构不断演

进升级，基于域控制器架构和中央集中式架构的汽车

电子技术和产品将是汽车行业发展的重要领域。新能

源造车新势力纷纷推出相关产品，占据了领先位置。
芯片厂商、IT厂商也加大投人，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供

应商模式，直接与主机厂合作推出更具竞争力的系统

一体化解决方案。而传统的主机厂商如何从现有的分
布式架构向域控制器架构和中央集中式架构转变，如

何介人到产品的研发和系统方案中去，也是值得思考

的一个问题。汽车电子电气架构是汽车行业转型的第

一步，随之而来的还有操作系统、生态建设等等，种种
因素势必会推动整个汽车行业产业链的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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