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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产业分工是软件定义汽车开发的前提

◼ OEM对于软件定义汽车需要哪些要素已经比较清晰→但不清楚应该如何分工

 分工的核心目的不是提高效率，而是使产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一个好的过渡

软件定义汽车依靠一家企业难以实现→OEM必须与供应商进行合理分工

汽车软件开发要求工程师必须对硬件有深入了解
↓

OEM内部缺少既懂汽车硬件又懂软件开发的人才

汽车上需要实现的功能较多，涉及领域广泛
↓

企业通吃所有要素所需的团队规模与成本无法承受

OEM不清楚自己应该掌握哪些要素 → 在任务分割、集成验证、数据共享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

现状下的产业分工只能解决燃眉之急

➢ 大部分OEM都属于“局部开发”

• 简单的软件自己做，复杂的软件交给供应商

• 重要软件（比如自动驾驶）应该自己做，但又能力不足

→与供应商共同推进→核心技术的合作难以长久

理想的产业分工需要可持续发展

➢ OEM必须主导产品定义，合理外包开发任务

• 整车架构的设计OEM必须自己做

• 局部软件如果供应商更擅长则可以外包

• 当下做不了的软件未来要积累能力逐步收回开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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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定义架构是OEM需要掌握的关键能力

◼ 过去的汽车架构主要解决各离散硬件模块之间的通讯问题→未来的汽车架构主要
是解决整车垂直打通与横向拓展的基础→OEM作为整车拥有者必须自主掌握

 如果OEM不自己去做架构→供应商产品越来越难集成→回归传统汽车状态

➢ 汽车的架构相当于大楼的地基→只有先做好基础架构，上层的各个功能模块才能进行合理的分割与外包

➢ 产品的迭代基于完善的初始架构设计→如果架构没有实现软硬解耦和资源预留，迭代升级则无从谈起

明确控制边界

• OEM在软件开发上永远不会
是微软、华为等企业的对手

↓
• 根据自身能力与战略确定自

研范围，合理分割任务粒度

软件定义汽车时代下的产品开发建立在良好的架构上

整车架构设计重点问题

自主定义交互接口

• 若供应商遵循各自标准开发，
则各模块之间无法有效互动

↓
• 充分考虑供应商的共性能力，

自主定义统一的接口与标准

考虑长期规划

• 用户的需求与企业的能力都
是动态变化的

↓
• 在设计1.0架构时就考虑2.0、

3.0阶段需要实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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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协同是软件定义汽车开发的最大难题

◼ 软件定义汽车不同的要素、不同的阶段都有其最适合的开发流程和方法→最复杂
的地方在于如何使软件和硬件的开发实现有效互动与协同

 未来汽车中架构是灵魂、硬件是躯体、软件是躯体中的神经血液→落实到具体
每一个功能上都存在软硬协同问题→解决此问题极其复杂与繁琐

硬件是汽车功能、性能的基础→硬件层面的分解、设计、开发、集成、验证与传统汽车基本保持一致

硬件开发仍然需要遵循传统汽车开发V模型

软件架构：在开发上与硬件存在对应关系，需要在初始
阶段设计得尽可能完善，变动相对较小（瀑布式开发）

软件开发需要多种方法进行结合

软件部件：复杂功能细节可以后期基于数据不断迭代完
善，多阶段发布（敏捷开发+运维一体式开发）

软件架构需要与硬件平台实现有效融合→架构与

平台的开发在流程上如何实现打通？

汽车安全要求高→对于不断OTA的软件与车辆上

存在损耗的硬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安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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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抽象化是目前OEM与供应商的博弈焦点

◼ 硬件抽象化是实现软件定义汽车的基础，但如果不妥善解决OEM与供应商之间
的数据共享问题，产品发展进程将受到阻碍

 OEM最高的境界是做到软件与硬件可以分开外包→硬件用最好的，软件用最好
的，同时最后集成又能实现很好的软硬组合

供应商担心失去数据掌控权

供应商把硬件的数据模型开放给OEM
↓

OEM通过收集数据，逐渐掌握自研控制软件
↓

原有供应商失去对硬件数据的专属分析能力→失去
核心竞争力，逐渐沦为纯硬件供应商

OEM希望掌握硬件的数据模型

供应商不开放硬件的数据模型
↓

OEM即使掌握数据也无法自研软件/自主OTA
↓

OEM必须采用同一家供应商的硬件与软件，即使
供应商软件做得不够好→被供应商绑架

VS

可行方案建议

OEM与供应商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供应商向OEM开放硬件数据模型，OEM把硬件产生的数

据交给供应商→供应商拥有保持竞争力的机会，OEM也拥有相对更高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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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汽车下的新型零部件供应方式

◼ 软件定义汽车下零部件供应方式或由软硬件一体供应改为软硬件分开供应

传统汽车EE架构
•基于硬件出发，软件主要为各个模块之间的通讯
协议以及指令的传输

ICV软硬一体架构
•较传统汽车的EE架构更为复杂
•与ICT架构类似，软硬件解耦

传统零部件供应方案
T1提供软硬件一体的嵌入式解决方案

新型零部件供应方案
未来T1是否提供嵌入式解决方案并不重要，关键

要为OEM开放协议，以获取底层数据

问题聚焦→所有权划分
✓软硬解耦是必然趋势
✓每部分的主导者需要负责解决该部分数据公
开、接口开放、集成等问题

• 案例1：空调模块在系统层面可以输出数据，但若内部的空调压缩机难以
获得数据→难以优化空调压缩机的性能→难以优化空调的性能

• 案例2：某OEM向供应商A采购DVD只要求其提供硬件，软件部分向供应
商B采购，以避免在DVD方面被一家供应商给绑架

OEM面临的零部件供应新问题——软硬件是否要分开提供？如果分开，如何分工？
软硬件打包供应，OEM容易被绑架；软硬件分开提供有利于OEM与T1的博弈，但不利于集成

 从所有权的角度理清软、硬、接口、系统的分工，真正实现软硬件充分解耦，
硬件标准化、模块化，成为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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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汽车下的软硬件协同发展策略

◼ 软硬件解耦并不意味着软硬件相互孤立，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优化的

软件

软件

软件

硬件 硬件

• 增加前期软件投入，将
硬件的功能放大并发挥
到极致

• 对硬件进行精简、组合，
降低硬件投入

• 通过硬件组合产生的更
多功能、更好的性能

核心问题：未来软硬件协同发展，不同的企业到底要控制到什么程度？

案例1-摄像头数量与视觉感知能力
•摄像头数量越少越好
•重点要依靠优化软件算法以最大化发挥摄像头性
能，提升视觉感知能力

案例2-制动器OEM如何摆脱对T1的依赖
•如果OEM能把制动器所有发挥的功能和性能都用物理参数描绘出来的时候，
对T1的依赖就会降低，并更好设计制动舒适性
•零部件数据积累要考虑：①使用过程中能够产生什么数据？②制动器本身的
设计和制造要用哪些数据表征？

软硬件协同优化→软硬平衡：实现功能最大化，成本最低化

 软硬件协同发展，应思考硬件如何能将软件的功能提升至更高的境界，反过来
软件又如何能将硬件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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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汽车下的应用生态

◼ 汽车应用未来分成两部分：安全功能应用+服务应用，不同应用将形成不同的生态

安全功能应用
安全功能一定形成封闭的生态，由OEM统一把控

自动驾驶控制系统

智能底盘控制系统

智能动力系统

……

服务应用
服务应用将形成开放、丰富、繁荣的生态

智能信息娱乐系统 网联服务应用

重点把控区分：一些看似不属于安全功能应用却影响着行车安全的应用

• 大灯：如果车辆进入隧道未打开车灯，将会影响驾驶员的行车安全；如果车辆误开远光灯，将会对对向来车的视线造成影响

• 雨刷器：如果雨天不能即时开启雨刷，或雨刷器的速度无法匹配雨量大小，则会影响驾驶员的视线

 软件定义汽车下，最终或形成半封闭的生态，在开放的大环境中有封闭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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