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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汽车保有量超过200万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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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汽车工业协会，公开资料整理

2012-2017H1汽车驾驶员数量和汽车保有量趋势 2012-2017H1保有量超过200万的城市个数

2017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保有量突破2亿，保有量200万以上城市增加5个
2012-2017H1以来，每百位驾驶员拥有汽车数量从55辆增至64辆，2017H1与2016年持平

超过200万保有量的城市中，东莞增长率达9.4%，保定、长沙、昆明、潍坊、临沂保有量挤进200万以上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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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库存压力缓解，产销供需基本平衡
2016年一季度产量翻倍，汽车销量增长率、产量增长率基本维持平稳状态 

新车注册量后半年较高，与销量基本持平

2012Q1-2017Q3汽车生产量及销售量趋势 2012H1-2017H1汽车销售量及载客汽车新注册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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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页销售量指汽车厂商销售至经销商处的数量，余下报告中，销售量均指经销商销售至终端的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公安部交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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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中高价位的汽车销量较2016年有所提升
8万以下车受欢迎程度降低，达成率不足75%，消费者对8-25万之间的车购买欲更强

SUV依然是2017年的焦点，均挤进各个价位段销量第一、二位

注：此页销量指仅统计2017年前三季度销量高于500辆的车型，其中价格段的统计基于各个品牌车型的起始价格
       达成率=2017年3Q价格区间销量/2016年价格区间销量
数据来源：汽车工业协会，公开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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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SUV价格分布
SUV

国别分布

微型车 紧凑型车 小型车 中型车 中大型车 SUV MPV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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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年相比，2017年SUV、MPV、紧凑型车汽车销量增幅高于其他车型
在SUV中，自主品牌凭借价格优势依然位居销量第一，占比达40.6%，其中，12万以下SUV占比93.5%

不同级别汽车销量分布 2017年1-9月不同国别SUV销量分布

注：2017年Q4销量数据为预测数据
数据来源：汽车工业协会，公开数据整理



自主品牌、德系、日系市场份额有所提升，德系、美系瓜分高价位市场
自主品牌低价位车型销量较高，美系、韩系、法系整体略有下滑，但明星车型销量不减

不同国别车型主攻价格段位有明显差异，市场分割态势明显：12万以下为自主，12-18万日系，18-25万德、美系，25万以上德系

注：2017年数据为1-9月销量大于500辆的车型
数据来源：汽车工业协会，公开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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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乘用车不同国别销量分布 2017年中国乘用车不同国别品牌销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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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汽车销量、汽车行业关注度均位居第一，喜爱SUV较多
人们对SUV、中型车、中大型车高于整体水平

2017年1-9月销量TOP10省份

2017年1-9月各级别车销量占比与广东省用户关注车级别分布

数据来源：汽车工业协会，百度指数

广东省关注占比 2017 年 1 - 9 月销量占比TOP10省份关注度占比TOP10省份销量占比

销量TOP10省份占比：51.4%

销量TOP10省份关注度占比：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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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0品牌中宝骏同比增长率较高，吉利关注度波动较大
宝骏、吉利、本田同比增长率较高，均超40%以上，哈弗同比增长率不明显

吉利、大众关注度最高值、最低值差距最大，波动较为明显

注：同比增长率=（2017年1-9月关注度-2016年1-9月关注度）/2016年1-9月关注度*100%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销量TOP10品牌用户关注度同比增长率 2017年1-9月销量TOP10品牌关注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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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画像
Consumer Profile



在春节前后，人们对汽车的关注波动较大
受春节影响，人们关注度在1月底呈现断崖式下滑随后快速攀升

自主品牌、德系、日系、美系关注度远超其他系别，SUV、紧凑型车关注占比近7成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2016.09-2017.09汽车行业用户关注趋势

2016.09-2017.09各国别车关注度份额占比 2016.09-2017.09各级别车关注度份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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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分布

与全部网民相比，汽车关注群体更加年轻，主要集中在20-39岁之间
20-39岁占比较高，男性远超女性人群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汽车关注人群与全网人群年龄分布 汽车关注人群与全网人群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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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用户占比最高，增速最快
其次，华北、华南、华中地区用户关注汽车较多，华北较去年下降2%

汽车关注人群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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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人物、文学书籍是主要兴趣点
受到年龄、性别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制约，关注汽车的人群对娱乐人物、文学书籍有浓厚的兴趣，其次是其他游戏、汽车及配件等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关注人群兴趣爱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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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内容关注度，对人群总体实现聚类划分，不同类别群体特征鲜明
通过分析汽车关注人群对经济因素，配置参数，驾驶体验和外观设计等内容的讨论，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关注人群分成四类细分群体

人群细分谱系图 聚类分析人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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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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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

综合平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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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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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考虑经济因素，
也考虑汽车的
配置参数

综合平衡型

最关注汽车的
外观设计

颜值派

对价格、外观、
配置、驾驶体验
等整体要求较高

挑剔派

注：谱系图用来示意数据分类，采用谱系聚类法将样本（如10001、10004等）分为几个新类，通过计算，直至分为一个大类
右图气泡大小代表样本量的大小



细分人群
Consumer Segmentation

地域分布、购车用途、关注内容、讨论渠道、决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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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布上，华东地区经济驱动型比例全国最高
经济驱动型在华东地区最集中，但对不同车型偏好不明显，西南经济驱动型相对较少，对微型车较为推崇

汽车车型地域分布

注：地域/细分车型利用TGI分析，本处用于反映经济驱动型人群在不同地区及各地区细分车型中的强势或弱势，高于100即指该人群对该地区/车型的兴趣高于整体水平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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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驱动型人群为满足日常代步的需求多偏好紧凑型
44.6%的经济驱动型购车多以代步为主，同时会考虑旅游出行较多

关联*的购车用途关系图谱

购车用途

购车用途的车型分布

注：关联指连线两端的两个购车用途被同时提及的概率，连线粗细代表关联强度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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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驱动型最关注价格、排量等经济因素，喜欢讨论18万以下的汽车
经济驱动型主要讨论价格、排量、优惠/促销等经济因素，与总体相比，更关注18万以下的汽车

讨论汽车内容热词 讨论汽车价格分布

价格
销量

油耗

优惠/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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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驱动型 汽车总体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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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新闻

30.8%

36.0%

16.3%

5.2%

6.4%

论坛

41.0%

27.5%

21.2%

1.9% 5.8%

在渠道分布上，经济驱动型与总体基本保持一致
经济驱动型与总体人群在讨论渠道的分布上基本一致，微信为主、论坛/新闻/微博为辅

问答平台与其他平台的差异性突出，SUV占比较低，中型车较大

讨论渠道分布 不同渠道讨论车级别分布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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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汽车政策和保养的关注高于其他人群，对外观考虑则低于其他人群
此类人群对汽车颜值考虑较少，哈弗和宝骏是此类人群的偏爱品牌

购车决策因素分布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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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车型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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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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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平衡型在华北更为集中，其次是华南和东北
此外，在不同地域对车型的喜爱偏好方面，东北对中大型车更为喜爱，而西南则对SUV情有独钟

注：地域/细分车型利用TGI分析，本处用于反映综合平衡型人群在不同地区及各地区细分车型中的强势或弱势，高于100即指该人群对该地区/车型的兴趣高于整体水平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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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平衡型人群偏好紧凑型车、SUV
综合平衡型购车目的性较多，分布比较均衡，综合考虑车的各种用途

购车用途

购车用途的车型分布

注：关联指连线两端的两个购车用途被同时提及的概率，连线粗细代表关联强度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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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平衡型 汽车总体人群

综合平衡型综合考虑价格、配置等因素，相对偏好12万以下的汽车
综合平衡型在讨论汽车时，主要围绕价格和配置参数等因素，尤其是内部配置、发动机等，与总体相比，较青睐12万以下的汽车

讨论汽车内容热词 讨论汽车价格分布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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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总体人群相比，综合平衡型更加偏好微信平台
与总体人群相比，综合平衡型在论坛、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讨论比例相对较低，更偏向具有权威型的微信

与经济驱动型相比，综合平衡型讨论的汽车类型在各平台的差异性相对较低

讨论渠道分布 不同渠道讨论车级别分布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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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驱动型相比，综合平衡型对品牌和销量更加重视
综合平衡型对保养的敏感度降低，大众、福特、别克是综合平衡型重点关注品牌 

购车决策因素分布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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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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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I
高低

汽车车型地域分布

西北 东北

华东

华南

西南

华北

颜值派在东北、西北地区更加聚集
在细分车型的喜爱度方面，华南地区对紧凑型车更加青睐，微型车则在西南地区较受欢迎

注：地域/细分车型利用TGI分析，本处用于反映颜值派人群在不同地区及各地区细分车型中的强势或弱势，高于100即指该人群对该地区/车型的兴趣高于整体水平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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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派较其他人群偏好中型、中大型车，日常代步、商务工作是购车的主要用途
颜值派人群较看重汽车的美观度，旅游出行、商务工作占比高于整体人群，用途关联性较低，购车用途较唯一

购车用途

购车用途的车型分布

注：关联指连线两端的两个购车用途被同时提及的概率，连线粗细代表关联强度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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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派对汽车外观、品牌有较高关注，主要讨论12-18万、25万以上的汽车
在外观上，主要讨论外观设计、外部配置、流线，与其他人群相比，更关注12-18万、25万以上的汽车

讨论汽车内容热词 讨论汽车价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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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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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20.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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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派最喜爱在微博上“炫耀”
与其他人群相比，颜值派更喜欢在微博上活跃，占比最高，紧凑型车在微博上的占比最低

讨论渠道分布 不同渠道讨论车级别分布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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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偏好品牌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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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视品牌、销量、保养因素，外观设计高于其他人群
颜值派群体更加关注品牌、销量，主打外观设计的品牌对此类人群具有非常大吸引力

购车决策因素分布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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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I
高低

汽车车型地域分布

西北 东北

华东

华南

西南

华北

挑剔派在华北更聚焦，华东、西南次之
在细分车型方面，华北地区更青睐中大型车，小型车则较受华东地区的欢迎

注：地域/细分车型利用TGI分析，本处用于反映挑剔派人群在不同地区及各地区细分车型中的强势或弱势，高于100即指该人群对该地区/车型的兴趣高于整体水平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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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派对购车要求高、标准高，在车型选择上更偏好SUV
挑剔派休闲娱乐、彰显身份高于其他人群，日常代步、旅游出行为主要购车目的

购车用途

购车用途的车型分布

注：关联指连线两端的两个购车用途被同时提及的概率，连线粗细代表关联强度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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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派对汽车外观、价格、配置均有较高追求，最偏爱18-25万的汽车

讨论汽车内容热词 讨论汽车价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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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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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派较少在微博上讨论与汽车相关的内容
挑剔派在微博上的讨论比例占比最低，不足0.5%，在微博上讨论的车级别以紧凑型车为主

讨论渠道分布 不同渠道讨论车级别分布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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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派较重视品牌、销量、外观设计及品牌口碑
挑剔派综合考虑因素较多，购车因素不突出，较其他人群，挑剔派较看重品牌的口碑，因此，提升品牌正面声量是吸引此类人群的重点

购车决策因素分布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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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案例
选取2016年09月-2017年09月自主、日系、德系关注度较高并且整体关注趋势较典型的

车型进行营销分析。其中，自主品牌选取了哈弗H6，日系选取了本田雅阁，德系选取了

宝马5系。



营销案例：哈弗H6—自主SUV领导者
在自主品牌中，市场销量集中度较低，品牌竞争加剧

哈弗H6在市场销量和用户关注度方面均较高，尤其是汽车的外观、发动机、价格等

哈弗H6用户关注内容分析自主车车型热搜榜和销量

数据来源：汽车工业协会，百度指数，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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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方式：活动营销为主，其他营销方式为辅
营销形式相对传统，通过优惠、试驾等活动，提升品牌的销量和知名度，同时从技术、设计、配置等角度传播产品优势。情怀营销是其亮点，借助旅游热，驾驶哈弗H6，体验不同城市的文化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通过优惠、试驾等活动，促进销量

城市日记，体验不同城市的美

借助车展体现汽车优势

哈弗H6在安全、物联网等方面有较先进的技术

9.其他 （占比：4.8%）

从技术、设计、配置等角度解说产品优点

汽车销量名列前茅，成为SUV领跑者

通过车主评论、媒体测评、外媒称赞等突出产品优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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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98

4

6
7

1.活动营销（占比：46.5%）

2.产品信息（占比：11.6%）

3.业绩宣传（占比：8.8%）

4.口碑营销（占比：8.1%）

哈弗H6上市发布会
全新哈弗H6预售价格

5.产品发布（占比：7.6%）

6.情怀营销（占比：5.8%）

7.事件营销（占比：4.6%）

8.科技创新（占比：2.2%）

营销类型



关注趋势：随着自主品牌竞争加剧，哈弗H6的关注度呈现下降趋势
哈弗H6更新换代的频率高，红标版、经典版集中上市，通过改变车型配置，降低最高售价，吸引经济驱动型人群的关注

哈弗H6用户关注趋势，2016.9‒ 2017.9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新款哈弗H6
运动版上市，
新车配置升级

优惠促销
广东车展

哈弗H6红标版、
经典版正式发布

全新哈弗H6在上
海车展正式上市

优惠促销

2016/9/1 2016/10/1 2016/11/1 2016/12/1 2017/1/1 2017/2/1 2017/3/1 2017/4/1 2017/5/1 2017/6/1 2017/7/1 2017/8/1 2017/9/1



营销案例：本田雅阁—科技让驾驭更尽情
日系品牌车型关注度差距不大，销量市场集中度较高

外观、配置、价格是雅阁用户的主要关注点

数据来源：汽车工业协会，百度指数，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本田雅阁用户关注内容分析

内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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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雅阁
新车上市

关注趋势：突显产品性能，主打油耗与安全
本田雅阁注重产品性能传播，偏好结合活动对油耗以及安全进行营销宣传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本田雅阁用户关注趋势，2016.9‒ 2017.9

汽车碰撞测试传播新车安全
特性，媒体试驾、节油挑战
赛凸显油耗优势

新雅阁锐混动
CBD锐动体验

新雅阁锐混动CBD锐动体验
活动，自由免费试驾，借助
试驾者进行产品信息背书 本田第十代雅阁发布引发

广泛讨论，外观、动力以
及内饰被热议

本田第十代雅阁
正式发布

结合雅阁极限挑战赛，
针对油耗以及续航能力
进行营销宣传

雅阁极限
挑战赛

2016/9/1 2016/10/1 2016/10/31 2016/11/30 2016/12/30 2017/1/29 2017/2/28 2017/3/30 2017/4/29 2017/5/29 2017/6/28 2017/7/28 2017/8/27 2017/9/26



1.新青年爱出阁，助你完美践行脱宅计划
2.无惧骄阳，这个夏天没你怎么嗨
3.在驾驭面前，你依旧可以玩心不改

营销方式：产品信息、活动营销为主，业绩宣传为辅
情感营销、节日营销、口碑营销等“软”推广也较受企业重视，大咖评价、脱宅等主题层出不穷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营销类型

1.汇聚本田尖锐科技 新雅阁锐混动已上线
2.肾上腺素飙升 新雅阁锐混动全球首测
3.智能科技座舱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1.大数据告诉你，200万是···
2.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广汽本田缔造雅阁神话
3.欢喜过大年 新雅阁锐混动获得凯利蓝皮书的最佳保值车型

1.月圆中秋，驭尽情，悦圆满
2.专属你的新年吉运，速来领取
3.元宵佳节，驭速团圆

其他（占比：0.6%）

1.汽车大咖这么评价新雅阁锐混动
2.你有几封来自技术大咖的未读来信

1.极速出发，新雅阁锐活动CBD锐动体验活动火热进行中
2.最低油耗一再刷新，幸运车主就此诞生
3.赢取新雅阁锐混动5年使用权，极限挑战赛，等你来战

活动营销（占比：29.8%）

口碑营销（占比：3.2%）

产品信息（占比：37.5%）

业绩宣传（占比：19.8%）

情感营销（占比：4.7%）

节日营销（占比：4.4%）



营销案例：宝马5系—时不我待
德系车TOP10车型关注度差距较低，市场销量差距较大

宝马5系的电子配置、内部配置、外观设计等是用户关注的主要内容

数据来源：汽车工业协会，百度指数，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宝马5系用户关注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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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趋势：紧密围绕新车发布主题，充分借助车展活动与热播电视剧优势
塑造高端品牌形象
宝马5系在今年6月23日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新车上市活动，推出了覆盖各个用途领域的多款新车，并且借助上海车展和热播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进行相关主题的线下活动，OTA推广和明星代言活动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宝马5系用户关注趋势，2016.9-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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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宝马5系旅行版官图
发布新款宝马5系降价促销

借势上海车展为即将上市的
新品做推广，提高对新品上
市的关注度

6月23日召开宝马5系新品上市
发布会，同时上市5款新车，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媒体推广活动

围绕热播电视剧《我的前半生》
开展一系列的专题推广活动
围绕着前不久的新车上市开展了
一系列的测评活动和试驾体验



营销方式：事件营销、活动营销为主，产品发布为辅
宝马5系的事件营销主要围绕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进行热点推广

数据来源：国双MediaD产品数据

全新BMW 5系Li开启预售 528Li 建议预售价45万元起
重磅！全新宝马5系Li官图正式发布 

看了《我的前半生》终于明白开宝马车的人为何都自带桃花
从充电桩布局看豪华车制造商宝马，如何玩转新能源

【重磅优惠来袭】宝马525Li重磅推出分期免息政策，
把握机会，来晚拍大腿也没了
全新BMW5系已经正式发布了，那么现款5系最近优惠
到了什么程度呢 

宝马新大东工厂将开业 新5系Li率先量产
华晨宝马电池中心10月落成 年产3.3万套 

BMW 5系风云：“黑科技”到底能带来什么
性能与智能，全新BMW 5系Li升级在哪了 

6.其他（占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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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营销（占比：39.9%）

2.活动营销（占比：24.6%）

3.产品发布（占比：15.6%）

4.业绩宣传（占比：8.5%）

5.技术创新（占比：8.2%）

营销类型



汽车与AI的融合 
The Integration of Automobile 
and AI



AI概念的提出，开启了人工智能互联网的下一幕
1981-1995年，DOS操作系统在兼容机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GUI、互联网、云的发展，人们更加重视人与机器的协调合作、美观、便捷

AI的提出开启了人工智能互联网的下一幕

PC(GUI)
Client - Server

Web
Internet

Mobile
Cloud

AIDOS
PC

C:/



以百度为例，2017年百度AI平台架构图首次完整曝光，开放80余项AI技术能力

人类的探寻使得AI得到不断发展

百度大脑

百度云

云
端

DUER OS Apollo

AI

大数据 算法 大计算

语音 图像 视频 AR/VR

自然语言处理 知识图谱 用户画像

AI开放平台

产品应用应用层

生态层

平台层

认知层

感知层

基础层

AI技术生态



人工智能主要在语音分析、分析决策、地图、无人车、图像识别等方面应用，其中，无人车是汽车与AI结合的应用，集万亿参数、千亿样本、千亿训练特征，是最大规模的DNN，汽车用户对无人车的关注自2016年底开始显现

无人车，人工智能集大成的应用

AI在各个方面的应用

用户对无人车的关注度趋势

语音分析 分析决策 高精地图 图像识别 规划行动 智能推荐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4-6月 7-9月2017年1-3月



无人车最终实现的是在任何交通环境下自动安全的无人驾驶
无人车主要依靠传感器、人工智能、车载计算等技术，实现无人操控驾驶

目前，百度在布局无人驾驶的L3、L4阶段

警告

辅助

高度自动

全自动

1980

举例：定速巡航

举例：自适应巡航

举例：高速公路无人驾驶

举例：完全无人驾驶车

2010 2020 2030 Future

特定功能辅助：在“加
速”“转向”“刹车”
中，车辆同时只接管一
个功能 【ADAS】

组合功能辅助：在“加
速”“转向”“刹车”
中，车辆能同时接管两
个以上功能 【ADAS】

有限条件无人驾驶：特
定交通环境下的无人驾
驶驾驶员可以较长时间
不参与控制

完全无人驾驶：所有交
通环境下，包括城市公
路都可实现无人驾驶，
但仍可由驾驶员操作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百度指数
AI时代的百度大数据产品，捕捉用户关注热点，洞察网民需求变化，助力品牌精准营销

产品网址 index.baidu.com
联系邮箱 indexpro@baidu.com
新浪微博 百度指数

百度指数微信

产品亮点

数据优势

整合百度系海量数据，覆盖
广告主、媒体、受众数据

技术优势

智能的数据挖掘技术成为互
联网和行业合作的新契机

产品优势

聚合海量关键词，运用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分析多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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