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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述国内外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建设现状，指出我国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建设上的不足，研究电动汽车

产业数据库建设的需求和数据源问题。基于电动汽车产业的系统性和数据库的建设流程，从车辆和应用环境两个维度

构建了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内容的“VP+ISBCG”框架，最后对电动汽车数据库的功能和应用进行分析。全文研究了电

动汽车产业数据库建设中所涉及的问题及应用前景，为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平台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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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databas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shortcomings of China's electric car industry database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databases and data source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database and systematic character of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the electric car industry database contents framework 

"VP + ISBCG "has been built from the two angles: the vehicle and the application environments. Finally, it discu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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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电动汽车随着示范运行工作的展开进

入了新阶段，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电动汽车技

术研发和产业化推进活动中，众多的信息资源及

产业数据正不断形成和积累，这些分散在各类机

构和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产业数据，涉及范围广、

信息量大、形式多样，搜集难度较大，需要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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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加强电动汽车相关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

享，并对信息进行分类、加工、整理、提炼，以

及时反映电动汽车领域的国际动态和前沿技术。

因此，为有效整合和集成我国产业信息资源，十

分有必要建立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

本文在分析国内外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建设

现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的

需求、数据源、产业数据库建设内容和结构以及

数据库的应用，为电动汽车产业信息化建设提供

参考。

2 国内外电动汽车数据库简况

日本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日本新能

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投入大量

资金进行电动汽车数据库和信息决策系统建设，

为政府根据每年技术和产业发展动向而调整下

一年电动汽车发展战略和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提

供了巨大的支持。美国建立了规范的各种车型的

（包括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燃油经济性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含车辆原理原本数据和工况测试数

据，可对任何车型进行检索以及性能比较分析。

国际上主要的电动汽车数据库有：SAE数据

库是美国机动工程师协会开发的数据库，涵盖有

全球汽车主题索引数据库（GMD）、SAE技术论

文（16000篇）、SAE标准全集；全球混合动力及

电动汽车数据库能够提供模式智能的市场工程化

预测，同时该数据库也能够提供OEM级别的信

息，也可以根据区域、国别、OE类型、汽车类

型和部件类型进行浏览查询；IHS公司的混合动

力及电动汽车数据库提供全方位的混合动力及电

动汽车产业数据，能够为会员在快速变化的细分

市场中提供最新上市的汽车分析资讯；EV-INFO

公司的EV公司数据库包括了世界各地9000多家

电动汽车公司，涉及研发、制造和销售等环节。

我国电动汽车技术经过10余年的建设，初

步建立了电动汽车技术体系，已申请专利3000余

项，颁布电动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56项，建成

30多个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平台。目前，

有关电动汽车的信息主要分布在两类系统：一部

分分布在国内的各类电动汽车网站，如第一电动

网建立了新能源汽车数据库，为电动汽车相关企

业提供企业信息、产品信息、交易信息；另一部

分则分布在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和信息资源机构，

如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信息综合服务平台集成了

电动汽车专利数据库，能够从电动汽车模块、企

业、充电设施等进行专利检索。

同发达国家相比，一方面，我国在数据采集

上比较单一、不全面。例如在示范运行数据采集

上，国内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

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电动汽车示范运行，但由于受

时间限制和示范车辆仅为国内车辆，采集的数据

统计长度不够，也缺乏与国际同类车辆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国尚缺乏综合、系统的电动汽车数

据库，无论是数据量、数据来源、数据应用、数

据规范等方面，同美、日等国家相比都有不小的

差距。因此，建立系统的、多源信息综合利用的

电动汽车数据库，为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提供有效

的信息服务和决策参考依据，成为电动汽车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3 产业数据库的建设需求与数据源分析

数据库是以一定的数据模型组织和长期存储

在计算机内的大量共享数据的集合，是计算机应

用系统中一种专门管理数据资源的系统 [1]。建设

电动汽车数据库要结合电动车领域的实际特点，

同时也要遵循一定的建设和设计流程，以保证数

据库的优良性。在建设前期根据数据库特色进行

需求分析和数据源分析非常重要。

（1）产业数据库需求：在建立产业数据库前

的首要任务是分析产业界的相关需求，其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服务的需求。电动汽车

信息资源的膨胀使得获取特定信息的难度加大，

而电动汽车企业、用户或科研人员对特定的产

品、市场和技术信息需求不断上升，因此，围绕

产业领域对信息资源进行专题收集与加工， 开发

出特色专题数据库， 形成定向的信息产品， 能更

好地满足企业、消费者或科研人员与日俱增的信

息需求。二是决策支持需求。电动汽车相应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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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发与产业化模式同传统汽车产业差异较大，

电动汽车的管理决策需依托以事实型数据资源为

基础的科学战略平台，对多源信息进行集成整

合，借助数据挖掘工具和方法以及专家团队智

慧，构筑全景决策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电

动汽车领域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决策效率。

（2）数据源：电动汽车产业的数据源来自产

业发展中的各个环节，各类数据按内容主要划

分为两类，一是科研学术数据，一是推广应用

数据。其中，科研学术数据来源为国内外学术期

刊、论文、专利、技术报告等，涵盖电动汽车技

术发展路径及技术预测模型；推广应用数据来源

为电动汽车产品信息、电动汽车车联网信息、电

动车技术标准信息、电动汽车计划项目信息、电

动汽车相关机构信息、电动汽车人才信息以及电

动汽车政策法规信息等。电动汽车产业信息资源

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具有较高的集成分析和

利用价值，但是数据形式和来源途径的多样化使

得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存在一定的难度，其数

据库建设结构的顶层设计对其数据库体系的建立

至关重要。

此外，在数据组织和管理上，遵循一定的

建库原则，如：数据的收集一般以时间坐标轴集

合；以面向产业链的各环节的关键活动来组织信

息；强调数据的透明度与可靠性；强调数据收录

的标准化、国际化以及扩展的可能。随着数据库

技术在实践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出现了许多面向

专门应用领域的数据库技术，如工程数据库、统

计数据库、科学数据库、空间数据库、地理数据

库等，这类数据库在原理上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但是它们却与一定的应用相结合 [2]。针对电动汽

车领域，数据库的建设通过对产业数据源的分

析，需着眼于数据库基本结构的构建，以反映应

用需求，方便与用户进行交流。

4 数据库内容和结构

电动汽车产业数据涉及电动汽车整条产业

链的各个环节，包括电动汽车技术研发、产品发

展、充换电基础设施、维保服务体系等多个环

节，因此，本文在相关项目研究和电动汽车产业

链研究的基础上对电动汽车产业进行模块划分，

通过对每个模块数据库构成的分析，完成电动汽

车产业数据库建设的结构设计，建设结构如图1

所示。

电动汽车数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数据是

与电动汽车本身的技术和产品相关，包括整车和

零部件数据。另一类数据是与电动汽车应用环境

相关，包括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商业模式、用

户认知和政策法规等数据。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不仅仅依赖技术进步和产品完善，应用环境体系

的建设和完善也非常重要，二者相互促进，相辅

相成。因此在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建设过程中，

也必须包含这两大类的数据信息。综合起来看，

就是“VP+ISBCG”数据结构，其中，车辆数据

包括电动汽车车型数据包（V）和关键零部件数

据包（P） 2个子模块，应用环境数据包括充换电

基础设施数据包（I）、电动汽车维保服务数据包

（S）、电动汽车商业化数据包（B）、电动汽车用

户认知数据包（C）和政策法规数据包（G）共5个

子模块。

图1  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建设结构

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

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

V数据包 P数据包 I数据包 S数据包 B数据包 C数据包 G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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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型数据包（V）。该数据包包括国内外

主要汽车企业的混合动力、纯电动、插电式混合

动力、增程式电动车、燃料电池汽车的车型信息

（整备质量、车身参数等），包括产品的性能参数

（动力系统额定功率、储能系统额定电压、标称

容量等）、技术方案（电池、电机等关键零部件的

种类、配套厂家、技术参数）、产品状态（上市

时间、地区）、市场信息（价格、产销量）。通过

国内电动汽车展览会、汽车期刊、年鉴、行业报

告、其他车型数据库及网站等资源，实现车型信

息形式的格式化和数据化，从而方便查询和动态

更新。

（2）关键零部件数据包（P）。该数据包主要

搜集和整理国内外主要的三电（电池、电机、电

控）关键零部件厂商和产品信息，包括主要生产

厂商的基本情况（名称、性质、注册资金、上市

情况、生产基地等）、产品的性能参数（型号、额

定电压、技术方案等）、产品状态（上市时间、地

区等）、市场信息（价格、产销量）。通过对电动

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数据库库的建设，了解关键

技术发展情况以及国内外研究动向，可提供有效

的行业情报和产业指导政策的相关依据。

（3）充换电基础设施数据包（I）。该数据包

主要包括电力、电池、充换电设施、充换电服务

运营技术数据、供应和市场及供应商数据，数据

内容涉及充换电站设施技术参数和关键设备、服

务运营投资主体、运营主体、运营模式等。电动

汽车的结构和核心技术与传统燃油汽车有本质上

的不同，其产业链系统的复杂程度远超过传统燃

油车。该数据包的建设首先需要确定采集对象范

围及内容并确定采集方式，对采集数据进行整理

和加工，按照指定的规范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同时要定期对配套基础设施及使用状况数据库进

行更新。

（4）维保服务数据包（S）。该数据包包括各

地维保服务的案例，多种不同服务商的维保体

系、维保标准及规范等，涉及电动车车联网数据

库的建设。通过“人-车-路”信息的互通，为

电动车用户提供及时可靠的电子信息平台服务体

系。作为未来智能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车联网

是以车为节点的信息系统，综合现有的电子信息

技术，将每一辆汽车作为一个信息源，通过无线

通信手段连接到网络中，进而实现对全国范围内

车辆的统一管理 [3]。这也使得 IT服务供应商、内

容提供商、车联网设备提供商扮演着重要角色，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入汽车行业的产业

链 [4]。数据包的主要难点在于建立和整理出一个

通用的数据结构。

（5）商业化数据包（B）。该数据包涵盖国内

外电动汽车量产车型商业化数据，包括商业化推

广模式、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关系、推广的规模

等。燃油汽车的设计和改型，可以由汽车制造企

业独立完成，制造商通过与用户的互动，就可以

获得燃油汽车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而电动

汽车的商业化，却要求在汽车制造商、电池制造

商、充电运营商以及用户的互动中才能找到发展

的方向和技术解决方案 [5]。通过对有效的电动汽

车商业模式相关数据的收集，对分析电动汽车技

术成熟度、规划电动汽车发展技术路线起到重要

支撑作用。

（6）用户认知数据包（C）。该数据包针对用

户使用和认知情况，构建用户的基本信息，包括

年龄、性别、收入、车辆拥有情况等的分类，从

而考察不同人群其对不同电动汽车车型的驾驶感

受、外观内饰、操控性能等的感受，进而推测其

购买意愿。该数据包可通过实地及网络的调查问

卷取得。数据包的难点在于形成稳定形式的调查

问卷，以此通过比较多次的调查结果来反应用户

对电动汽车认知度的变化。

（7）政策法规数据包（G）。该数据包主要用

来分析国内外、国家及地方层面的电动汽车直接

和间接扶持、补贴、税惠等政策，包括法规名

称、法规文号、法规关键词、法规全文等内容、

颁布机构、生效时间、效力等内容，同时还收录

国内外电动汽车领域已出台的技术标准。该数据

包主要通过人工采集的方式，从不同的网站分别

收集相关文件，以人工的方式进行解读和归类，

并抽取相关的内容构建数据包。数据包的难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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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策法规文件大量分散于各级管理机构，面临

文件的归类和去重等问题。

在建设数据库时，对于能够从已建成的数

据库中抽取获得的信息，首先确定检索策略，然

后通过全面检索各类相关主题数据库，如世界各

国、地区和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电动汽车相

关的专利申请，随后结合电动汽车技术领域范

围，利用专家智慧和工具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

类和加工，形成数据库。

对于网络信息资源，特别是动态信息采集方

面，主要通过为不同的数据源定制抓取代理；为

每个数据源注册监听器，从而做到快速定位新的

数据资源，并更新电动汽车行业数据库。对于未

形成数据库的数据，通过数据合作、数据购买、

联合开发及人工调研等多种方式，获取数据，建

立数据库。

5 数据库的应用

构建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有助于将电动汽

车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活动、项目及研究成果

的多源信息和数据资源进行有效集成和整合，实

现电动汽车产业体系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性和连

续性，避免系统孤岛、信息碎片的形成 [6]，同时

借助挖掘工具和方法，将数据有效应用于各个领

域，发挥数据的潜在功能。其具体可以实现如下

几方面的应用（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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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的应用

（1）产业研究及评估。行业研究机构或政

府、企业可基于数据库的技术和应用环境两大类

数据，对电动汽车关键技术进行验证，对电动汽

车行业技术动态及技术演变路径进行跟踪，以促

进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研发及投产制造；在应

用环境方面通过对电动汽车产业链上零部件、整

车及运营企业产品、市场推广、运营状况等信息

进行整合分析，发现应用推广环境的薄弱环节从

而创新商业模式及运营机制。同时，产业数据是

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如通过对示范城市推广情

况、技术设施建设情况、产业带动情况等数据包

的有效建立，可以客观评估城市的示范运行系统

和示范运行效果，为科研项目的验收提供事实依

据。

（2）市场预测及决策。国家、政府和行业研

究部门在规划电动汽车产业、制定相关政策、预

测技术走向及进行相关决策的过程中，需借助产

业数据库以达到数据、工具与专家协同决策的管

理目标，建立基于“事实数据+工具方法+专家

智慧”的综合决策模式，使管理决策者和专家团

队能够客观了解行业发展现状，充分利用数据工

具，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专家群体的智慧，提

升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效率。

（3）消费者服务及培育。通过形成权威的电

动汽车相关企业及运营单位绩效排名、产品排

名、品牌指数等可以让消费者更直观地了解电动

汽车市场，提供产品信息、市场动态等高质量、

有序化的信息服务，逐步培育潜在用户和开发细

分市场。

因此，对于国家和地方而言，建设电动汽车

产业数据库，对发展本土电动汽车产业，具有重

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是我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参

与国际竞争、开展国际合作、进行政府决策及地

方规划的基础。对于汽车行业和企业而言，基于

数据平台，开展指数、预警及评价体系等研究，

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企业实现低碳转型、

提高核心竞争力，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随着电

动汽车产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电动汽车产业

数据库在未来将会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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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的建设在国际上仍然

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电动汽车产品应用的普及和

产业发展的深化，建设电动汽车产业数据库，实

现车辆信息资源和应用环境信息资源的数据化已

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基于电动汽车

产业链的发展特点，从技术和应用环境两大角度

系统地构建了“VP+ISBCG”产业数据库框架，

填补了我国电动汽车产业信息资源建设领域的空

白。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随着数据分析与数据

挖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产业数据库可以为不同

领域的决策者或者用户如电动汽车用户、科研机

构、政府等提供权威的信息服务，满足及时的、

定制化的数据需求，既必要又可行，对我国目前

的发展阶段而言，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参照

国外同行数据库建设经验基础上，需要加强研

究，以建设符合我国自身发展特色的电动汽车产

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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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电动汽车多源信息决策支持系统完善的数据

质量管理流程，对系统内的数据质量实施全过

程、全领域管理，将数据质量管理以制度化、规

范化的方式落实到数据生成、传递和使用的各个

过程之中。相对以往的数据质量管理流程，它细

化了管理流程，更加注重对研究人员数据质量意

识的培养，要求提高系统内各数据库建设人员的

协同配合。按此流程实施后，在一定程度上做到

了数据质量从源头开始控制，优化了数据字段设

置，提高了数据采集加工入库的速度，系统内数

据能够做到可检索、可统计、可展示，为电动汽

车多源信息决策支持系统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保

障。

参考文献

[1] 商广娟 .有效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21世纪管理

的基石 [J].航空标准化与质量 ,2005(2):18-22.
[2] 常宁 .IMF的数据质量评估框架及启示 [J].统计研

究 ,2004(1):27-30.
[3] 侯瑜 .基于DQAF框架的我国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及改

进 [J].统计研究 ,2012(12):24-30.
[4] 宋敏 ,覃正 .国外数据质量管理研究综述 [J].情报杂

志 ,2007(2):7-9.
[5] 韩京宇 ,徐立臻 ,董逸生 .数据质量研究综述 [J].计算

机科学 ,2008(2):1-5, 12.
[6] 郭志懋 ,周傲英 .数据质量和数据清洗研究综述 [J].软

件学报 ,2002(11):2076-2082.
[7] 叶宏伟 ,金中仁 ,陈振宇 .图书馆信息集群研究 [J].中

国图书馆学报 ,2008(1):99-101.
[8] DAMA International. DAMA数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

[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9] 孙中东 .企业级数据治理框架下的数据质量管理 [J].

金融电子化 ,2011(6):57-60, 6.
[10] 谷斌 .信息系统建设中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研究 [J].

情报杂志 ,2007(5):6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