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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个零部件集成

上亿行代码集成

单一化

多样化

结果安全

过程安全

驾驶体验->用车体验

自然语言交互

性能最优

智能学习

驾驶体验

网联化

软件升级

1 6

3 4

2 5

动力，操控

远程升级，
常用常新

社交、娱乐，数
字化服务…

自然语言交互，简单易
用……

快速性能优化，越
用越好

辅助驾驶/自动驾驶

用车
体验

一次性销售->持续创造价值

MaaS……

应用商城

软件升级

汽车销售

传感器可扩展，
硬件更换

商业服务，
数字化服务订阅

汽车逐步变成第三生活空间 汽车销售从价值变现的终点变成起点

1 6

3 4

2 5持续价
值创造

智能汽车复杂度持续提升，上市节奏越来越快，软件定义汽车持续迭代
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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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功能

硬̀件

功能

… 硬̀件

功能

硬̀件

功能

…

CAN总线网络+分散式功能单元

中央网关

T-BOX

VCU TMS MDC IVI BCM

域控制器+集中网关

TBOX

VIU

VIU VIU

VIU

VDC MDC CDC

以太网骨干网

区域接入 + 集中计算

缺点：
• 整车软件复杂度高，难以统筹设计
• 软硬件升级更新慢，长期维护难
• 开发流程长，开发成本高，TTM长

缺点：
• IO与计算耦合，硬件升级难
• 各域资源共享困难
• 星型组网，网络无冗余

优点：
提供域上收的能力，简化线束
域控制器算力提升，软件更多样

缺点：
• 环网技术复杂度高
• 协议栈确定性，时延挑战大

优点：
 IO与计算解耦，硬件灵活升级
环形组网，故障倒换
支持软件SOA化架构，软件灵活升级

汽车电子电气架构（EEA）演进到区域接入+服务化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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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抽象
BSW

HW

应用1 应用2 应用n…

设备抽象
BSW

原子服务
组合服务

中间件平台

HW

SWC

BSW

HW

SWC

BSW

HW

SWC

BSW

HW

应用1 应用2 应用n…

STS模式
• 应用垂直实现
• 服务化等于现有软件接口

(API)开放

全服务化
• 应用按需组装
• 正交的基础功能块
• 分层可复用的接口
• 软/硬件解耦

半服务化
• 应用和基础功能混合打包
• 基础功能未分层正交化设计
• 软/硬件解耦

功能
模块i

功能
模块k

功能
模块j

应用1 应用2 应用n…

中间件平台

软件架构

业界均在探索软件架构服务化实现/落地方式



5-Mar-24 4

聚焦体验，体现差异化

接口稳定前后兼容，
不同配置对应不同车型

应用与中间件平台解耦，应用跨车型复用；中间件平台(原子服务&设备抽象)与硬件解耦，平台通过配置实现车型差异化适配

分层解耦，面向服务化的软件架构，使能多车型快速开发



面向服务架构的软件开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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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业务领域

识别业务对象

服务划分

服务设计

功能需求

API设计
服
务
化
设
计
方
法

服务化分层架构：水平整合、软/硬件解耦

 硬件独立演进、替换，不影响APP应用软件

 软件水平分割交付，应用软件脱离硬件可独

立升级演进

服务分层架构

服
务
标
准
化

设备抽象层
座椅 车门 车窗 尾门 天窗 空调

CAN LIN PWM DI AI LSD ….HSD

….

原子服务层
车身控制服务 能量管理服务 运动控制服务

车门 座椅 ……

热管理服务

通风 除霜 …… 扭矩 姿态 …充电 均衡 ……

组合服务/增强服务/应用/云服务层
ADAS 座舱 赛道模式车控智能温控 一键备车 迎宾

出行场景 …迎宾模式 AEB LKA VLog 宠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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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灵活 高效

架构标准化

分层解耦的SOA软件架构，软硬解耦，

硬硬解耦

接口标准化

遵循SDV工作组定义的原子服务和设备

抽象API

合作伙伴解耦

软硬件供应商与平台供应商解耦，各

层引入多家供应商竞争，促进创新与

最优性价比

分工灵活

OEM、集成服务商、平台供应商、硬

件供应商可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

的分工协作模式

开发迭代快

车型差异快速适配，平台应用跨车型

复用，搭积木式开放，开发迭代周期

由月缩短到周

服务化为汽车智能化产业带来的价值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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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性能的挑战

服务化

挑战

CPU负荷的挑战

运维定位的挑战

多方协同集成的挑战

服务化复用的挑战

• 事件和状态独立发送，报文数量多

• 通信频繁，时延大

• 多核CPU负荷不均

• CPU负载过高

• 功能模块不正交，无法支持应用按需

调用，存在大量重复开发

• 定位方法过于依赖专业设备

• 定位粒度粗，只能问题发现及定界，难于定位

• 支持CP应用多方协同开发集成

• AP服务化通信配置项目多，使用门槛高

• 多个单点工具割裂工作流，导致开发低效

80%

华为基于AUTOSAR服务化落地过程中遇到的新挑战



5-Mar-24 8

黑盒交付模式演变成多厂家集成模式 业界解决思路

OEM

ECU

OS

应用&
算法

ECU

OS

应用&
算法

ECU

OS

应用&
算法

供应商1

ECU

OS

应用&
算法

供应商2

ECU

OS

应用&
算法

供应商3

ECU

OS

应用&
算法

OEM

ECU

车控操作系统

应用&
算法

应用&
算法

应用&
算法

演进

供应商1

应用&
算法

供应商2

应用&
算法

供应商3

应用&
算法

黑盒交付

黑盒或
白盒

代理

BSW

MCAL
OS CDD

厂商1 App Cluster

SWC2SWC1

RTE

配置信息
代理

配置信息

厂商2 App Cluster

SWC2SWC1

RTE

配置信息
代理

ECU

Host Software Cluster

AUTOSAR Software Cluster技术，应对多厂家集成与灵活更新问题

优势：各厂家独立开发、集成、更新应用

挑战：存量工程迁移挑战；代理模式带来的内存底噪/CPU负
载挑战

域集中趋势下，MCU侧软件需多厂家开发集成，交互频繁，迭代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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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AR数据代码分离的Selectable PB技术，应对多车型软件复用问题

多车型软件面临成本高、开发节奏紧的难题

维持至EOP

子系统
部件层

架构
预研

首发 年度
改款

中期改款

SOP

2年 3年 1年 2年 2年

SOP SOP EOP

V模型

以年为单位的开发周期，演变为
以月、周、日为单位的开发周期

整车软件更新

基础软件开发

SWC软件开发 天级

周级

月级

10+车型

车型1 车型2

逻辑代码

配置数据1 配置数据2

数据
文件

优势：代码与数据分离设计，高低配车型复用同一版本
软件

挑战：一个二进制含多车型配置数据，带来内存底噪挑
战

业界解决思路

智能车时代面临车型多、软件开发成本高的难题，期望多车型软件复用



自适应AUTOSAR商用落地时， AP服务化通信配置项多，使用门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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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网配置 服务接口配置节点配置

协议配置

组件配置

服务实例与网络
及进程的映射

End

安全配置

EthernetCluster

NetworkEndpoint
IP
NetMask

Machine

MachineDesign

SecOcSecureComProps

Adaptive 
Application

SWC
Pport
Rport

ServiceInterface
Event 
Method
Field

DDSServiceDeployment

SOMEIPServiceDeployment

DDSServiceInstance

SOMEIPServiceInstance

EthernetPhysicalChannel

TlsSecureComProps

E2EProfileConfiguration

GrantDesign

ServiceInstanceToPort
PrototypeMapping

ServiceInstanceTo
MachineMapping

Start

DataType

Event
Method
Field

x项 x项 x项 xx项

xxx
项

xx项x*N
项

N取决于服务数量



分工合作模式的变化导致开发流程的变化

平
台
驱
动
型
开
发
流
程

业
务
驱
动
型
开
发
过
程

自
顶
向
下
开
发
流
程

〓集中化

〓服务化

〓标准化

OEM

SUPPLIERS

TIER 1

TIER 2

OEM

软
件
供
应
商

O
E
M

应用软件开发

平台
服务

设备
服务

OEM

SUPPLIERS

域控制器 I 域控制器 II 域控制器 n

安全域OS 智驾域OS 座舱域OS

跨域中间件

…

设计抽象A 设计抽象B 设计抽象N

原子
服务A

原子
服务B

原子
服务C

……
原子
服务N

组合服务A 组合服务B 组合服务C

CP应用 AP应用

……

整车设计流程 需求分析 服务设计 软件设计 集成验证



底软配置软件架构服务设计

功能域A 功能域B 功能域C IO抽象 原子服务 架构描述 BSW配置

现状

〼 纵向数据的流转存在断层

−设计数据需要人工知会，手动同步，单次变更需要2周时间

思路

〼 横向数据的流转存在断层

−多人开发时需要排队上库，直接更新库内文件将造成设计不一致

〼 统一工具平台，实现数据归一

〼 数据更新自动推送流转，差异自动合并

〼 多人并行开发，提供协同机制

AUTOSAR经典方法论面向服务化开发的端到端多人协作困难

统一工具平台

服务设计

整车软件设计

底层软件配置

服务通信配置

总师

功能SE

SWC开发

BSW开发

原子组件设计

自动生成

软件架构
自动生成

服务设计
向下传递

架构设
计传递

原子组件
设计传递

变更任
务推送

变更任
务推送

功能SE 应用开发 底软开发

代码仓

开发A 开发B 开发C 开发n

底软配置服务设计
应用
服务A

应用
服务B

应用
服务C

应用
架构

BSW配置功能域 ……

软件架构

代码仓



…

华为作为PPP会员，积极参与AUTOSAR标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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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Partners Plus

自2018年加入AUTOSAR后，华为积极推动反映中国市场需求的多个

Concept工作，先后获得5个工作组/子组的主席/发言人职位，并于去

年成功申请成为Premium Partner Plus会员，作为中国公司的唯一代

表加入AUTOSAR的项目管理团队（PL）。

Core Partners

Associate Partner

Development Partner

…

Premium Partner

…

Attendee

…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18年，作为

Premium 

Partner，加入

AUTOSAR

2019年，担任

WG-IVC发言人，

提出确定性时间

同步课题

2020年，推动成

立并牵头WG-

V2X-CN工作组和

V2X for CN课题

2021年，担任

WG-TSY发言人，

提出DDS on CP

课题

2022年，担任

WG-CLD发言人，

推动TSN课题立项，

Erika纳入社区

2023年，申请并

成为中国第一个

Premium 

Partner Plus会员，

加入PL团队



持续推动整车服务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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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业/区域组织协同推动SDV生态

AUTOSAR只是整个软件定义汽车生态中的一环，

需要和产业界组织，包括区域组织共同协同，形成共

识，共同推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

DDS on CP
经典平台引入支持DDS，建立整车服务化通信平台

Deterministic Communication with TSN
引入音视频流传输，流量整形等TSN特性

中间件及接口Middleware 

操作系统及接口 Operating System

硬件平台及接口 Hardware

传感器
Sensor

执行器
Actuator

中央处理器
HPC

边缘
Edge

云端
Edge

车端功能 Vehicle
智能驾驶、智能车控、智能电动

云端功能 Cloud
云服务、数字孪生、预测维护

Pegasus开放标准，面向服务化的汽
车诊断SOVD

3D，VR/AR，并行计算，视觉处
理开放标准

面向未来SDV的开放技
术平台

车内、边缘设备、云端
互联

日本：汽车软件架构和E/E系统架构 中国：车控OS标准

开发制定智能驾驶的软件系统和E/E
系统架构标准

混合关键性汽车应用的云原生
架构增强

AUTOSAR全面引入服务化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