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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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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汽车的最核心竞争力是在于：李想本人的极致产品经理思维方式以及快速学习纠错能力。“创造移动的家
，创造幸福的家”一直是理想汽车的使命，公司愿景-价值观-行为标准跟随外在环境变化在逐步调整。如果要
给理想汽车找对标系，我们认为是“苹果和任天堂”。

◼ 理想汽车国内市场能做多大？目前理想规划在营收达3000亿元之前坚持做SUV/MPV品类，后续将拓展轿车品
类。根据我们的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分析判断：20万元+SUV/MPV市场未来3-5年市场规模预计稳定在470
万辆，其中混动渗透率/纯电渗透率预计分别会达到30%/35%。目前理想已经获得20万元以上SUV市场份额第
一名，考虑未来理想产品谱系完善/技术底座加强，我们按照悲观到乐观假设20万元以上市场理想市占率远期空
间可达到17%/20%/25%（销量市占率，下同），对应理想SUV销量空间为68/80/100万辆，20万元以上MPV
市场份额10%（对应7万辆），合计在进行轿车布局前理想国内销量天花板预计75-107万辆。

◼ 理想汽车技术底座能力如何？在核心技术布局上，我们认为理想汽车是有取舍且擅长与合作伙伴分工协作。1）
电动化技术布局维度：增程方面，理想引领增程式新能源汽车走向市场并迭代下一代增程技术，REV3.0将搭载
500km+纯电续航大电池，增程器热效率达到43%+。纯电方面，理想拥抱800V架构，在SiC产业链重点布局封
装测试环节，建立自动化工厂自研封装新技术，参与晶圆制造环节前置阶段的芯片设计；理想快速推进超充桩
自建，截至2025年5月4日已建成2271座；电池方面，理想联合宁德打造麒麟5C电池，进一步优化内阻。车身
一体化方面，理想Mega联合文灿股份，首次采用免热处理进行后地板骨架一体化压铸，后续与燕龙科技、博俊
科技合作，将一体化压铸继续应用于前舱和后地板。2）智能化技术布局维度：硬件方面，2025款理想L系列率
先搭载700TOPS英伟达Thor-U芯片，并上车禾赛新一代ATL激光雷达，预埋下一代智能化能力。软件方面，现
阶段理想自研端到端+VLM助力其智驾进入行业第一梯队，自研下一代VLA模型将于2025H2上车，云端预训练
VL基座模型，蒸馏后加入action部分，有望实现司机Agent智能体。座舱方面，理想同学MindGPT 3.0上线深
度思考，模型能力进一步提升。

◼ 风险提示：乘用车价格战超预期；终端需求恢复低于预期；L3级别自动驾驶政策推出节奏不及预期。

注：全文销量、市占率、市场空间等均为国内市场数据



一张图看懂理想汽车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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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理想的愿景和使命



对标：苹果和任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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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公司：全球智能手机领导者  科学和艺术最完美结合
➢ 公司愿景：“To make the best products on earth and to leave the world better than we found it.”追求

卓越性能的产品且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 商业模式：硬件+软件+服务的闭环体系。以硬件为入口获取用户，以软件和服务提升粘性，通过垂直整合的生

态系统实现长期价值锁定。
➢ 护城河：手机芯片-操作系统-生态封闭系统，确保极致的用户体验，极致的用户粘性。
➢ 与任天堂区别：相比游戏，手机是必需品不用担心用户规模，但技术创新的领先性要求更高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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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苹果和任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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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天堂公司：全球电子游戏的标杆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经典IP运营。
➢ 公司使命：以 “为全球用户带来快乐” 为核心，坚持 “能否快乐地玩耍” 作为评判游戏的标准
➢ 商业模式：专注游戏研发，硬件制造外包，强调极简设计理念，避免盲目扩张或并购，注重产品创新与用户

体验。
➢ 《任天堂哲学》：1）要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而且要做的最好；2）始终保持独一无二的创意；3）要时刻想着

“如何去扩大游戏用户群体”；4）公司核心属性是软件而不是硬件。软件本质是服务和体验，硬件本质是性
能和成本。

➢ 任天堂与苹果异同：1）同：追求独一无二的创意和极致体验；2）不同：游戏是可选消费品。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任天堂净利润（左轴/亿元）及销售净利率（右轴/%)情况



理想的愿景和使命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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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一直坚持，愿景-价值观-行为准则根据外在和内在因素变化在不断调整

数据来源：理想TOP2、理想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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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万元+家庭市场到底多大？



20万元以下市场：5-10万元占比持续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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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乘用车市场整体消费结构看来，2019-2024年6年间成交价格在5-10万元的市场萎缩明显，主要原因包括：
1）供给端：合资品牌的小型轿车或入门级紧凑型家轿是该市场的消费主力，但英朗GT/桑塔纳等该价格带爆款
车型在经历销量下滑后陆续停产停售，很多合资品牌对于这个“不太挣钱”的市场，产品更新的热情与资源投
入都在消退；新势力品牌在渠道和成本控制方面难以在这个性价比市场取得优势。2）需求端：随着乘用车市场
的快速普及，换购/增购需求逐步超过首购需求，在进行车辆更新或增购时，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更高价位、更
高品质、更具舒适性和科技配置的车型。

数据来源：交强险，童济仁汽车评论，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零售口径分价格段销量占比变化情况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0-5万元 8% 31% 81% 93% 100% 89%

5-10万元 3% 4% 8% 20% 25% 37%

10-15万元 5% 3% 9% 17% 29% 45%

15-20万元 6% 6% 12% 28% 32% 39%

20-25万元 3% 4% 15% 22% 42% 56%

25-30万元 5% 14% 20% 47% 48% 56%

30-35万元 3% 12% 30% 30% 46% 53%

35-40万元 0% 4% 14% 26% 34% 49%

40万元以上 15% 11% 18% 28% 42% 50%

价格带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4-2019

0-5万元 2% 3% 3% 3% 2% 3% 1%

5-10万元 32% 26% 24% 18% 18% 22% -10%

10-15万元 34% 34% 34% 31% 32% 31% -3%

15-20万元 14% 13% 14% 19% 19% 16% 2%

20-25万元 8% 9% 9% 10% 9% 9% 1%

25-30万元 4% 6% 7% 7% 8% 10% 6%

30-35万元 3% 4% 4% 6% 5% 5% 2%

35-40万元 3% 2% 2% 3% 4% 2% -1%

40万元以上 2% 2% 3% 4% 4% 3% 2%

图：零售口径分价格段新能源渗透率变化情况



20万元+市场：持续扩容，新势力车企贡献销量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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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价格在20万元以上的乘用车市场在2019-2024年间快速扩容。销量规模从2019年371万辆提升至2024年
614万辆，年复合增速10.6%，其中SUV市场销量为360万辆。若假设进口车型单价均在20万元以上，则2024
年20万元以上市场规模为679万辆，其中SUV市场销量为393万辆。市场扩容的主要原因与上页所述行业整体结
构变化相关，并且我们看到具体贡献销量增量的车企主要为国产新势力车企，其中特斯拉（+66万辆）、理想
（+50万辆）、问界（+39万辆）、极氪（+21万辆），新势力品牌极大的丰富了这个市场的供给，同时满足了
增换购群体对品牌升级的需求。

数据来源：交强险，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0万元以上车型零售销量（未包含进口车）/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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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SUV市场：快速扩容，24年近400万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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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万元+SUV市场在2019-2024年间也快速扩容。成交价格在20万元以上的SUV车型2024年零售销量为360
万辆。除了20万元+市场本身在扩容之外，20万元以上的SUV渗透率从2019年的49%增长至2024年的59%（
全市场的SUV渗透率是44%到5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包括：

➢ 供给端：轿车技术门槛更高，新势力车企首选车型多为SUV。从底盘设计上来看，新能源轿车在离地间隙不
变整车高度不变的基础上，电池包会向上挤压一定的乘坐空间；同时轿车追求更低的重心、更精准的转向，研
发时需反复调校悬架、转向机和动力匹配。从空间上来看，由于轿车后排没有垂直空间优势，因此对座椅造型
、底盘布局的工程设计要求较高。

➢ 需求端：1）家庭出行需求随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提升，SUV能更好的适配此类需求。2017年以来新出生人口数
中二孩&三孩家庭占比稳定在50%以上，大家庭出行需求稳定。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2021年8
月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人口计生法，一对夫妻可以以生育三个子女。2）轿车用户对底盘滤震、座椅包裹性、
NVH等细节要求更高，SUV 因车身较高，操控上限本就低于同级别轿车，用户预期相对宽松。

数据来源：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交强险，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0万元以上SUV车型零售销量（未包含进口车）/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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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MPV市场：总量较稳定

13数据来源：交强险，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0万元以上MPV市场总量（左轴/万辆）以及新能源渗透
率（右轴/%)情况

◆ 2024年20万元以上MPV市场规模为66万辆（含进口），同比小幅增长2%。20万元以上MPV市场在2023
年实现56%的增长主要来自腾势D9/国产化的格瑞维亚贡献，同样受益于多孩家庭增加&主销车型价格带下
移，2024年市场规模基本保持稳定。从格局角度来看丰田通过国产化的赛那/格瑞维亚以及进口埃尔法在该
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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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轿车市场：占比持续下滑

14数据来源：交强险，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0-30万元轿车市场总量（左轴/万辆）以及新能源渗透率
（右轴/%)情况

◆ 20-30万元轿车市场占比：持续下滑。20-30万元市场轿车销量占比从2019年44%一路下滑至2024年34%
左右。30万元以上轿车市场占比：持续下滑。30万元以上市场轿车销量占比从2019年42%一路下滑至
2024年25%左右。主流车型降价下滑至下个价格带，同时中高端新能源轿车有效供给有限，未填补空缺。

图：30万元以上轿车市场总量（左轴/万辆）以及新能源渗透率
（右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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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SUV&MPV市场预测：总量有望稳定470万辆

15数据来源：交强险，东吴证券研究所

◆ 总量层面：20万元+市场在经历过去六年供给（价格较低车型合资车资源投入减少/新势力品牌在渠道和技术上
无法触及较多）和需求（产品升级）双方面影响下总量快速增长。展望后续我们认为从市占率的角度来看20万
元+市场将维持稳定或占比下滑。主要原因为：新势力品牌多有下沉动作（小鹏M03/蔚来萤火虫为代表）&合
资品牌（日产N7/广丰铂智3X为代表）/传统自主品牌（吉利银河/长安深蓝/启源）在中低端新能源市场出牌更
积极，背后是历经新能源渗透率高速发展后车企在新能源技术（如车型架构、电池技术）方面实力提升，在成
本控制上更有能力支持更有性价比的新能源车型推出，同时智能化技术也随着车企软件能力/硬件降本能力提升
下不断下沉，15万量级车型上已可以实现城区NOA（M03 MAX），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于更高品质、更高科技
配置车型需求。

◆ 结构层面： 20万元+轿车市场在经历过去六年供给（轿车技术要求高，且新能源轿车空间优势无法发挥）和需
求（家庭需求提升等）双方面影响下萎缩明显。展望后续我们认为20万元+轿车市场整体将趋于稳定。主要原
因为：BBA等传统豪华品牌入门级车型在过去几年中折扣持续加大，BBA的品牌影响力对中端车购车群体仍有
一定吸引力，豪华车以价换量可能更多的在这个市场兑现；30万元以上轿车市场2024年已仅剩53万辆规模，
对高端轿车需求来看行政用车需求/对操控要求较高的人群需求我们认为不会完全消失，蔚来ET9/享界S9/尊界
S900等自主豪华车供给也在持续推出，自主新能源车型在底盘调教方面的能力将持续提升。

图：20万元以上SUV车型零售销量（未包含进口车）/万辆 图：20万元以上MPV市场总量（左轴/万辆）以及新能源渗透
率（右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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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新能源渗透率复盘：纯电渗透率较低

16

◆ 复盘来看：30万元以上市场BEV渗透率显著低于市场整体，2024年仅有13.1%。主要原因为：1）供给有限。
30万元以上纯电供给主要为蔚来（2024年销量占比48%）&极氪（主要是MPV车型）&小鹏（X9），纯电
SUV&轿车车型供给有限。2）从车型购买行为来说，车型价格较高面向的人群整体偏保守，对充电便利性要求
较高。

数据来源：交强险，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0-30万元车型新能源渗透率变化情况 图：30万元以上车型分车辆类型新能源渗透率变化情况

注：上述渗透率数据未考虑进口车型



20万元+新能源展望：纯电渗透率有望提升至35%

17数据来源：乘联会，证券日报，汽车之家，东吴证券研究所

◆ 纯电：新能源车换购需求大多为纯电车。由于新能源车在电池/智能化配置方面更新速度快，因此换车周期短。
传统燃油车的普遍换车周期在6年-8年，新能源换车周期在3年-5年，换车频率高。同时我们认为纯电车主换购
纯电比率较高；混动车主换购时由于主流纯电车型续航能力提升&充电基础设施（超充站等）日趋完善我们认
为购买纯电车型比率也较高。将换购需求进行如下表测算，我们认为2025年20万元+市场纯电渗透率有望提升
至35%（2024年为28%），后续有望持续提升。

◆ 增程&混动：供给端持续丰富持续替代油车。小鹏/极氪/智己等品牌都将在2025年推出增程/混动车型，为有里
程焦虑的用户群体和充电设施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我们认为2025年20万元+市场混动渗透
率有望提升至30%（2024年为26%），后续有望持续提升。

图：2025年20万元以上新能源车换购需求测算/万辆

换购周期/年 3 4 5

新能源车换购需求/万辆 150 54 16

前期购车为纯电车/万辆 97 30 5

前期购车为混动车/万辆 52 25 10

乐观假设
纯电车换购比率/% 100% 100% 100%

混动车换购比率/% 80% 80% 80%

纯电车换购需求/万辆 139 49 14

中性假设
纯电车换购比率/% 80% 80% 80%

混动车换购比率/% 60% 60% 60%

纯电车换购需求/万辆 109 38 10

悲观假设
纯电车换购比率/% 70% 70% 70%

混动车换购比率/% 50% 50% 50%

纯电车换购需求/万辆 94 3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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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SUV&MPV市场：理想市场份额有望达25%

18数据来源：交强险，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020年20万元以上SUV市场市占率情况/% 图：2024年20万元以上SUV市场市占率情况/%

-9pct
-6pct

-4pct

◆ 20万元以上市场新势力品牌市占率较高（均考虑进口车）。油车时代大众、丰田、宝马为市占率前三品牌，
2020年市占率分别为14%/12%/12%；2024年20万元以上SUV市场理想、特斯拉、问界市占率靠前，市占率
与油车时代相近。我们按照悲观到乐观假设20万元以上市场理想市占率远期空间可达到17%/20%/25%，结合
前文我们对市场整体销量判断，对应理想SUV销量空间为68/80/100万辆；目前理想MEGA单款车型月销预期
2500-3000台，对应年销量为3-3.6万辆。假设后续理想在20万元以上MPV市场份额可达到10%（对应7万辆
），合计在进行轿车布局前理想国内销量天花板预计75-107万辆。



三、理想汽车的产品矩阵



宝马产品矩阵

20

◆ 宝马国内销量高峰为81万辆，其中SUV销量为38万辆。宝马主要销量支撑为X1/X3/X5以及3系/5系五款国产化
车型，在国内的销量高峰为2023年，全年国内批发口径销量71万辆，进口10万辆。其中轿车销量为43.2万辆，
SUV销量为38.1万辆。

◆ 宝马轿车/SUV各有3-4款主力车型，以主力车型进行车身尺寸拓展（长轴距版等）+高性能版本拓展（M系列
等），通过灵活的配置增减满足不同消费者对于车辆大小、空间和豪华程度的需求。

数据来源：乘联会，汽车之家，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括号中数值为该车型2023年（宝马在中国销量最高年份）平均月销，单位为辆；若为进口车辆，括号中数值为交强险口径值，单位为辆

（

图：宝马产品矩阵梳理

海豹06GT EV
（6.1k）

轴距/mm

2800 2850 2900 2950

价格/万元

3000 3050

SUV

3系：指导价30-40
万元；经销商报价

23-30万元
（月销1.2w）

20万元

25万元

30万元

35万元

40万元

轴距/mm

3300

价格/万元

5系：指导价44-54万元
，经销商报价33-43万元

（月销1.2w）

X1：指导价29-35万元；
经销商报价20-23万元

（月销7k）

3100

X3：指导价35-45万元，
经销商报价30-40万元

（月销1.3w）

45万元

50万元

1系：已停售，在售时
价格20-25万元
（月销1.2k） 20万元

25万元

30万元

35万元

40万元

45万元

50万元

（

20万元

25万元

30万元

35万元

40万元

45万元

50万元

轴距/mm

2800 2850 2900 2950 3000 3050 3100

轿车

MPV
X5：指导价60-80万元
，经销商报价50-75万元

（月销：7.8k）

4系（进口）：指导价38-48
万元；经销商报价35-44万元

（月销1.7k）

7系（进口）：指导
价92-130万元
（月销1.1k）

X7（进口）：指导价
100-140万元
（月销0.9k）

图：宝马产品矩阵梳理



奔驰产品矩阵

21数据来源：乘联会，汽车之家，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括号中数值为该车型2020年（奔驰在中国销量最高年份）平均月销，单位为辆；若为进口车辆，括号中数值为2020年交强险口径值，单位为辆

◆ 奔驰在国内的销量高峰为80万辆，其中SUV+MPV销量为34万辆。奔驰主要销量支撑为GLC以及C级/E级车，
轿车销量表现好于SUV 。在国内的销量高峰为2020年，全年国内批发口径销量64万辆，进口为15.5万辆。其
中轿车销量为45.2万辆，SUV销量为38.1万辆，MPV销量为3.2万辆。

◆ 奔驰轿车以字母序列划分层级，A级是紧凑型轿车，C级为中型豪华轿车，E级属于中大型行政轿车，S级是旗舰
轿车。SUV 以GL为前缀，有紧凑型的GLA、GLB，中型的GLC，中大型的GLE，全尺寸的GLS，以及硬派越野G
级。

（

图：奔驰产品矩阵梳理

海豹06GT EV
（6.1k）

轴距/mm

2800 2850 2900 2950

价格/万元

3000 3050

SUV

A级：指导价25-28万元；经销
商报价15万元上下
（月销5.7k）

20万元

25万元

30万元

35万元

40万元

轴距/mm

3200

价格/万元

E级：指导价45-60万元，
经销商报价40-55万元

（月销1.2w）

GLB：指导价31-37万元；
经销商报价20-25万元

（月销5k）

3100

GLC：指导价43-53万元
，经销商报价30-40万元

（月销1.3w）
45万元

50万元

C级：指导价33-38万元；
经销商报价25万元上下

（月销1.3w）

20万元

25万元

30万元

35万元

40万元

45万元

5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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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距/mm

2800 2850 2900 2950 3000 3050 3100

轿车

MPV

GLA：指导价30-35万元
，经销商报价17-22万元

（月销：1.4k）

S级（进口）：指导价
100-200万元；经销商

报价70万元起
（月销2.4k）

V级：指导价50-67
万元（月销1.3k）

威霆：指导价
34-40万元
（月销1.2k）

GLE（进口）：指导价70-88
万元；经销商报价53-70万元

（月销3.6k）

CLS（进口）：指导价
100-140万元
（月销1.7k）

图：奔驰产品矩阵梳理  



奥迪产品矩阵

22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乘联会，交强险，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括号中数值为该车型2023年（奥迪在中国销量最高年份）平均月销，单位为辆；若为进口车辆，括号中数值为2023年交强险口径值，单位为辆

图：奥迪产品矩阵梳理

（

海豹06GT EV
（6.1k）

轴距/mm

2800 2850 2900 2950

价格/万元

3000 3050

SUV

A4：指导价29-40万元；
经销商报价20-30万元

（月销1.2w）

20万元

25万元

30万元

35万元

40万元

轴距/mm

3200

价格/万元

A3：指导价17-23万元，
经销商报价15万元上下

（月销5.3k）

Q5：指导价35-50万元；
经销商报价25-35万元

（月销1.4w）

3100

Q4：指导29-37万元，经
销商报价25万元上下

（月销2.0k）

45万元

50万元

A6L：指导价43-56万元；
经销商报价30-45万元

（月销1.5w）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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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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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

35万元

40万元

45万元

50万元

轴距/mm

2800 2850 2900 2950 3000 3050 3100

轿车

MPV

Q3：指导价28-33万元
，经销商报价17-22万元

（月销：5.2k）

A7L：指导价48-67万元；经销
商报价30万元起
（月销1.7k）

Q2：指导价17-24万元；经销
商报价13万元（月销1.4k）

Q7（进口）：指导价60-80万
元，经销商报价50-70万元

（月销1.5k)

A5（进口）：指导价38-50
万元；经销商报价25万元起

（月销1.3k）

A8（进口）：指导价
80-130万元
（月销1k）

◆ 奥迪在国内的销量高峰为73万辆，其中SUV销量为29万辆。奥迪主要销量支撑为Q5以及A4/A6，轿车销量表
现好于SUV；在国内的销量高峰为2023年，全年国内批发口径销量67万辆，进口销量6万辆。与奔驰/宝马类似
，奥迪通过轿车&SUV不同尺寸满足不同年龄收入消费者的需求。



理想汽车产品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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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目前主流产品集中为20万元以上的SUV市场中（2024年市场规模接近400万辆），在2024年市占率为13%
。2025年理想将推出两款纯电SUV i8和i6。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

图：理想产品矩阵梳理

海豹06GT EV
（6.1k）

轴距/mm

2800 2850 2900 2950

价格/万元

3000 3050

20万元以上SUV市场规模：393万辆（2024年）

L6：25-28万元
（月销2.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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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V

轴距/mm

3300

价格/万元

MEGA
（1.1k）

L7：30-36万元
（月销1.1w）

L8：32-38万元
（月销6.5k）

3100

L9：41-44万元
（月销7.2k）

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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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
（价格为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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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品：大众途昂、丰
田汉兰达、问界M5/7等

核心竞品：宝马X3、
奔驰GLC、奥迪Q5L等

核心竞品：宝马X5、
奔驰GLE、奥迪Q7等

核心竞品：奔
驰GLS、宝马

X7、问界
M9/8等

核心竞品：蔚来
ES6/EC6（月销合计

8.6k）

注：图中括号中数值为该车型2024年平均月销，单位为辆



理想汽车竞品分析：L6&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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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i6所在的20-30万元SUV市场2024年市场规模为248万辆，新能源渗透率为61.7%。
➢ 混动车：L6/M7为该价格段混动车的主力车型，比亚迪/坦克/魏牌也有一定市占率；往后展望缺少在该细分市

场的有效竞品。
➢ 纯电车：Model Y为该价格段纯电车的主力车型，贡献一半以上的销量，24Q4新上市极氪7X/乐道L60等竞品

，但目前看都未能挑战到MY的地位。从后续新车规划而言，理想i6/小米YU7/小鹏G7均在此细分市场。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0-30万元纯电SUV车型销量情况/万辆

注：价格划分依据均为实际成交价格，因此会导致部分车型跨价格带，销量统计只统计所列价格带的销量，例如L6在此页仅统计成交价在20-30万元的销量
，未包含全部销量，下同

图：20-30万元混动SUV车型销量情况/万辆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022 2023 2024

理想L6 EREV 问界M7 EREV 唐 DM 坦克400 PHEV

蓝山 PHEV 豹5 DM 问界M5 EREV 领克08 PHEV

山海T2 PHEV 星纪元ET EREV 其他车型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2022 2023 2024

Model Y EV 极氪7X EV 智己LS6 EV 宝马iX3 EV

小鹏G6 EV 乐道L60 EV 小鹏G9 EV 宋L EV

海狮07 EV 奥迪Q4 e-tron EV 其他车型



理想汽车竞品分析：L6&i6（续）

25

◆ L6&i6所在的20-30万元SUV市场2024年市场规模为248万辆，新能源渗透率为61.7%。
➢ 燃油车：入门级豪华油车在过去两年平均成交价格有大幅度的下探，例如奥迪Q5L等主力成交价已下移到了20-

30万元价格带，同时皓影等车型下探到了10-20万元价格带。理想L6与奥迪Q5L/宝马X1等车型相比在空间尺寸
智能化上仍有显著优势（轴距L6＞Q5L＞X1）。我们判断L6在内的新能源车还可以对Q5L等油车造成持续的影
响。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024年20-30万元燃油SUV车型销量情况/万辆

注：价格划分依据均为实际成交价格，因此会导致部分车型跨价格带，销量统计只统计所列价格带的销量，例如L6在此页仅统计成交价在20-30万元的销量
，未包含全部销量，下同



理想汽车竞品分析：L7&L8&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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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7&L8所在的30-40万元SUV市场2024年市场规模为75万辆，新能源渗透率为65.8%。
➢ 混动车：该价格带的混动市场2024年总量基本保持稳定，2024年38万销量，同比+2%。L7/M7/L8为该价格段

混动车的主力车型，比亚迪/坦克也有一定市占率；往后展望问界M8（已上市）、极氪（25Q4推出的DX1E）
、小鹏（25年末推出的混动车型）竞争力都较佳，对L7&L8来说竞争显著加剧。

➢ 纯电车：该价格带的纯电市场较小，2024年市场整体仅有12万销量，同比-45%。 Model Y在降价后不再属于
该细分市场，目前纯电销量最高的车型为ES6&EC6（2024年月销规模在9k左右，但未考虑BaaS带来的价格折
让）。纯电有效供给非常有限，i8在此细分市场。供给端直接竞品较少。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30-40万元纯电SUV车型销量情况/万辆

注：价格划分依据均为实际成交价格，因此会导致部分车型跨价格带，销量统计只统计所列价格带的销量，例如L6在此页仅统计成交价在20-30万元的销量
，未包含全部销量，下同。

图：30-40万元混动SUV车型销量情况/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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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汽车竞品分析：L7&L8&i8（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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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7&L8所在的30-40万元SUV市场2024年市场规模为75万辆，新能源渗透率为65.8%。
➢ 燃油车：该价格带的SUV豪华车在过去三年中也经历价格下探，例如前文所提Q5L/XC60等车型折扣增加下移

到30万元以下价格带，2024年30-40万元油车市场规模为26万辆，同比-51%。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30-40万元燃油SUV车型销量情况/万辆

注：价格划分依据均为实际成交价格，因此会导致部分车型跨价格带，销量统计只统计所列价格带的销量，例如L6在此页仅统计成交价在20-30万元的销量
，未包含全部销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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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汽车竞品分析：L9

28

◆ L9所在的40-50万元SUV市场2024年市场规模为19万辆，新能源渗透率为68.5%。
➢ 混动车：该价格带的混动市场2024年总量基本保持稳定，2024年11万销量，同比持平。L9/M9为该价格段混

动车的主力车型，比亚迪/坦克也有一定市占率；往后展望众多对标车型价格比L9更有优势，例如腾势N9/问界
M8部分SKU/领克900（尺寸和L9相近，价格和L7相近）/极氪9X（25Q3上市），对L9来说竞争显著加剧。此
外一批自主品牌也按照半价理想思路进行对标推车，例如深蓝S09等。

➢ 纯电车：该价格带的纯电市场规模非常有限，2024年市场整体仅有1.3万销量，同比-37%。 蔚来ES8/EC7为主
力车型。后续规划中的新车也有限。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40-50万元纯电SUV车型销量情况/辆

注：价格划分依据均为实际成交价格，因此会导致部分车型跨价格带，销量统计只统计所列价格带的销量，例如L6在此页仅统计成交价在20-30万元的销量
，未包含全部销量，下同。

图：40-50万元混动SUV车型销量情况/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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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店较克制，重视单店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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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华为终端邹良军负责渠道管理，零售组织整合。据36氪，2023年曾负责华为（终端）意大利市场、荣耀
海外销售的邹良军加入理想，推行华为模式，将零售团队分为26个战区进行管理。2025年4月理想在内部推
行零售端的战区制，将原本的26个战区合并成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五大战区负责人均向邹良军汇
报，不再设有单一零售负责人一职，削减管理层次。此次调整以提升用户全生命周期用车体验为核心目标，
模式上借鉴了苹果等国际企业区域化管理的经验，推动“区域深度服务+总部能力赋能”的区域组织升级。

数据来源：36氪汽车，公司官网，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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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店较克制，重视单店效能（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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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大多数门店选址于综合商业体内。据杰兰路统计，无论是临时展位还是商超店数量相比去年都变化不大，
但对比去年同期又新覆盖了10座四线城市。从门店数量和单店效能来看，理想门店自24年初开始就稳定在500
家左右，单店效能多数月份稳定在100台以上。

◆ 与BBA及新势力品牌相比，理想门店数量属于较少水平。

数据来源：杰兰路，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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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想汽车的技术底座



1）增程技术平台



增程汽车的核心指标 ——油电转化率

33数据来源：智车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东吴证券研究所

◼ 增程驱动的核心是增程器和三电系统。增程汽车的本质是电动汽车+增程器，增程技术壁垒整体
不算高。增程器无需权衡动力与效率，油电转化率最重要，其数值直接受发电机效率和发动机热
效率影响。

➢ 发电机效率：各家差异不大，普遍在94%~96%之间，厂商关注点是提升功率密度和集成度。
➢ 发动机热效率：发动机路径收敛，以1.5T四缸为主，热效率随工况变化而变化，第一代增程器热

效率在37%~40%+，第二代41%~43%，第三代44%+。

表：三代增程器油电转化率&热效率对比及装车应用

热效率 电机/电控 油电转化率 装车应用

第一代 37%-40%+ 单电机/电控 3.0-3.1kWh/L 理想汽车、零跑汽车、合众汽车、一汽集团

第二代 41%-43%
曲轴直连电机集成

GCU方案
3.4kWh/L

东方岚图、小鹏汇天

（拟装车：新势力头部企业、华为、北汽福田、长安跨越、

台湾中华、北汽制造、尚游汽车等）

第三代 44%+

多合一电机电控系统集

成（直连电机集成

GCU/ECU/HCU）

>3.6kWh/L 自研与联合研发相结合：未来客户

厂商 车型 WLTC 纯电WLTC 电池 增程器 热效率 燃油 发动机供应商

吉利 星越L增程版 1250km 205km 41.2度 DHE15 1.5TD 43.32% 92#及以上 吉利自研

问界M5 1440km 255km 42度 1.5T 四缸 95#及以上

问界M7 1300km 200km 42度 1.5T 四缸 95#及以上

问界M9 1300m 200km 42度 1.5T 四缸 95#及以上

理想L6 1390km 182km 36.8度 1.5T 四缸 95#及以上

理想L7 1360km 190km 42.8度 1.5T 四缸 95#及以上

理想L8 1360km 190km 42.8度 1.5T 四缸 95#及以上

零跑 零跑C11 1210km 300km 43.74度 1.5L 四缸 40% 92#及以上 赛力斯

赛力斯

理想

赛力斯联合德

国FEV自研

41%

（2025款M9

已达44.8%）

40.5% 新晨动力

表：主流增程式汽车增程器型号/热效率/供应商（理想下一代增程器热效率提升至43%+）



增程路线——下一代增程纯电续航的合适范围

34数据来源：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东吴证券研究所

◼ 对于增程纯电续航，“大电池”或为下一代趋势。 图：赛力斯增程用户纯电/增程
使用占比（2024年）

图：理想汽车增程用户纯电/增程使用占比（2024年）

2025电动车百人会

➢ 杨裕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纯电合理续航300km左右。

➢ 蔡蔚（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纯电合理续航400km+。

➢ 帅石金（清华大学）：固态、大容量电池（电量>50度）。

➢ 许敏（上海交通大学）：大增程+大电池是中国豪华车特色。

➢ 理想：REV3.0增程纯电续航500km+。

➢ 北汽：纯电合理续航400km+，电量>60度。

➢ 深蓝：大电池增程是差异化竞争路径，频繁充电影响体验，用

户愿意为更高纯电续航支付溢价，尤其是B级以上车型。

➢ 小鹏：鲲鹏超级电动体系增程纯电续航430km。车百人会

注：左图纯电行驶比例=纯电里程/总里程；右图纯电行驶比例=纯电时长/总时长



理想增程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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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REV3.0通过大电池+高效增程器的双重革新，意在实现“纯电长续航、增程提效率”的目标
。纯电续航方面，理想拥抱大电池技术，纯电续航目标500km+，电池能量密度目标提升至185 
Wh/kg。增程器方面，理想下一代增程器热效率达到43%，进一步提升油电转化比。

数据来源：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理想增程技术解决方案及其未来目标

REV1.0 REV2.0（目前） REV3.0（未来）

180km 286km 500km+

8.6L/100km 6.9L/100km ↓10-15%

热效率 38% 40.50% 43%+

NVH NVH同级最优 趋于无感 无感

阿特金森循环、

200bar喷射、静音正

时系统

深度米勒、高滚流比、摩

擦副减摩、高刚度曲轴等

十余项降噪技术

快速燃烧系统、低压EGR、高效增

压器、静音设计

发电效率 Base ↑0.6% ↑2.6%

拖曳损耗 Base ↓10% ↓60%

发电机+增速器、永磁

同步水冷驱动电机

双电机集成、双MCU、

发电机+增速器、永磁同

步水冷驱动电机

双电机集成、单MCU控制双电机

、直连盘式发电机、异步油冷驱动

电机

能量密度 165Wh/kg 185Wh/kg -

充电时长
<36min（20-

80%SOC）

<25min（20-

80%SOC）
<15min（20-80%SOC）

MTP架构、Step充电

策略

CTP架构、快充电芯、高

精度闭环充电策略

高比能CTP架构、高集成电气架构

、高比能超充电芯、高效热管理架

构、多域融合AI超充策略

电驱动

关键指标

技术路径

电池

关键指标

技术路径

整车性能
纯电续航里程

馈电油耗

增程器

关键指标

技术路径



2）高压纯电平台



800V高压快充——800V优势

37

◼ 800V架构成为高压平台发展方向。800V架构相较于传统400V架构，电气系统电压范围在550-
930V之间，在高功率快充和低成本+高效率方面形成领先技术优势。

➢ 高功率快充：提高充电功率或加大充电电流或提高充电电压，而一般车规级线束接插件的充电电
流存在极限，加大充电电流需要更粗更重的线束，产生更多的发热量；而800V高压系统通过提升
充电电压的方式有效达到高功率快充目的。

➢ 低成本+高效率：1）快充系统成本低，800V架构在电池系统、电驱动系统、OBC+DCDC系统、
热管理系统（高压）的成本均有效降低；2）同里程更节能，第三代半导体SiC显著降低高压部件
尤其是电驱部件的能耗。

◼ 800V架构实现的技术难点中，传统功率半导体的耐压等级受到挑战。一般来说，从400V架构升
级到800V架构，往往需要升级或新增功率半导体耐压等级、高压隔离芯片、薄膜电容、高压直流
继电器等，其中功率半导体的升级换代成为最重要的一环。

数据来源：新能源时代，EDC电驱未来，东吴证券研究所

表：同等快充功率下，800V系统成本多方面降低

前提：同等快充功率 400V系统成本 800V高压系统成本 备注

电池系统 ○ - 绝缘要求提升

电驱动系统 ○ - 诸多要求提升

OBC+DCDC系统 ○ - 诸多要求提升

配电系统 ○ +
电流降低，主继电器、快充继电器

以及相关保险丝可以降低规格

高压线束系统 ○ + 电流降低，线束可以降低规格

热管理系统（高压） ○ - 诸多要求提升

热管理系统（低压） ○ ○ 基本不变



800V高压快充——各家800V进度与理想实际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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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企就800V架构形成差异化的技术路线。
➢ 比亚迪：兆瓦闪充，率先开启1000V/10C时代。比亚迪纯电e平台多次迭代，超级e平台超充实

现最高1000V×1000A=1000kW，最高充电倍率10C，最高峰值充电速度可实现1秒2公里，5分
钟充电407公里。

➢ 小鹏：AI赋能800V价格带下沉。小鹏实现全域800V架构与AI深度整合，2025款小鹏G6全系20
万以下，标配全域800V高压SiC碳化硅平台，支持5C充电倍率，12分钟补能70%。

➢ 理想：800V快速跟进。理想MEGA基于800V高压纯电驱动平台打造，首发搭载麒麟5C电池，峰
值5C充电倍率、峰值充电电流700A+、峰值充电功率520kW+，充电12分钟补能500公里。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盖世汽车，东吴证券研究所

小鹏 比亚迪 理想 华为 小米 特斯拉

代表车型 2025款G6 汉L MEGA 智界S7 小米SU7 MAX 2025款 Model Y

价格带 15-20万 30-35万 50万以上 20-30万 30万 25-30万

超充高压平台 800V 1000V 800V 800V 800V 400V

充电倍率 5C 10C 5C（L系列不搭载） 4C 3C+ 约4C

电池快充时间 12min 6min 12min 15min 19.2min ——

技术路径
AI赋能

800V价格带下沉

兆瓦闪充
率先开启

1000V/10C时代

双能战略加速

800V超充跟进

巨鲸800V平台

尊界首发增程6C

差异化配置

MAX搭载800V

成本控制

暂未搭载800V

表：小鹏、比亚迪、理想、华为、小米、特斯拉超充平台对比（截至2025年3月最新实际上车）



800V的真正壁垒 —— SiC与充电网络

39数据来源：动力汽车，电子发烧友， EDC电驱未来，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 800V本身没有过高的技术壁垒，功率半导体和充电网络是重要掣肘。800V设计的本质就是串联
更多的电芯，例如单颗锂电芯电压4.2V，则串联150个电芯就能做到最大630V电压。设计原理并
不难理解，但800V真正的壁垒体现在：

➢ 1）功率半导体的切换：传统功率半导体的耐压等级受限，第三代功率半导体SiC成为主流应用。
传统硅基功率半导体耐压能力已难以匹配高压平台升级需求，Si-IGBT在450V平台下耐压等级为
650V，而800V/1000V汽车电气架构需承受1200V/1500V以上耐压要求，同时高压工况导致Si-
IGBT开关/导通损耗非线性激增，系统能效与成本压力凸显。相较之下，SiC器件耐压等级、开关
频率及损耗控制等性能指标全面优于硅基方案，可有效提升电机电控效率，兼容高可靠性要求。

➢ 2）充电网络的升级：超充桩电压升级与超充网络必须同步适配，一根华为600kW的充电桩成本
高达60万元，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土地施工、车棚等），完成大规模的高压充电桩建设成本高
昂。而随着800V上车加速，国内超充网络布局同步跟进，促进800V渗透率提速实现正循环。

图：SiC相较Si器件在多维度优化 图：截至2024.6各省超充站建设情况（座）



理想汽车SiC技术布局

25年2月13日，理想自研碳化硅
功率芯片完成装机，自研自产的
碳化硅功率模块和新一代电驱动
总成分别在苏州半导体生产基地
和常州电驱动生产基地量产下线

◼ 2025年理想汽车首次向外界完整展示了自研自制的碳化硅电驱技术体系——从碳化硅芯片设计、
功率模块封装到电驱动总成制造的垂直整合能力。

➢ 芯片设计上，设计新型元胞，创新制造工艺。
➢ 建立苏州半导体基地进行SiC模块封装，在多地工厂内部制造环节接入AI质检系统和连山监测系统

，实行自动化制造，同时，采用KGD确保芯片质量。
➢ 计划在新款纯电SUV上搭载自研SiC电驱系统，改善续航和能耗表现。

制造环节

质检环节

封装环节

2025年发布i系列纯电
SUV，首款车型预计搭
载自研SiC电驱系统

工厂架构

整车应用及效果

芯片设计

提升电流能力15%
测试通过率达99.9%

• 自研Li-MOS系统：控制制造流程
• 自研连山系统：实时汇聚制造数据
• 3D光结构相机机械臂：自动化生产

• DeepSeek-VL7B视觉大模型：
提高检测准确性约2%

• KGD检测系统：动静态高温短路测试

• 创新技术方案：塑封封装加新型功率端子布局
，模块体积缩减50%

• 分区域压力补偿、万级净化车间、塑封料与衬
板高强度结合：改善开裂污染分层

正六边形元胞超深PN结
冗余设计 定制化设计

• 碳化硅应用收益体现在系统
功率密度和系统效率两个层
面，进而带来安装尺寸、车
内空间上面的收益和整车续
航和能耗水平上的进步

• 与电驱动总成，800V高压平
台集成，能耗降低，CLTC续
航超700公里，百公里加速
进入3秒级

图：理想汽车芯片选择-工厂架构-整车应用垂直整合体系

40数据来源：RIO电驱动，Myautotime，东吴证券研究所



厂商 衬底 外延 晶圆制造 封装测试

比亚迪 √ √ √ √

华为 √ √ √ √

理想 ▲ √

小鹏 ▲ ▲

小米 ▲

注： “√”表示明确自研自制，“▲”表示仅参与设计或投资

新能源车企SiC产业链参与情况

◼ 碳化硅产业链主要包含四大环节：衬底、外延、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国内车企依照资金实力、技术储备等条
件的不同，专注于不同的环节。根据泰科天润，本土碳化硅厂商主要布局衬底和外延两大环节，投资周期长、
运营风险大、协同要求高的晶圆制造环节由国际巨头把控，国内车企主要在封装测试环节自研以降本。

➢ 比亚迪和华为：全线布局SiC产业链，比亚迪成立子公司比亚迪半导体，深度自研自产，正在实现碳化硅产业链
垂直整合；华为不仅已实现从碳化硅产业（衬底、外延、器件设计、芯片制造、模块），到电驱、充电桩等应
用环节的全产业链闭环，投资布局也覆盖整个SiC产业。

➢ 理想：重点布局封装测试环节，建立自动化工厂自研封装新技术，同时参与晶圆制造环节前置阶段的芯片设计
；25年1月理想德国研发中心开业，初创时期研发中心在RD（技术预研）领域将重点致力于功率半导体和电力
驱动研究等；德国研发中心将在中国研发团队的牵引下，共同完成下一代电驱动核心技术研发。

➢ 小鹏和小米：小鹏在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两个环节进行投资，如投资车规级碳化硅制造及模组封装的一站式系
统解决方案提供者芯联动力；小米则仅自研封装工艺，其他环节则整合英飞凌、博世的国际供应链，押注瞻芯
、积塔等本土产能。

图：各车企在碳化硅产业链四大环节的参与情况

数据来源：第三代半导体风向，行家说三代半，21世纪经济报道，汇能网，myautotime，东吴证券研究所 41



800V高压快充——超充桩网络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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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充网络布局方面，理想兼顾成本+效率。从技术路线维度，理想规模化建设5C-520kW，兼顾
了成本和效率。从推进速度维度，规划上理想汽车目标2025年7月前突破2500座自建充电站，实
际落地上2025年2月底理想自建充电站约1862座+，3月18日达到1914座+，5月4日达到2271座
，超充站落地持续快速推进。

数据来源：理想汽车，汽车电子库，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小鹏汽车在超充网络布局形成“高功率+高密度”双维竞争力

注：截至2025.3.18宣传口径



理想汽车联合宁德时代打造麒麟5C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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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汽车与宁德时代联合研发的麒麟5C电池，首发搭载于理想首款纯电车型MEGA。麒麟5C电
池旨在解决纯电车型的补能焦虑，最终实现12分钟充电500公里、CLTC续航710公里的突破，同
时兼顾高能量密度与高功率充放电。

➢ 合作主要技术节点：2021年确定架构，下半年首版样品完成。2022年通过三电极技术发现可由
4C提升至5C，完成高标准生产准备；2023年技术定型，电芯缺陷率压至PPB级，极耳焊接良率
99.99%。

数据来源：理想汽车，新智驾，东吴证券研究所

2019
理想着手研发纯
电相关技术

2020-2021
多次协商联合开发
核心技术攻坚

2022-2023
4C至5C界限探索

充电优化
搭载MEGA

图：理想宁德合作时间线及5C电池技术详解

• 电芯材料优化
➢ 正极采用中镍三元材料，特殊外部材料提升稳定性
➢ 负极漏斗型包材，保持结构稳定，提升离子通过速率
➢ 隔膜孔隙率提升10%，降低离子通过阻力。

• 超低内阻设计
➢ 拆解17项内阻来源逐项优化。
➢ 提升极耳焊接良品率，减少连接阻抗。

• 散热系统革新
➢ 麒麟电芯间插入液冷板，散热面积提升5倍。
➢ 使用弹性冷板技术，解决电芯膨胀挤压问题，冷却液流动畅通。

充电速度：
12分钟充电500公里，峰
值功率520kW+
续航能力：
CLTC续航710公里，电池
容量102.7千瓦时
安全性： 
  通过951项测试

麒麟5C电池核心性能指标 关键技术突破



主流纯电MPV百公里电耗横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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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公里电耗：在40/50万级纯电MPV车型中，理想MEGA百公里耗电量表现优秀。

➢ 在体积、重量、电池容量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岚图梦想家和小鹏X9高配版的体积和整备质量相较
理想MEGA更小），2025款理想MEGA Ultra官方百公里电耗为仅15.9kWh/100km，低于竞品
腾势D9、极氪009、岚图梦想家、小鹏X9高配版车型电耗。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东吴证券研究所

表：40/50万级主流纯电MPV官方百公里电耗对比

MPV纯电车型 理想MEGA 腾势D9 极氪009 岚图梦想家 小鹏X9

细分车型
2025款 
Ultra

2025款 EV
智驾四驱旗舰型

2024款
六座行政版

2025款 EV
四驱旗舰乾崑版

2025款
星舰版

指导价 52.98万 46.98万 51.90万 44.99万 41.98万

空间

长（mm) 5350 5250 5217 5315 5293

宽（mm) 1965 1960 2024 1998 1988

高（mm) 1850 1900 1812 1800 1785

轴距（mm) 3300 3110 3205 3200 3160

整备质量（kg) 2785 2870 2906 2682 2675

电池/续航

电池类型
三元锂

宁德时代
磷酸铁锂

弗迪
三元锂

宁德时代
三元锂

宁德时代
三元锂

中创新航

电池容量(kWh) 102.7 103 140 108.7 105

纯电续航里程
(km)CLTC

710 600 850 650 702

百公里耗电量(kWh) 15.9 18.4 17.8 17.7 16.9



理想汽车能耗管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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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MEGA的低百公里电耗主要系空气动力学优化、高效热管理系统、电池技术优化、电驱系统
效率提升、智能算法适配。

➢ 空气动力学优化：理想MEGA采用水滴造型前脸、滑动后车顶和星环灯组一体化设计，风阻系数
仅为0.215，在MPV车型中风阻最低。

➢ 高效热管理系统：理想MEGA的热管理集成模块，将泵、阀、换热器等16个主要功能部件集成，
总零件数-42%，重量-19%，管路长度减少4.7米，管路热损失减少8%，并采用双层流空调箱设
计、专用电驱余热回收、电驱余热存储设计等节能。

➢ 电池技术优化：联合宁德时代研发麒麟电池，采用超导电高活性正极、低粘高导电解液，电芯内
阻降低至0.3mΩ（行业普遍0.4-0.6mΩ），低温内阻-30%，功率能力+30%，整体续航+2%。

➢ 电驱效率提升：理想基于800V高压平台，采用SiC打造电驱控制系统，而将主流IGBT切换成SiC
即可使CLTC工况续航里程提升3-4%。

➢ 智能算法适配：APC功率控制算法可提升电池的低温放电能力，通过高精度的电池电压预测模型
，实现未来工况电池最大能力的毫秒级预测，在安全边界内最大限度地释放动力，提升低温环境
下电池峰值功率30%。

数据来源：AUTO行家，智享新动力，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理想联合宁德时代研发低内阻麒麟电池 图：理想开发APC算法提升低温环境下电池峰值功率



理想汽车热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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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汽车通过软件控制和硬件支撑打造热管理系统。
➢ 软硬结合：软件上全栈自研多热源的协同，实现不同驾驶场景下热量动态分配，硬件一方面通过

双层流空调箱提升舒适性，另一方面通过高度集成化来降低热损耗进行节能优化。
➢ 热管理效果：无效热耗减少（冷启动节能12%），热损下降（MEGA管路长度降8%），座舱舒适

性提升（70%+内循环）。硬件集成方面，理想MEGA配备行业首款支持5C超充的热管理模块，
集成 16个核心部件；理想L6配备行业首个增程车型热泵系统集成方案。

数据来源：AUTO行家，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理想汽车热管理技术架构

多热源协同控制，热量按需分配

软件控制 硬件支撑

冷车启动

（电池高电量）

高速行驶

（电驱余热充足）

    拥堵/低速

（电池余热充足）

绕过电池供热座舱

多余热量存储至电池，
后续使用

调用电池热量维持
座舱温度，减少电
驱供热压力

空调箱双层流

• 上层 低能耗加热外部空气，防雾透气

• 下层 内循环暖风集中供给脚部区域，

提升舒适度。

热散耗减少技术原理

• 缩短管路减少连接件（模块集成）

• 采用隔热材料

空调系统智能控制

舱内空调结合温湿度传感器、CO₂传感器，提升内

循环空气比例



3）车身一体化技术



一体化压铸及产业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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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化压铸将众多汽车零部件通过一次性压铸整合成型。将原本设计中需要组装的数十个甚至上
百个零件，经重新设计、高度集成，利用超大吨位压铸机，一体成形为一个超大尺寸的铝制部件
。其优势体现在结构精简、轻量化、高效降本、安全升级、空间优化、环保可持续等多个维度。

◼ 当前大型一体化压铸件生产模式由主机厂与压铸厂两类主体构成。
➢ 1）主机厂模式中，部分企业通过内置工厂模式实现，一汽铸造引入9000t压铸机实现中后地板一

体化压铸并应用量产，长安汽车采用类似路径；另一部分主机厂选择新建专用车间，特斯拉通过
自建全链条产能占据技术主导地位，小鹏联合广东鸿图开发“扶摇”架构铝压铸车身，小米汽车
全栈自研9100吨一体化压铸机。

➢ 2）压铸厂模式分化，传统企业如文灿股份、广东鸿图等凭借成熟技术储备和量产经验快速占据
市场；跨行业转型的钢制零部件厂商积极布局，早期受限于工艺差异及技术积累不足，业务落地
进程相对迟缓，后发力追赶，多利科技、博俊科技等已获得头部新能源车厂订单。

数据来源：《一体化压铸技术之全产业链》，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一体化压铸生产主体（部分）



各家一体化压铸技术横评

49数据来源：ATC汽车技术平台，东吴证券研究所

车型 产品 压铸机合模力 供应链 效果

Model Y 后地板 7200吨
零件数量从79个降低到1个，焊点从

700+个减少到50个

Cybertruck 前舱+后地板 9000吨
替换原先370+个零件，焊点数量减

少1600+个

G6（2023年） 前舱+后地板 12000吨 广东鸿图+小鹏

车身重量较传统钢车身减重约

17%；整车扭转刚度大幅提升至

41600N·m/deg

X9 前舱+后地板+电池托盘 12000吨 广东鸿图+小鹏

相比传统车身结构减19%，整车后

部整体强度相比传统设计强度提升

30%以上，并能达到46000N·

m/deg整车扭转刚度

P7+ 前舱+后地板 16000吨 广东鸿图+小鹏 整车扭矩刚度达40500N·m/deg

Mega 后地板骨架 7200吨 文灿股份

免热处理一体化压铸，重量减轻

20%，整车扭转刚度44000N·

m/deg

智界S7 后地板 —— 瑞鹄模具 ——

智界R7 后地板 —— 瑞鹄模具 ——

问界M9 后地板+前舱+CD柱 9000吨 文灿股份

零部件数量下降95%，部件连接点

数量下降幅度达70%，扭转变形刚

度提高23%

问界M8 后地板+减震塔 —— 文灿股份 ——

尊界 尊界S800 后地板 —— 美利信 ——

小米SU7 后地板 9100吨 美利信开发，小米自制
三段式后地板，重量减轻17%，并

能够实现较强的防撞能力

华为

智界

问界

小米

特斯拉 力劲科技/多利科技等

小鹏

理想

车企部分一体化压铸情况



理想一体化压铸&轻量化

50数据来源：理想汽车，压铸周刊，汽车材料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 理想Mega首次采用免热处理一体化压铸技术。
➢ Mega将包括后纵梁、底板连接板、后轮罩内板等40

多个零件的后底板骨架整合为1件，减少三位数焊接
点，重量减轻20%。理想Mega仅对后地板骨架进行
一体化压铸，是在当前压铸设备能力、模具工艺和维
修成本之间做出的权衡。

◼ 理想后续车型一体化压铸的后续展望：
➢ 前舱：布局前舱区域一体化压铸工艺。理想目标将前

围、纵梁、前副车架等结构整合成大型压铸件，以进
一步降低车身重量、提升碰撞性能与制造效率。相关
模具与材料开发已在燕龙科技联合实验室展开。

➢ 后地板：开展整后地板一体化压铸。理想Mega后地
板仅压铸骨架部分，后续车型计划进一步提升压铸集
成度，实现骨架和地板整体一体成型。2024年12月
，博俊科技常州工厂为理想汽车生产的一体化铝压铸
后地板顺利下线，由力劲9000T压铸单元生产。

◼ 理想其他轻量化方式及措施：理想Mega采用钢铝混
合车身设计，关键部位如车身下底板、前后防撞梁、
前后副车架、前后悬架摆臂等均使用铝合金材料，以
减轻重量并提升结构强度。理想Mega引入11种先进
连接工艺，包括SPR自冲铆接、FDS流钻铆接、
Arplas焊、激光钎焊等，优化车身连接结构，提升整
体刚性同时减轻重量。

图：理想L9车身材料分布

图：理想Mega后底板骨架一体化压铸



◼ 理想MEGA搭载的麒麟电池首次采用宁德时代CTP 3.0电池成组技术。宁德时代CTP技术持续迭
代，成组效率甚至高于部分第三代电池成组技术（CTC等）。

➢ CTP是将电芯集成在电池包上的电池成组技术，可缩减模组环节以增加电芯空间，通过直接增加
电芯数量增加整车续航；同时CTP减少电池系统零部件，降低成本，助力整车轻量化，间接提高
整车续航。

◼ 宁德时代CTP 3.0主要创新：
➢ 1）方壳电芯采取背对背侧立方式排布，放入更多单体电芯；
➢ 2）冷却板替代横纵梁，支撑、冷却、隔热、缓冲四合一，提升空间利用率；
➢ 3）下箱体定位/限位槽，用于冷却板安装及电芯组固定，提高电芯组安装稳定性。

CTP 3.0——理想&宁德时代CTP技术

数据来源：宁德时代，汽车工艺师，东吴证券研究所 51

宁德时代 特斯拉 比亚迪

技术路线 CTP 3.0 CTC CTB

电芯种类 方形 大圆柱 长刀片

冷却效果 中 高 低

能量密度 高 高 中

结构强度 低 中 高

快充设计 中 高 中

成组效率 高 低 中

空间利用率 72% 低于两者 66%

CTP1.0 CTP2.0 CTP3.0

推出时间 2019年 2021年 2022年

方案
去掉模组的侧板，
用绑带来替代

再去掉模组的两个端板，
利用箱体上的纵横梁代替

进一步去掉箱体纵横梁，
利用两个电芯间夹板和
电芯本体实现结构需求

集成效率 55% 62%~65% 72%

能量密度 180+Wh/kg 200+Wh/kg 255Wh/kg

代表车型 北汽EU5 蔚来75度 理想MEGA

表：宁德时代CTP纵向迭代对比 表：宁德时代CTP横向对比



4）AI技术平台



理想架构软硬件迭代

◼ 理想智驾端到端架构已升级第三阶段。理想汽车智驾端到端架构从分段式E2E到一段式E2E+VLM再到全场景
E2E+VLM，第四阶段计划推出VLA模型。2025年5月，理想汽车推出2025款焕新版L系列，MAX/Ultra版本搭
载英伟达Thor-U辅助驾驶芯片。

图：理想智驾软硬件迭代情况

数据来源：理想汽车，汽车之家，东吴证券研究所

版本 OTA5.0 OTA6.0 OTA6.4 OTA6.5 OTA7.0 OTA 7.1 OTA 7.3

发布时间 2023/12 2024/7 2024/10 2024/11 2025/1 2025/2
2025/4-
2025/5

软件

架构
分段式端到端架构

One Model感知+端到端决策网络
一段式端到端+VLM

快慢系统
全场景

端到端+VLM

数据模型 —— 400万Clips —— 800万Clips 1000万Clips

感知方式 依赖高精地图 实现无图化
视觉+语言

深度理解交通环境
语音、视觉、语言

多模态感知

增强功能
高速NOA全覆盖

城市NOA开放100
城

无图城市NOA
全量推送

车位到车位
AI推理可视化

高速、城市NOA升级

硬件

摄像头 11颗 12颗

毫米波雷达 1颗

激光雷达 1×禾赛AT128 1×禾赛ATL

辅助驾驶芯片 2×英伟达 Orin-X
1×英伟达 
Thor-U

云端算力 ——
2.4EFlops

（截至2024年7月）
5.39EFlops

（截至2024年8月）
8.1EFlops

（截至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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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智能化硬件：2025款智能换新版L系列

◼ 2025年5月8日，理想汽车L系列发布2025款智能焕新版车型，智能化硬件配置升级，预埋VLA
上车能力。

➢ 智驾芯片：AD Max芯片从双英伟达Orin-X（508TOPS）升级为英伟达Thor-U芯片（700TOPS
）。相比双Orin-X的分散式计算，单Thor-U通过集成化架构降低功耗30%。

➢ 激光雷达：换装体积更小的全新禾赛128线激光雷达ATL，与禾赛AT128相比，ATL采用第四代芯
片架构+双核 MCU，体积减小60%，重量轻60%，外露最小视窗高度25mm；与公版ATX相比，
ATL最佳角分辨率达到 0.08°(H)×0.1°(V)（公版 ATX 是 0.1° x 0.1°），ATL可开启光学变焦，可
实现30°收缩视野下最远200米测距。

图：理想2025款智能换新版L系列智能化硬件升级

数据来源：理想汽车，HiEV大蒜粒车研所，理想TOP2，东吴证券研究所

英伟达Thor系列芯片

✓ Thor X，1000 TOPS

✓ Thor U，700 TOPS
（理想上车）

✓ Thor S，500 TOPS

✓ Thor Z，300 TOPS

禾赛定制激光雷达

 相较上一代AT128：
➢ 第四代芯片架构+双核 MCU
➢ 体积-60%，重量-60%
➢ 外露最小视窗高度25mm

 相较公版ATX：
➢ 最佳角分辨率达到0.08°(H)×0.1°(V)
➢ 光学变焦，实现30°收缩视野下最远200米

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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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智能化软件：端到端+VLM快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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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汽车端到端+VLM系统   2024年10月发布   新增AI交互功能
➢ 快系统：基于模仿人类司机行为，基于数据驱动做端到端训练，实现从传感器输入到轨迹输出。
➢ 慢系统：基于22亿参数规模的VLM视觉语言大模型。在需要逻辑推理能力的场景通过思维连CoT

去决策分析然后告诉快系统去执行。
➢ 快慢系统都基于数据驱动，分别跑在一颗Orin-X芯片上，且在云端构建世界模型（高效闭环仿真

训练快慢系统，支持模型每周3-4次发版迭代）。
➢ 快慢系统支持Scaling Law，100万clips提升到1000万clips，MPI从十几公里上升到100公里。

数据来源：英伟达GTC大会2024，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理想汽车智驾“快慢”系统

E2E（端到端）系统1

VLM（视觉语言模型）系统2

世界模型

控制传感器
系统1 行为

系统2 思考

强化学习&验证

云端

车端



理想智能化软件：下一代VLA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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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代架构从端到端+VLM进化成VLA模型。下图为VLA模型架构。

数据来源：英伟达GTC大会2024，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理想汽车智驾VLA模型

处理流程 3D特征 整合
输出
最终
3D环
境特
征信息处理

V—空间智能模块 L—语言智能模块

MindVLA核心技术优势

摄像头

激光雷达

位置

车辆姿态

导航

MindGPT(LLM)
解析语言指令

A—动作策略模块 动作输出

扩散解码器 驾驶轨迹

强化学习模块

世界模型

噪音语音控制与交互
模块

优化灵活性语音指令
输入

奖励模型

对驾驶行为
打分，迭代
优化策略

单模型实现快思考
（简单场景快速决
策）与慢思考（复

杂场景推理后决策）

从头训练大语言模
型，适配车端高效

推理

基于高斯预训练的
3D 标注，提升空间

理解能力

同时具备空间&语言
的处理与响应能力

基于扩散模型的核
心技术，用于优化
车辆在复杂交通环
境中的驾驶决策

通过人类反馈优化
模型决策行为

通过构建 “仿真生成 -
策略执行 - 反馈优化”
的闭环，模型得以在动
态的环境中学习更具普

适性的决策逻辑

融合时空信息
（物体运动轨迹等）



理想智能化软件：VLA核心解决问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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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模型核心解决几大问题：
➢ 1）超强的人车博弈环境+读懂各类交通文字牌信息+具备常识和推理能力。
➢ 2）快慢两套系统的频率不一致，异构联合训练和优化的困难。
➢ 3）VLM是基于开源的LLM大模型，是基于互联网二级图文数据，对3D空间理解和驾驶知识不足

，从而导致预训练的模型上限不高，即使通过后训练优化上限也很难打开。
➢ 4）英伟达芯片算力和内存带宽不足以支撑模型参数大幅上升和推理速度。
➢ 5）基于transfomer+BEV训练的自动驾驶行为是无法理解人类司机的多模块行为。也就是自动驾

驶的开车拟人化还是不够，不知道人类司机是可以情绪化开车的。
➢ 6）如何对齐人类价值观，提升模型的下限也非常重要。

数据来源：英伟达GTC大会2024，东吴证券研究所

◼ VLA模型核心6大技术：
➢ 技术1: 自监督的3D高斯表征。相比之前单目2D-单目3D-鸟瞰BEV-占用网络等依赖于有监督学习

，数据标注工作量巨大。3D高斯可以高效且精准识别清楚3D空间特征。
➢ 技术2：模型稀疏化（抓大放小）。实现模型参数大幅扩容时候不增加推理负担。1）采用MoE架

构，多个专家实现模型扩容且保证激活参数不大幅增加；2）Sparse Attention进一步提升稀疏化
率。

➢ 技术3：简化思维链CoT模板。快系统就不需要思维链，慢系统也需要简化思维链。
➢ 技术4：提供两套推理模式。1）语言推理用因果注意力机制逐字输出（走一步看一步）；2）

Action token双向注意力机制一次性输出（纵观全局再行动）。
➢ 技术5：利用diffusion模型将指令转换成驾驶行为轨迹且预测其他周边人和车行为轨迹，且可以

根据外部因素输入来改变行为轨迹（比如要车开慢点就会慢点）。
➢ 技术6：ODE采样器去解决diffusion模型生成效率低的问题。



VLA模型核心6大技术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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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监督的3D高斯表征
➢ 3D高斯表征能力让计算机学会用“蓬松的 3D 云团”来概括散乱3D点云的位置和形状，每个云团

（高斯分布）能模糊地表示物体的大致位置、大小和方向。
➢ 优点：1）减少人工标注成本；2）支持海量数据处理；3）处理复杂场景；4）实时性和效率。
◼ 模型稀疏化
➢ 模型稀疏化在压缩模型的同时，做到准确率不会下降。
➢ MoE中路由器类似“智能秘书”，负责分析问题寻找专家。专家是独立小模型，专注特定领域。

通过MoE Layer动态筛选专家，模型在保持“超强大脑”的同时，只调用真正需要的计算资源。
➢ Sparse Attention即稀疏注意力机制。其改变了传统Transformer架构中允许模型动态观察序列

所有位置的方法，只计算查询向量和部分键向量的相似度，从而减少计算量和内存消耗。

数据来源：博文视点，图灵编辑部，东吴证券研究所

表：3D高斯和神经辐射场技术对比 图：MoE模型参数级稀疏使实际计算量下降

3DGS技术 NeRF技术

三维表达方式 显式三维表达 隐式三维表达

渲染速度 非常快，通常能达到实时渲染 相对较慢，但经过优化可以接近实时

训练速度 快速，通常优于NeRF 较慢，但有多种优化方法可以加速

数据效率 高，可以用较少的数据进行训练 较高，但通常需要多视角数据

存储效率 高，因为是基于点云的稀疏表示 较低，因为需要存储MLP的权重

泛化能力 一般，每个场景需要单独训练 一般，但有研究工作在提升其泛化性

编辑能力 强，可以对点云进行直接编辑 弱，需要特定的网络结构来支持编辑

兼容性 与现有图形管线兼容性好 需要特定的渲染管线或插件

易用性 相对简单，容易与现有技术结合 需要理解较深的机器学习知识

视觉质量 可以非常高，取决于实现细节 非常高，特别是在细节渲染上

计算复杂度 相对较低，因为是基于点云的方法 较高，需要大量的MLP计算

应用场景 适合实时渲染和大规模场景 适合高质量视觉效果的场景

研究活跃度 活跃，快速发展中 非常活跃，有大量研究和应用

开源项目 例nerfstudio 例如nerfstudio、Colab等



VLA模型核心6大技术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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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T简化
➢ CoT是一种逐步的、连贯的思维链条，能够很好的提升大模型的回答效果。CoT通过引导模型处

理中间步骤，逐步地将复杂问题分解为更小的子问题，最终推导出正确答案。
➢ Short CoT（短思考链）是一种快速、简洁的思考方式，旨在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步骤得出结

论，相较于长CoT的时间成本高、资源消耗大、决策延迟高，短链CoT更适用于实时决策的VLA。
◼ 两套推理模式：因果注意力和双向注意力
➢ 因果注意力：通过掩码矩阵限制模型，在计算每个时间步的注意力时，只关注当前时间步及之前

的内容。确保生成过程的因果性，避免模型在预测时依赖未来的信息。
➢ 双向注意力：结合Co-Attention（协同注意力）和Self-Attention（自注意力），用于同时建立

两个输入序列之间的关联以及单个序列内部的关联，既考虑到了输入序列之间的交互，又考虑到
了序列内部的关联。双向注意力常用于双向的任务，例如自然语言推理和问答系统等。

数据来源：大模型微调部署，东吴证券研究所

Long CoT Short CoT

优势
深度与全面性
逻辑严谨性

适应复杂问题

快速决策
高效性

符合经验与直觉

劣势
时间成本高
资源消耗大

决策延迟风险

决策质量有限
依赖经验

缺乏深度分析

技术实现方式

复杂：
多维度数据整合
深度学习模型

强化学习与反馈机制
并行计算与分布式处理

相对简单：
启发式算法
规则引擎

轻量级模型
缓存与预处理

表：短链CoT的及时响应度更好



VLA模型核心6大技术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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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usion扩散模型预测
➢ 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是一种基于概率模型的生成式模型，正向扩散是对任何类型的数

据（图像，声纹，轨迹等等）从清晰到模糊的过程，反向扩散是从模糊恢复清晰的过程。扩散模
型需要调整参数使反向扩散过程能够尽可能准确地从噪声中恢复出原始数据。

➢ Diffusion扩散模型可以整体生成完整的优化轨迹，无需依赖前向动力学模型（主要是牛顿力学）
，环境随机干扰、传感器测量误差、系统自身参数变化等都会导致前向动力学模型脱离实际。

◼ ODE采样器
➢ ODE（常微分方程）模型相比SDE（随机微分方程）没有随机性，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收敛，因此

可以达到更快的采样速度。

数据来源：焉知汽车，Diffusion Models for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 Survey，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扩散模型示意图



VLA Step 1：VL（视觉语言）基座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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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训练与推理过程第一阶段：构建交通知识基座的VL（视觉语言）基座预训练。
➢ 预训练云端 VL（视觉语言）基座模型。1）V——放入更多3D vision和高清2D vision（图像分

辨率较VLM提升10倍）；2）L——放入与交通、驾驶相关的足够多面的语料；3）VL——放入很
多VL（视觉和语言）联合的语料，三维图像和对世界的理解语义同时产生（例如导航地图&车辆
对导航地图理解同步放入），让模型掌握道路物理规律与人类驾驶常识。

➢ 将32B模型蒸馏为3.6B 8专家MoE模型，但双Orin-X和Thor-U仍跑不动token输出率。

数据来源：理想AI Talk第二季，东吴证券研究所

2D ViT（视觉编码器）

Muti-View Camera & Lidar input
多视角相机和激光雷达输入

2D Token（词元）

3D Token （词元）

32B VL基座模型（320亿稠密参数）

3.6B VL基座模型（36亿参数MoE）

蒸馏

视觉 （Vision）上增加3D模态数据

语言（Language）上增加驾驶知识数据

视觉+语言（VL）上增加3D图文联合数据

图：理想VLA第一步——VL（视觉语言）基座预训练



VLA Step 2：辅助驾驶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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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训练与推理过程第二阶段：辅助驾驶后训练。类似驾校学车。
➢ 后训练要求将action部分加入，变为VLA司机大模型，加入action仍是模仿学习，模型规模从

3.2B扩大至4B。
➢ 模型可以直接从视觉、到理解、到最后的输出，但CoT很短（2~3步）以解决延时问题。
➢ action加入以后做diffusion扩散模型的预测，生成4~8秒diffusion预测轨迹&环境。

数据来源：理想AI Talk第二季，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理想VLA第二步——辅助驾驶后训练



VLA Step 3：辅助驾驶强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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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训练与推理过程第三阶段：辅助驾驶强化学习。类似人到社会开车，分为两部分。
➢ RLHF：第一部分先做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加入人类数据，带有人类反馈（接管/习惯等）。
➢ RL：第二部分做纯粹的强化学习，目的是比人类开的更好。拿RL模型放到世界模型做训练，过程

中不会加入人类反馈，只会给出一个结果。会采用三大指标提出训练要求：1）G值（加速度数值
）判断舒适性；2）碰撞反馈；3）交通规则反馈。

◼ 强化学习完成后，VLA即能在车端实现。

数据来源：理想AI Talk第二季，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理想VLA第三步——辅助驾驶强化学习



VLA Step 4：司机Agent（智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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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训练与推理过程第四阶段：司机Agent（智能体）。
➢ 司机大模型和Agent融合，打造让用户能够使用的产品，包括专业能力、职业能力、构建信任的

能力。

数据来源：理想AI Talk第二季，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理想VLA第四步——司机Agent（智能体）



◼ OTA纵向比较：
➢ 第一阶段（2020~2022H1，OTA 2+）：ACC。理想汽车新增ACC车速记忆功能。
➢ 第二阶段（2022H2~2023H1，OTA 3~4+）：高速NOA。理想汽车新增导航辅助驾驶功能（

NOA），上线AD Pro标配的高速NOA功能，新增车道保持增强版（LKA Plus），AD Max可实
现高速/城市路自主超车。

➢ 第三阶段（2023H2~2024H1，OTA 5+）：全场景NOA。理想汽车全面升级全场景智能驾驶N
OA和全场景辅助驾驶ACC，优化城市智能驾驶环岛策略。

➢ 第四阶段（2024H2~2025H1，OTA 6~7+）：无图NOA，VLM。理想汽车推出无图NOA，
可在全国范围使用，首个推出端到端E2E+视觉语言模型VLM。

理想智能化功能落地：历史OTA迭代梳理

65数据来源：理想汽车公众号，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理想汽车OTA功能实现阶段



理想同学：座舱大模型MindGPT 3.0上线

66数据来源：理想同学，东吴证券研究所

◼ 2025年4月，理想同学MindGPT 3.0发布，上线深度思考能力。MindGPT 3.0长思维链推理能
力取得突破，性能对标DeepSeek-V3-0324（短思维链）及DeepSeek-R1（长思维链）。

➢ 模型能力：
✓ 1）算法能力，基于千亿级参数预训练模型，通过监督微调（SFT）和强化学习（RL）结合的后训

练算法，模型推理能力升级；
✓ 2）结构化思维链，实现基于Markdown形式的结构化思维链能力，对原始思维链数据的改造算

法，融入后训练以解决可读性差、过度冗余思考等问题；
✓ 3）高质量反思，RAG反思重搜自动判断是否需要补充新的搜索，抗噪能力加强纠正输入错误，过

滤历史对话无关信息；并增强主动发问、任务规划和安全（价值观）对齐。
➢ 工具能力：
✓ 1）搜索工具，实现RAG搜索重排技术创新，运用Query理解技术实现动态理解，分钟级覆盖热点

，搜索丰富度+35%，专业属于识别+47%，首次搜索满足率+28%；
✓ 2）外部工具，代码提升输出质量和减少输出长度，联网获取实时知识，具备时间日期推理能力。
➢ 工程能力：
✓ 1）P-D分离式的部署方案，高并发场景Decode解码速度提升3倍；
✓ 2）多机多卡分布式推理方案，算力得到充分利用，推理服务的throughput提升3.3倍；
✓ 3）核心算子优化，LisaRT深度优化了关键的MoE算子，MoE算子性能提升2.8倍；
✓ 4）高性能通信，控制链路延迟在us级别、数据链路传输耗时ms级别；
✓ 5）自研高效全局负载感知和负载均衡，实时追踪预测推理节点工作负载，动态调整路由策略；
✓ 6）高可用性，故障切换零感知，实现秒级的故障感知和自愈机制。
➢ 智能体能力：
✓ 1）看世界Agent，模型通用指标提升10%，拥有更好的表达和推理能力。
✓ 2）播客Agent，多维度大模型评估，相关性+9%，风格一致性+42%，更具对话感和情绪。



理想同学：座舱大模型MindGPT 3.0上线

67数据来源：理想同学，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MindGPT 3.0在多个基准上的评测结果

图：看世界版本在多个Benchmark的表现对比

图：MindGPT 3.0模型能力对比



操作系统：理想星环OS开源

68数据来源：理想TOP2，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理想星环OS技术架构

◼ 理想开源自主研发【星环OS】操作系统。星环OS面向AI设计，实现全域协同与软硬结合，降低
AI算力相关虚拟化开销80%，虚拟化环境设备访问延迟缩减90%，支持芯驰、英飞凌、英伟达、
地平线等主流车规级芯片适配，芯片验证周期从行业普遍的3-6个月减少至4周。

➢ 资源集中与共享：算力池化、通信以太网化、全域调度、服务共享
➢ 极致性能：混合系统中关键链路的端到端实时性、确定性、可靠性
➢ 快速迭代：软硬解耦、软软解耦、服务化设计、定制化工具
➢ 高安全性：原生安全的体系化纵深安全防护，保护隐私数据和控车指令



五、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

70

◼ 乘用车价格战超预期。若车企价格战幅度较大以及节奏较快，会对整车企业以及供应链盈利情况
产生较大影响。

◼ 终端需求恢复低于预期。若消费者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则影响车企销量爬坡。

◼ L3级别自动驾驶政策推出节奏不及预期。L3级别政策如果推出节奏不及预期，可能会影响智能化
功能落地量产时间，导致整个板块向前推进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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