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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事件概述: 

3 月 30 日，小米集团在港交所公告称，董事会正式批准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立项，拟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负责

智能电动汽车业务；首期投资为 100 亿元人民币，预计未来 10 年投资额 100 亿美元。集团首席执行官雷军先生

将兼任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首席执行官。小米希望用高品质的智能电动汽车，让全球用户享受无所不在的智能

生活。 

►   小米入局万亿智能驾驶大赛道 

小米表示，其智能电动汽车业务首期投资为 100 亿元人民币，预计未来 10 年投资 100 亿美元；小米、百度、华

为等科技公司纷纷入局智能汽车行业，足以证明智能驾驶已经成为科技巨头的必争之地。据 IDC 预测，2035 年

全球智能驾驶汽车产业规模将突破 1.2 万亿美元，中国智能驾驶汽车产业规模将超过 2000 亿美元。我们期待小

米入局智能驾驶能够充分发挥其在手机等移动终端方面的优势，加速智能驾驶行业的落地。 

 

►   科技公司造车具有软件能力优势，车端生态运营将成为必争之地 

汽车或将成为移动互联网之后下一个流量入口，是科技公司纷纷造车的另一因素，车端流量生态的运营将成为

科技公司必争之地。科技公司普遍具有一定软件能力，同时智能化后汽车结构相对简化，为科技公司入局提供

一定可能性。百度 Apollo 入局最早，并将智能汽车业务作为其发展的核心。而阿里、腾讯也在汽车方面均有布

局：阿里拥有车载操作系统 AliOS，2020 年底阿里与上汽合作打造智己汽车；腾讯也于 21 年 1 月宣布将与吉利

围绕智能座舱、自动驾驶、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底座、数字化新业务等领域展开全方位战略合作。科技公司在

语音、图像、人工智能、内容生态和用户运营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根据 IDC 数据，未来 5 年内软件占车辆

价值将达到 40%，科技公司与传统 OEM 联手合作，或能够产生 1+1>2 的效益，顺利进入智能汽车竞争。 

 

►   小米手握汽车专利达 800 多项，主要布局座舱与行车安全 

根据智慧芽数据显示，目前小米集团与汽车有关的专利已经达到 834 件，其中发明专利超过 96%，集中在无线

通信网络、电数字数据处理、数字信息传输、图像通信、交通控制系统、距离测量、导航等领域，而汽车的零

配件专利占比较低。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信息，小米的汽车专利中 60%以上是智能座舱方面与行车安全方

面，此外还有汽车零部件专利制造等；包括如后视镜调整方法、自动导航服务、车内驾驶安全监控等。 

此外小米通过投资已与多家公司成为合作伙伴：如新势力中的小鹏与蔚来（小米手机和手表能够控制汽车）；车

联网投资公司博泰（博泰表示“双方将进行深度合作，「携手开拓车联网新时代」）。据 3 月 30 日发布会信息，

小米曾两次造访马斯克，已投资近 10 家电动汽车产业链公司。 

 

投资建议: 

科技企业纷纷入局智能驾驶万亿大市场，我们看好小米等巨头入局后加速产业加速落地。建议重点关注智能驾

驶硬核主线：重点推荐车载 OS 龙头中科创达、智能座舱龙头德赛西威（与汽车联合覆盖）、高精度地图领军四

维图新。核心受益：智能车辆检测龙头道通科技。 

 

风险提示 

1）智能电动车行业发展不及预期；2）支持政策落地不及预期；3）经济下滑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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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米入局千万亿智能电动汽车市场，竞争生态运营 

3 月 30 日，小米集团在港交所公告称，董事会正式批准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立项，

拟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负责智能电动汽车业务；首期投资为 100 亿元人民币，预计

未来 10 年投资额 100 亿美元。集团首席执行官雷军先生将兼任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首

席执行官。小米希望用高品质的智能电动汽车，让全球用户享受无所不在的智能生活。 

小米现金流充足，有能力覆盖造车“烧钱”。小米公告表示，其智能电动汽车业

务首期投资为 100 亿元人民币，预计未来 10 年投资 100 亿美元；行业内普遍认为，一

个电动车企业走到量产至少需要 200 亿元，我们认为小米的投资额是合理的，而 2020

年底小米集团现金余额 1080 亿元，现金流充足。 

智能手机发展遭遇瓶颈，出货量呈下降趋势。科技公司纷纷入局智能电动汽车，

原因之一在于智能手机发展遭遇瓶颈。2020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总计 13.3 亿部，

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 

智能电动车产业发展潜力大，智能驾驶产业将于 2035 年突破 1.2 万亿美元。而

智能电动车展现出巨大潜力：根据工信部数据。2020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达 130 万

辆，同比增长 8%；预计 2021 年产销增长将超过 30%，达到 180 万辆的规模。据 IDC 预

测，2035 年全球智能驾驶汽车产业规模将突破 1.2 万亿美元，中国智能驾驶汽车产业

规模将超过 2000 亿美元。根据中汽协数据，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36.6

万辆和 136.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5%和 10.9%，增速较上年实现了由负转正。 

图 1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及预测  图 2  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桩保有量 

 

 

 
资料来源：中汽协，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安部，充电联盟，华西证券研究所 

此外汽车或将成为移动互联网之后下一个流量入口，是科技公司纷纷造车的另一

原因，车端流量生态的运营将成为科技公司必争之地。科技公司普遍具有一定软件能

力，同时智能化后汽车机械结构相对简单，为公司入局提供一定可能性。百度 Apollo

入局最早，并将智能汽车业务作为其发展的核心。而阿里、腾讯也在汽车方面均有布

局：阿里拥有车载操作系统 AliOS，2020 年底阿里与上汽合作打造智己汽车；腾讯也

于 21 年 1 月宣布将与吉利围绕智能座舱、自动驾驶、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底座、数

字化新业务及低碳发展等领域展开全方位战略合作。科技公司在语音、图像、人工智

能、内容生态和用户运营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根据 IDC 数据，未来 5 年内软件

占车辆价值将达到 40%，科技公司与传统 OEM联手合作，或能够产生 1+1>2的效益，

顺利进入智能汽车竞争。 

 

2.小米汽车专利达 800 项，于 2015 年开始布局 

根据智慧芽数据显示，目前小米集团与汽车有关的专利已经达到 834 件，其中发

明专利超过 96%。小米专利集中在无线通信网络、电数字数据处理、数字信息传输、

33.1
50.7

77.7

125.6 120.6
136.7

180.0

0.0

50.0

100.0

150.0

2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销量（万辆）

41
94

153

261

381

494

5 20 45 78
122

166

0%

200%

400%

600%

800%

10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新能源车保有量（万辆）

充电桩（万个）

车桩比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点评报告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4 

19626187/21/20190228 16:59 

图像通信、交通控制系统、距离测量、导航等领域，而汽车的零配件专利占比较低。 

小米汽车专利集中在智能座舱方面与行安全方面，最早专利为 2015 年公开。根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信息，小米的汽车专利中 60%以上是智能座舱方面与行车安全方

面的，此外还有汽车零部件专利制造等方面；专利包括如后视镜调整方法、自动导航

服务、车内驾驶安全监控等。专利布局广泛，从控制方法到硬件均有涉及，且最早为

2015年，在汽车专利方面已有 5年的耕耘。 

 表 1 小米汽车方面部分专利 

  

 

 资料来源：车东西，华西证券研究所 

对造车业务探索时间已久，今年 1 月正式启动。据 3 月 30 日发布会信息，小米

曾两次造访马斯克，已投资近 10 家电动汽车产业链公司，并于今年 1 月正式开始调研

造车。早在 2012 年，小米就投资了汽车领域的实用应用开发商木仓科技，2014 年，

小米投资了车载智能终端设备生产商凯立德，和车载智能产品研发商睿米等。由雷军

创立的顺为资本又在 2015 年投资了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2016 年、2019 年又两次投

资小鹏汽车。除此之外，小米的投资项目还包含比亚迪半导体、新能源电池及控制系

统研发商酷科电子、超级锂电跨骑车品牌 SuperSoco 等，目前无法判断未来能否达成

战略合作。 

合作伙伴方面，小米与小鹏、蔚来共同打造 IoT：小米手机与小米手表能够操控

小鹏与蔚来汽车。车联网方面投资博泰公司，博泰表示“双方将进行深度合作，「携手

开拓车联网新时代」。2019 年 6 月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中国研发中心宣布和小米智能

语音助手“小爱同学”展开合作，其 MBUX 智能座舱中搭载小爱同学控制智能家居，车

主能够实现在车内通过语音对家中小米 IoT 智能设备的控制。 

对比百度与华为，小米造车还停留在专利层面。百度在造车方面入局已久，2013

年起百度开始研究 L4 智能驾驶。而华为在造车方面，也有多方面的布局正准备落地。

产品方面，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百度与华为均有发布，并已有量产车型搭载其产品。

其他布局方面，百度布局 RoboTaxi 和车路协同；华为也有车路协同布局。而目前公开

信息来看，小米在智能驾驶布局上，仍停留在智能座舱与安全驾驶方面。 

 表 2 百度、华为、小米在造车能力方面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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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3.投资建议 

科技企业纷纷入局智能驾驶万亿大市场，我们看好小米等巨头入局后加速产业加

速落地。建议重点关注智能驾驶硬核主线：重点推荐车载 OS 龙头中科创达、智能座舱

龙头德赛西威（与汽车联合覆盖）、高精度地图领军四维图新。核心受益：智能车辆

检测龙头道通科技。 

 

 

4.风险提示 

1）智能电动车行业发展不及预期； 

2）支持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3）经济下滑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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