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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ADS 应用落地，智能汽车规模化生产有望提速 
投资要点 

◆ 事件：4 月 17 日，华为与北汽极狐联合开发的极狐阿尔法 S 华为 HI 版车型正式发

布，在华为高阶自动驾驶全栈解决方案（ADS）的加持下，该车成为全球首款搭载三

激光雷达量产车和全球首款城市通勤自动驾驶量产车。4 月 18 日，华为发布 HI 五大

新品，包括鸿蒙 OS 智能座舱、智能驾驶计算平台 MDC810、4D 成像雷达、“华为八

爪鱼”自动驾驶开放平台以及智能热管理系统 TMS，华为表示将持续加大对智能汽车

业务的投入力度，预计今年研发投资达 10 亿美元，除了与北汽合作外，陆续还将推

出与广汽、长安联合开发的车型。 

◆ 从硬件层面来看，激光雷达和超级中央超算是两大亮点。激光雷达作为自动驾驶领域

极为关键的传感器，极狐阿尔法 S 华为 HI 搭载的正是华为自研的 3 颗 96 线车规级

半固态激光雷达，并配置了 6 颗毫米波雷达、12 颗超声波雷达和 13 颗摄像头。由于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对底层计算性能要求高，因此华为 ADS 搭载的 ECU 采用的是专门

定制的超级中央超算 ADCSC，其算力远超目前所有已量产的计算平台，最低起步

400TOPS，最高可达 800TOPS。与特斯拉相比，极狐阿尔法 S 华为 HI 在传感器配

置、芯片算力两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主要因特斯拉在感知技术选择上坚持走纯视觉

路线，趋于用视觉替代雷达。与之相反，极狐阿尔法 S 华为 HI 采用的是以激光雷达

为主、其他传感器为辅的技术路线，自动驾驶等级达到量产车中的最高水平，并具备

更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 从软件层面来看，优势主要体现在算法自研与数据自采之间的正反馈。算法方面，华

为采用自研核心算法针对城区道路、高速道路、市区泊车等复杂驾驶环境进行设计优

化，尤其针对我国交通环境进行了充分优化和验证。华为 ADS 提供三种自动驾驶模

式：一是 NCA 模式，完全自动，需要高精地图支持，类似 Robotaxi 体验，首批使用

城市将限于北上广深，预计未来每三个月将增加一批新城市；二是 ICA+模式，无法实

现点对点自动驾驶，无需高精度地图支持，具备自我学习能力，根据自车或者他车开

过的路况进行实时构图，几乎所有城市可使用；三是 ICA 模式，相当于简单的自适应

巡航模式，需要驾驶员进行主动监控，类似特斯拉 Autopilot。高精地图作为自动驾驶

的核心基础模块，华为拥有导航电子地图甲级测绘资质，其自动驾驶地图系统

Roadcode 由两部分组成，Roadcode HD 与 Roadcode RT。Roadcode HD 即为 NCA

模式下使用的车内预制高精地图，由专业测绘车队绘制而成；Roadcode RT 则为车辆

的自学习地图，应用于 ICA+模式。华为 ADS 拥有的超级数据湖正是为了能更合理、

高效地筛选原始素材所研发，算法与数据之间的正反馈使得华为不仅拥有海量高质量

数据，还能实现 ADS 不断迭代优化。尽管特斯拉目前在国内采用的是百度地图，但

使用的并非高精地图，更多的是依靠处理视觉信号来对环境进行感知，导致在高速公

路上会出现车辆偏航的情况。尽管特斯拉在北美地区也会以车主众包的形式进行数据

自主采集和高精地图绘制，但由于我国对独资外企在境内测绘高精地图有严格的限制

规定，因为特斯拉在数据方面的弱势或对在我国落地更为高阶的自动驾驶功能形成掣

肘。 

◆ 智能驾驶再迎风口，产业链景气度持续上行。智能汽车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重要产物，智能驾驶则是 5G 时代下的重要应用场景。我们认为，新车型新产品的

陆续问世是催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华为全栈自研 ADS 的落地有助于推进智能

汽车规模化生产进程，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需求加速上涨，利好国产化产业生态圈的

打造。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智能驾驶景气度有望持续上

行。产业链相关标的：1）智能座舱/驾驶领域：中科创达、德赛西威、华阳集团等；

2）智能诊断领域：道通科技；3）激光雷达领域：万集科技等；4）高精地图领域：四

维图新等；5）智能物联领域：千方科技、数字认证、多伦科技、金溢科技等。 

◆ 风险提示：自动驾驶技术推进不及预期；相关政策法规限制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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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为 ADS应用落地，智能化水平达到量产车最高 

4 月 17 日，华为与北汽极狐联合开发的极狐阿尔法 S 华为 HI 版车型正式发布，在华为高阶

自动驾驶全栈解决方案（ADS）的加持下，该车成为全球首款搭载三激光雷达量产车和全球

首款城市通勤自动驾驶量产车。极狐阿尔法 S 华为 HI 所搭载的高阶自动驾驶系统，能完成

包括车辆召唤、红绿灯博弈让行、APA 全场景自动泊车、AVP 代客泊车等功能，预计于今年

年底实现交付。华为 ADS 是华为推出为我国道路和交通环境设计、以用户驾乘体验为目标

的全栈自动驾驶系统，全面整合芯片、算法和海量数据三个层面能力，支持灵活的功能特性

组合，满足 L4~L2+级不同自动驾驶级别需求。 

图 1  华为 ADS 自动驾驶全栈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华为，万和证券研究所 

从硬件层面来看，激光雷达和超级中央超算是华为 ADS的两大亮点。 

与车载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相比，激光雷达凭借长测距、高精度、全天候等优势，

成为自动驾驶领域极为关键的传感器，其技术架构正从机械式向半固态、纯固态演进。极狐

阿尔法 S 华为 HI 搭载的正是华为自研的 96 线车规级半固态激光雷达，该款产品可以实现

城区非规范行人、非规范道路、非规范驾驶检测覆盖，并兼具高速车辆检测能力，更为符合

我国复杂的交通场景。除了 3 颗激光雷达之外，极狐阿尔法 S 华为 HI 还配置了 6 颗毫米波

雷达、12 颗超声波雷达和 13 颗摄像头。由于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对底层计算性能要求高，因

此华为 ADS 搭载的 ECU 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超级中央超算 ADCSC，其算力远超目前所有

已量产的计算平台，最低起步 400TOPS，最高可达 800TOPS。 

与特斯拉相比，极狐阿尔法 S 华为 HI 在传感器配置、芯片算力两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主

要因特斯拉在感知技术路线上与其他主流厂商的选择不同。由于摄像头数据传输速率比雷达

或激光雷达快几个数量级、视觉传感器拥有更为精准的识别率等原因，特斯拉坚持走纯视觉

路线，因此在传感器选择上趋于用视觉替代雷达。但目前以摄像头为主的视觉方案受天气、

光线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弊端甚至安全隐患，且若要实现完全自动驾

驶等级，纯视觉方案对深度学习算法的强依赖程度是目前所有计算平台都无法支撑的。与之

相反，极狐阿尔法 S 华为 HI 采用的是以激光雷达为主、其他传感器为辅的技术路线，自动

驾驶等级达到量产车中的最高水平，并具备更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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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华为 vs 特斯拉智能驾驶硬件对比 

 极狐阿尔法 S华为 HI 特斯拉 

激光雷达（颗） 3 - 

毫米波雷达（颗） 6 1 

超声波雷达（颗） 12 12 

摄像头（颗） 13 8 

算力（TOPS） 400 144 

资料来源：极狐官网、特斯拉官网，万和证券研究所 

从软件层面来看，华为 ADS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算法自研与数据自采之间的正反馈。 

算法方面，华为采用自研核心算法针对城区道路、高速道路、市区泊车等复杂驾驶环境进行

设计优化，尤其针对我国丰富的交通环境进行了充分优化和验证。华为 ADS 提供三种自动

驾驶模式：一是 NCA 模式，完全自动，类似 Robotaxi 体验，需要高精地图支持。用户在地

图中输入目的地后，通过车辆的巡航拨杆，可一键开启此功能。首批使用城市将限于北上广

深，预计未来每三个月会开放一批新城市；二是 ICA+模式，无法实现点对点自动驾驶，无需

高精度地图支持。具备自我学习能力，根据自车或者他车经过的交通环境进行自学习和自构

图。开过次数越多体验越靠近 NCA 模式，开过次数少尤其首次的体验更像 ICA 模式，几乎

所有城市可使用；三是 ICA 模式，相当于简单的自适应巡航模式，需要驾驶员进行主动监控，

类似特斯拉 Autopilot。 

表 2  华为 ADS 自动驾驶模式 

模式 高精地图  

NCA 需要 
完全自动，类似 Robotaxi 体验，首批使用城市将限于北上广深，预计未

来每三个月会开放一批新城市 

ICA+ 无需 
无法实现点对点自动驾驶，具备自我学习能力，根据自车或者他车经过

的交通环境进行自学习和自构图，几乎所有城市可使用 

ICA 无需 
相当于简单的自适应巡航模式，需要驾驶员进行主动监控，类似特斯拉

Autopilot 
资料来源：新浪科技，万和证券研究所 

华为 ADS 除了硬件、算法均实现自研外，高精地图同样是使用自己采集的数据构成。高精

地图作为自动驾驶的核心基础模块，华为拥有导航电子地图甲级测绘资质，其自动驾驶地图

系统 Roadcode 由两部分组成，Roadcode HD 与 Roadcode RT。Roadcode HD 即为 NCA

模式下使用的车内预制高精地图，由专业测绘车队绘制而成；Roadcode RT 则为车辆的自学

习地图，应用于 ICA+模式。华为 ADS 拥有的超级数据湖正是为了能更合理、高效地筛选原

始素材所研发，算法与数据之间的正反馈使得华为不仅拥有海量高质量数据，还能实现 ADS

不断迭代优化。尽管特斯拉目前在国内采用的是百度地图，但使用的并非是高精地图，更多

是依靠处理视觉信号来对环境进行感知，导致在高速公路上出现车辆偏航的情况。尽管特斯

拉在北美地区会以车主众包的形式进行数据自主采集和高精地图绘制，但由于我国对独资外

企在境内测绘高精地图有严格的限制规定，因为特斯拉在数据方面存在的弱势或对在我国落

地更为高阶的自动驾驶功能形成掣肘。 

二、华为 HI五大新品亮相，商用化进程取得突破 

4 月 18 日，华为发布 HI 五大新品，包括鸿蒙 OS 智能座舱、智能驾驶计算平台 MDC810、

4D 成像雷达、“华为八爪鱼”自动驾驶开放平台以及智能热管理系统 TMS，并表示将持续加

大对智能汽车业务的投入力度，今年研发投资预计达 10 亿美元，除了与北汽合作之外，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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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还将推出与广汽、长安联合开发的车型。总体来看，五大新品主要应用于智能驾驶、智能

座舱、热管理三大领域： 

1）智能驾驶方面，发布即量产的 MDC810 是最大亮点，算力可达 400TOPS，可满足高级

别的自动驾驶乘用车及 Robotaxi 的应用场景，是业界目前已量产的最大算力智能驾驶计算

平台，已率先搭载在极狐阿尔法 S；4D 成像雷达采用 12T24R 大天线阵列，比常规毫米波

雷达 3T4R 的天线配置提升了 24 倍，是当前可量产的最大阵列成像雷达，不仅具备传统毫

米波雷达的测距测速能力，还可获得激光雷达所拥有的多工况和全天候感知优势；“华为八

爪鱼”围绕自动驾驶开发最关键的四大要素——硬件、数据、算法和高精地图，构建了一套

以数据为核心、驱动自动驾驶闭环迭代的开放平台，具有 0基础开发、车云协同、安全合规

并持续演进的应用优势。 

2）座舱方面，鸿蒙 OS 智能座舱搭载 HarmonyOS 车机操作系统，集核心服务、显示平台

和软硬件生态于一体，能够实现无缝流转、畅联通话以及人车家的全场景协同。 

3）热管理方面，华为首次公开发布智能热管理系统 TMS，采用一体化设计，将部件与控制

进行集成，从而实现能效提升 100%、标定效率提升 60%，并能提供千人千面的智能化体验。 

三、智能驾驶再迎风口，产业链景气度持续上行 

智能汽车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产物，智能驾驶则是 5G 时代下的重要应用场

景。我们认为，新车型新产品的陆续问世是催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华为全栈自研 ADS

的落地有助于推进智能汽车规模化生产进程，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需求加速上涨，利好国产

化产业生态圈的打造。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智能驾驶景气度有

望持续上行。 

表 3  智能驾驶产业链相关标的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EPS（元） PE 

2019 2020(E) 2021E 2022E 2019 2020(E) 2021E 2022E 

智能座舱/驾驶 

300496.SZ 中科创达 0.56 1.05 1.51 2.10 227.90 122.13 84.96 40.46 

002920.SZ 德赛西威 0.53 0.94 1.36 1.77 185.09 104.36 72.19 40.87 

002906.SZ 华阳集团 0.16 0.39 0.59 0.84 216.00 87.23 57.99 68.74 

智能诊断 688208.SH 道通科技 0.73 0.96 1.40 1.99 104.71 79.05 54.35 27.25 

激光雷达 300552.SZ 万集科技 4.40 5.27 7.23 8.37 10.47 48.04 6.38 0.76 

高精地图 002405.SZ 四维图新 0.15 -0.16 0.16 0.20 107.13 3.02 102.18 521.07 

智能网联 

002373.SZ 千方科技 0.64 0.68 0.88 1.10 26.82 25.15 19.60 17.74 

300579.SZ 数字认证 0.55 0.57 0.97 1.25 81.29 77.78 45.66 36.53 

603528.SH 多伦科技 0.24 0.24 0.48 0.74 34.10 34.79 17.52 23.65 

002869.SZ 金溢科技 4.85 3.44 5.77 8.04 4.29 6.04 3.60 0.45 

资料来源：Wind，万和证券研究所（注：2021-2022 年 EPS 均为 Wind 一致预期，2020 年部分 EPS 为 Wind 一致预期） 

风险提示 

自动驾驶技术推进不及预期；相关政策法规限制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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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的相

关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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