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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FSD V12.5.2 将成为 Robotaxi 发布之前最重要的更新，V13 特斯拉 FSD 

入华。近日，特斯拉 AI 团队发布 FSD 路线图，9 月推送 V12.5.2 版本，接

管率提升 3 倍，该版本适配 HW3.0 平台，实现与 4.0 平台统一模型；推送

真·智能召唤功能(ASS)；推送 Cybertruck 自动泊车；注意力检测支持佩戴

太阳墨镜；高速公路和城市统一技术栈，全部基于端到端；推送 Cyberturuck

的 FSD 功能；10 月将推送 FSD 倒车和车位-车位能力，同时 V13 版本平均接

管率再提升 6 倍。2025 年一季度，FSD 预计进入中国、欧洲（监管部门批

准）。 

特斯拉 FSD 入华路径推想。今年 4 月，马斯克访华推进 FSD 入华；7 月

财报会议马斯克预计今年年底前获批。FSD 入华时间表有待监管部门审批，

萝卜快跑或为特斯拉 FSD 在中国的落地提供路径推想。通过萝卜快跑进驻城

市的时间线，可以看出明显规律“智能网联政策—>萝卜快跑进驻试点/运营

/商业化—>申请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萝卜快跑，从拿到自动驾驶示范区道

路测试牌照到商业化运营，也给了特斯拉 FSD 入华提供一种政策路径推想。      

特斯拉的 AI 时刻。特斯拉开启 AI 算力大战，FSD V12推送后，里程陡

峭提升，版本持续迭代，面向 Robotaxi 的 V12.5，AI5 的 HW5.0 的算力预

计高达 5000TOPS。国内头部玩家跟进算力竞赛，理想汽车的智能驾驶训练

算力已达 5.39EFLOPS。各家 E2E 加速推出，华为乾崑 ADS 3.0 带来全新架

构，从 BEV 到 GOD，真正实现端到端，E2E 全面开启无图全城 NCA。另外，车

路云一体化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进，Robotaxi 将会与车路云政策形成合力，

两者在试点城市、运营路段区域高度重合，后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城市落

地车路云招标建设，开放自动驾驶试点 Robotaxi。 

特斯拉 8 月在华销量创下今年最好成绩。据乘联会，8月特斯拉上海超

级工厂交付量为 8.67 万辆，环比增长 17%；在中国市场，特斯拉以超 6.3 万

辆的成绩创下今年以来国内销售新高，环比大增 37%。6.2%。其中，Model Y

国内销售超 4.5 万辆。Model 3 8 月销量为 1.8 万辆，环比 7 月增长了 9000

辆左右。 

投资建议：智能汽车一直是我们今年最看好的方向。我们在 4 月特斯拉

最低点发布深度报告《特斯拉的 FSD 时刻》，涨幅翻倍。6 月发布《智能汽

车β机会迎来自动驾驶时刻》，领先市场前瞻，《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智能

汽车的β机会？》强 CALL 了智能汽车的β大行情。我们一直强调聚焦比亚

迪+华为+智能零部件，我们聚焦的方向成为当前反弹最犀利的方向。10 月，

特斯拉 Robotaxi 发布，明年 1 季度特斯拉 FSD 预计入华。我们维持汽车行

业“看好”评级。 

 

重点公司： 

（1）智能汽车：德赛西威、拓普集团、伯特利、华阳集团、科博达、保隆

科技、理想汽车、小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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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为汽车：赛力斯、长安汽车、北汽蓝谷、江淮汽车。 

（3）加力支持以旧换新最受益：比亚迪。 

（4）重卡史上最强补贴，新能源公交市场有望翻倍：中国重汽、潍柴动力、

宇通客车。 

 

风险提示：汽车销量不及预期；刺激拉动作用不及预期；汽车出口不及

预期；主机厂价格战加剧超出预期；原材料大幅波动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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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观点更新 
(一)本周汽车行业动态速览 

 

FSD V12 版本在北美加速落地，9月将推送 V12.5.2版本，适配 HW3.0搭载 ASS。 

特斯拉 AI 团队 9 月 5 日发布新品路线图，FSD 迭代改进，9月推送 V12.5.2版本，接管率提

升 3 倍，该版本适配 HW3.0 平台，实现与 4.0 平台统一模型；推送真·智能召唤功能(ASS)；推送

Cybertruck 自动泊车；注意力检测支持佩戴太阳墨镜；高速公路和城市统一技术栈，全部基于端

到端；推送 Cyberturuck 的 FSD 功能；10 月将推送 FSD 倒车和车位-车位能力，同时 V13 版本平

均接管率再提升 6倍。其中，真正智能召唤 (Actual Smart Summon)已被预告了很长时间。这一

功能的本质是采用端到端的 AI 来导航停车场，从而可以实现自动泊车、在停车场内导航和无人

驾驶接客三个具体功能。 

特斯拉 FSD是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主要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软件和硬件的结合。 

2019 年 4 月，搭载两颗 FSD 芯片的 HW 3.0 正式上车，标志特斯拉智能驾驶技术正式进入了

全栈自研的新时期。2020年第三季度，特斯拉正式发布了 FSD Beta（测试版）版本，随后在 2021

年 7月通过重构后的底层算法，采用纯视觉技术路线初步实现了城市 NOA，并针对不良天气影响、

无保护左转等 Corner case（计算机领域用语，即极端情况）不断进行升级优化。到 2023年 4月

发布的 FSD Beta 11.3版本开始，特斯拉实现了城市 NOA与高速 NOA 系统架构的统一，即所谓的

“端到端”神经网络技术。 

v12 端到端重塑 FSD。2024 年 3 月，特斯拉推出 FSD（Supervised）12.3.3 版本。相比较于

FSD 11，FSD v12 创新性地采用了端到端的神经网络技术（端到端 NN），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

复杂驾驶环境，减少驾驶人员的干预，提高自动驾驶的精确度和自动化度。 

今年，FSD已经陆续推出 V12.4/12.5重要更新迭代，FSD V12.4 重新训练了自动驾驶学习模

型，并优化了车辆在狭窄单行车道、封闭道路等特殊路况的行驶能力；FSD V12.5 则将成为

Robotaxi 发布之前最重要的更新，预期实现车辆与车队互联、FSD 倒车功能、合并城市和高速公

路堆栈整合。 

• FSD v12.4.1：6月 5日开始向特斯拉员工车队推送,6月 8 日开始向外部车推送。更新首

次弃用方向盘扭力检测驾驶员状态，改用摄像头检测，车反馈摄像头检测非常严苛，在夜间/带墨

镜/低帽檐帽子都会被提示。随着城市辅助驾驶性能进一步提高，接管率进一步下降，为了防止越

来越多车主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驾驶员检测的趋严会是大势所趋。  

• FSD v12.4.2：对于 FSD以往存在的问题例如 1.非必要变道，2.幽灵刹车，3.无故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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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少数情况下难以准确识别闪烁的黄灯或者红灯等问题进行了专项的优化，大幅提升了使用体

验。7 月 1 日，马斯克表示由于训练数据主要来自用户干预而非正常驾驶场景，导致接管减少但

是驾驶的平顺性倒退，使 v12.4.2发布时间推迟。  

• FSD v12.4.3： 7 月 7 日，特斯拉向部分用户推送了 FSD v12.4.3。特斯拉公司跳过了 

12.4.2 版本，转而直接发布了 12.4.3 版本的更新。FSD Beta测试用户 Dave Lee反馈， 12.4.3 

版本是他迄今为止体验过“最佳的一次 FSD 自动驾驶辅助”。虽然偶有尴尬时刻，但整体表现相

比过去几次小版本更新要好很多。新版本在一些重要操作方面有所改进，整体感觉更加流畅自信，

但距离完美仍有差距。 

•FSD v12.5：特斯拉 7 月 23 日已开始面向少数早期客户推出推送 FSD v12.5 版本

（2024.20.10），FSD V12.5 仅适用于配备硬件 AI4 的车辆，且尚未包括城市/高速公路堆栈的

合并（即高速还没有端到端），也还未能监测到驾驶员佩戴太阳镜。FSD v12.5 的运行参数提升

了 5 倍，重点是安全性和流畅性。FSD v12.5 总体而言包含大量优化，预计其改进幅度将与 v11 

和 v12 之间的能力飞跃一样大。 

• FSD v12.5.1：  7 月 27 日，发布 FSD（Supervised ）v12.5.1 （2024.20.15）后开始

向用户推送更新，该版本包括将城市和高速公路驾驶功能整合，并首次支持 Cybertruck 车型。

FSD V12.5.1 具有在停车场和未铺砌/未标记道路上导航的能力。8 月 21 日，特斯拉在 FSD 

v12.5.1.4 版本中加入了对 HW3 的支持（2024.26.15），由特斯拉员工进行测试。由于 HW3 的 

AI 模型较小，受到内存和速度限制的计算限制，HW3 的 FSD 12.5 版本的性能与 AI4 版本相似，

但并不完全相同。HW3 车辆目前正在运行 FSD v12.3.6，而 HW4（AI4）车辆正在运行 FSD 

v12.5.1.3。 

FSD V12.5.2 预期全面实现车辆与车队互联、FSD倒车功能、合并城市和高速公路堆栈整合。 

车辆与车队互联： FSD V12.5改进侧重于更复杂的情况以及车辆与车队之间的通信功能，实

现车辆间实时共享道路封闭、障碍物等路况信息。相较于特斯拉 FSD 对地图的高度依赖，新版本

突破局限，允许车辆在遭遇困难时即时通知车队内其他车辆，避免重复遭遇困境。FSD V12.5 推

动车队数据共享循环，促进软件随车队行驶数据积累持续优化，无需等待定期软件更新。  

FSD倒车功能：根据 9月 5日新品路线图，10月将首次迎来 FSD倒车和车位-车位能力。这将

会使 FSD应对窄路掉头等复杂路况有巨大提升。  

合并城市和高速公路堆栈整合： 7 月 27 日，FSD（Supervised ）v12.5.1 在城市和高速公

路驾驶功能整合。马斯克曾表示“12.5.x 版本将最终整合高速公路和市区的软件栈”。这也意味

着将不再存在隐式高速公路堆栈。此前版本的 FSD 采用双栈系统，即特斯拉传统的 Auto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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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栈用于高速公路驾驶，而 FSD软件栈用于市区道路行驶。FSD V11 曾统一了这两个栈，但后

来特斯拉又为高速和市区驾驶采用了独立的软件决策流程。随着 V12.5 再次采用单一软件栈方

案，FSD 的整体性能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特斯拉 Robotaxi 预计在 10 月发布。马斯克曾在股东大会表示特斯拉 Robotaxi 将会是 Uber

和 Airbnb模式的结合。近日，特斯拉将 Robotaxi发布会推迟到 10月。马斯克表示：“我要求对

Robotaxi前部进行重要设计更改，因推迟发布日期而得来的额外时间将让公司有机会展示一些其

他的内容。” 

FSD预计 2025年第一季度入华，目前有待监管机构批准。9月 5日路线图显示 FSD最先进的

自动驾驶技术可能最快四个月后落地中国市场。这比马斯克此前预计的时间有所推迟。4月 28日，

特斯拉 CEO 马斯克访华。随后，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回复网友提问时表示，特斯拉 FSD“可能很快

就能进入中国”。在特斯拉二季度财报会议上，马斯克再次提及，该公司将在欧洲和中国申请监

管批准以实施监督下的 FSD，有望于今年年底前获得批准。 

特斯拉入华的障碍正逐步被扫清。2024 年 4 月 28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国家计算机网络

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发布《关于汽车数据处理 4 项安全要求检测情况的通报(第一批)》，其中

提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车型全部符合合规要求，是该批次中唯一一家外资企业。据特斯

拉方面消息，此前，特斯拉已于 2021 年成立特斯拉上海数据中心，实现数据本地化存储。此外，

特斯拉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对公司信息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审核，并通过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SO27001）。在测绘资质方面，特斯拉在中国和百度地图早已有深度合作。有消息人士称，特

斯拉将使用百度地图提供的高级辅助驾驶地图（高辅地图），用于中国版 FSD。 

萝卜快跑：特斯拉 FSD入华路径推想。特斯拉 Robotaxi在中国的落地路径预测可参考萝卜快

跑，萝卜快跑在一个城市的落地大致按照以下顺序进行：“自动驾驶（安全员在驾驶座）--无人

驾驶（安全员在副驾驶座）--完全无人驾驶（移除车上安全员）”。每个阶段先进行测试，再提

供服务，最终实现商业化运行（收费）。 横向对比来看，萝卜快跑北京业务启动最早，项目推进

最为稳健；相比之下，武汉业务虽然启动最晚，但进度极快。2022年 8月 8日，萝卜快跑在武汉

运营仅三个月后便成功获得收费许可证，并开始提供完全无人驾驶服务。随着萝卜快跑在已有城

市积累经验，且各地政府已有现成案例参考，其在新城市的业务推进速度将会越来越快。 作为特

斯拉 FSD 在中国进行道路测试的首站，上海很可能也会成为 FSD 入华的第一个城市。类比萝卜快

跑在北京的业务推进时间线，特斯拉很可能在上海完成大部分入华的测试后再进行向其他城市泛

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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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观点 
FSD V12.5.2 将成为 Robotaxi发布之前最重要的更新，V13特斯拉 FSD 入华。近日，特斯拉

AI 团队发布 FSD路线图，9 月推送 V12.5.2 版本，接管率提升 3倍，该版本适配 HW3.0 平台，实

现与 4.0 平台统一模型；推送真·智能召唤功能(ASS)；推送 Cybertruck 自动泊车；注意力检测

支持佩戴太阳墨镜；高速公路和城市统一技术栈，全部基于端到端；推送 Cyberturuck 的 FSD 功

能；10 月将推送 FSD 倒车和车位-车位能力，同时 V13 版本平均接管率再提升 6 倍。2025年一季

度，FSD预计进入中国、欧洲（监管部门批准）。。 

特斯拉 FSD 入华路径推想。今年 4 月，马斯克访华推进 FSD 入华；7 月财报会议马斯克预计

今年年底前获批。FSD 入华时间表有待监管部门审批，萝卜快跑或为特斯拉 FSD 在中国的落地提

供路径推想。通过萝卜快跑进驻城市的时间线，可以看出明显规律“智能网联政策—>萝卜快跑进

驻试点/运营/商业化—>申请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萝卜快跑，从拿到自动驾驶示范区道路测试牌

照到商业化运营，也给了特斯拉 FSD入华提供一种政策路径推想。      

特斯拉的 AI 时刻。特斯拉开启 AI 算力大战，FSD V12 推送后，里程陡峭提升，版本持续迭

代，面向 Robotaxi的 V12.5，AI5的 HW5.0 的算力预计高达 5000TOPS。国内头部玩家跟进算力竞

赛，理想汽车的智能驾驶训练算力已达 5.39EFLOPS。各家 E2E加速推出，华为乾崑 ADS 3.0带来

全新架构，从 BEV到 GOD，真正实现端到端，E2E全面开启无图全城 NCA。另外，车路云一体化顶

层设计自上而下推进，Robotaxi将会与车路云政策形成合力，两者在试点城市、运营路段区域高

度重合，后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城市落地车路云招标建设，开放自动驾驶试点 Robotaxi。 

特斯拉 8月在华销量创下今年最好成绩。据乘联会，8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交付量为 8.67

万辆，环比增长 17%；在中国市场，特斯拉以超 6.3 万辆的成绩创下今年以来国内销售新高，环

比大增 37%。6.2%。其中，Model Y 国内销售超 4.5万辆。Model 3 8 月销量为 1.8万辆，环比 7

月增长了 9000辆左右。 

投资建议：智能汽车一直是我们今年最看好的方向。我们在 4 月特斯拉最低点发布深度报告

《特斯拉的 FSD时刻》，涨幅翻倍。6月发布《智能汽车β机会迎来自动驾驶时刻》，领先市场前

瞻，《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智能汽车的β机会？》强 CALL了智能汽车的β大行情。我们一直强调

聚焦比亚迪+华为+智能零部件，我们聚焦的方向成为当前反弹最犀利的方向。10 月，特斯拉

Robotaxi 发布，明年 1季度特斯拉 FSD 预计入华。我们维持汽车行业“看好”评级。 

 

重点公司： 

（1）智能汽车：德赛西威、拓普集团、伯特利、华阳集团、科博达、保隆科技、理想汽车、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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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2）华为汽车：赛力斯、长安汽车、北汽蓝谷、江淮汽车。 

（3）加力支持以旧换新最受益：比亚迪。 

（4）重卡史上最强补贴，新能源公交市场有望翻倍：中国重汽、潍柴动力、宇通客车。 

 

 

二、 本周市场表现回顾 
 

(一)板块表现 
（2024.9.02-2024.9.08）   

本周上证综指下跌 2.69%，创业板指下跌 2.68%，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71%。中证 1000 指数

下跌 2.62%。申万汽车行业指数上涨 0.53%，跑赢上证综指 1.81pct，跑赢创业板指 0.69pct，跑

赢沪深 300指数 1.82pct，跑赢中证 1000 指数 0.73pct。下跌 8.07pct。      

      

 

图表1：本周各类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iF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自 24年初截至 2024 年 9月 8日，申万汽车指数累计增长-7.06%，成指、上证指数、中证

1000 的超额收益为 6.46%，-0.43%、15.94%，整体表现较优。 

  指数名称 周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

幅%

周相对涨

跌幅

年初至今相对

涨跌幅

汽车（申万） 0.53% -8.07% —— ——

上证综指 -2.69% -7.03% 3.22pct -1.04%

创业板指 -2.68% -18.68% 3.22pct 10.61%

沪深300 -2.71% -5.82% 3.25pct -2.25%

中证1000 -2.62% -23.42% 3.15pct 15.3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守正 出奇 宁静 致远 

行业周报 

P10 特斯拉 FSD入华 
 

图表2：24年初至今指数涨跌幅 

 

资料来源：iF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横向来看，近 1周，汽车行业指数涨跌幅在申万 31个行业指数中排名第 1，本周（9.02-

9.08）表现较强于市场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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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本周各类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iF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二)汽车二级子行业表现 
 

申万汽车子行业本周表现来看，商用车本周表现优于其他板块，上涨幅度为 3.25%。乘用车、

汽车零部件、汽车服务、摩托车及其他涨幅分别为： 0.45%/0.35%/-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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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本周各类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iF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三)当前板块估值处于低位 

从估值来看，截至 2024年 9月 8日，申万汽车行业估值 PE（TTM剔除负值）为 18.23倍，低

于近年初至今来中位数水平 20.62倍，整体处于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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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本周各类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iF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四)汽车行业个股表现 

从涨跌幅情况来看，本周华懋科技、湖南天雁、德尔股份涨幅居前，涨幅分别为

28.90%/16.22%/15.68%；春兴精工、恒帅股份、苏轴股份跌幅较大，跌幅分别为-11.54%/-8.17%/-

8.14%。 

图表6：本周（240902-240908）各类指数行情统计 

 

资料来源：iF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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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动态 

(一)近期政策法规 

工信部：我国发布三项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三项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包括《汽车整车信

息安全技术要求》《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以及《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

这三项强制性标准将于 2026年 1月 1日起开始实施。 

记者注意到，这三项标准突出了“安全”二字。其中规定了汽车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以

及外部连接安全、通信安全、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而在数据记录方面，规定

了数据存储和读取、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二)本周行业新闻 
华为已将问界商标转让至赛力斯 赛力斯已获得数百枚问界系列商标 

天眼查知识产权信息显示，近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数百枚“问界”“AITO”“AITO 

SELECT”“DESIGN FOR AITO”等文字和图形商标转让至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商标国际分类涉及

运输工具、科学仪器、广告销售等。据媒体报道，不久前，赛力斯宣布其控股子公司赛力斯汽车

有限公司拟收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持有的已注册或申请中的 919 项问界等系列文字和

图形商标，收购价款合计 25亿元。 

新修订《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预计 10月报批 

9月 2日，在 2024世界动力电池大会期间举办的动力电池质量提升专题会议中，中国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绿色低碳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柳邵辉介绍，在主管

部门指导下，全国汽标委电动车辆分标委于 2021年下半年启动 GB38031《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

安全要求》修订预研工作，最终于 2024年 5月形成修订征求意见稿。近期，根据行业意见反馈情

况完善了标准修订稿，预计 2024 年 9 月审查，10 月报批。其中，动力电池安全强标修订计划进

一步提升热扩散安全要求，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和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 

陕西计划到 2027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 150万辆 

9月 3日，陕西省计划到 2027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量力争突破 150 万辆，全省新能源汽车及零

部件规上企业数量力争达到 300户，产业链规上工业产值力争突破 4000亿元，带动全产业链产值

过万亿。陕西将从着力构建创新型产业生态、全面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

水平、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四个方面，14项重点工作，加快推动以“电动化、智能化、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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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赋能陕西省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三)近期部分补贴政策 
上海：报废并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能源乘用车补贴标准提高至 2 万元 

9 月 3 日，《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其中提

出，落实国家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在《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商消费函〔2024〕75 

号）基础上，个人消费者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或 2018 年 4 月 30 日（含当日）

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并购买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

用车或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补贴标准提高至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贴 2 万元、购买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补贴 1.5万元。 

此前 11 天内，已有多地发布最新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包括北京、广东、重庆、浙江、四川、

湖北、湖南、黑龙江、青海等，其中不乏类似上海提高补贴标准的方案。 

江苏出台个人消费者乘用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 单车至高补贴 18000元 

9 月 4 日，江苏省推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实施方案。其中提出，支

持个人消费者转让本人名下旧车再购买新车。购买新车为燃油车的，价格 5万（含）至 15万元的

补贴 6000元，价格 15万（含）至 25万元的补贴 10000元，价格 25万（含）元以上的补贴 15000

元；购买新车为新能源汽车的，在燃油车补贴标准基础上增加 3000 元。 

山西省汽车以旧换新最新补贴政策出炉 最高补贴 2万元 

山西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等 7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汽车以旧换新有关工

作的通知》，就提高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提高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标准、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优化汽车以旧换新审核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燃油车报废更新补贴由原来 7000 元提升至 1.5 万

元，新能源车报废更新补贴由原来 1 万元提升至 2 万元，同时政策溯及既往，已经领取相关补贴

的消费者按照新标准补发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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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上市公司重要公告回顾 

图表7：近期上市公司重要公告回顾 

 

资料来源：iF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重点推荐公司盈利预测表 
 

代码 名称 最新评级 
EPS PE 股价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4/09/08 

601127 赛力斯 买入 -1.63 3.00 4.96 7.02 -46.64 25.22 15.25 10.78 75.68 

000625 长安汽车 买入 1.13 0.84 1.08 1.28 10.55 14.33 11.17 9.42 12.05 

600733 北汽蓝谷 买入 -1.07 -0.75 -0.29 0.16 -7.32 -9.52 -24.24 45.07 7.09 

600418 江淮汽车 买入 0.07 0.18 0.31 0.46 323.91 125.09 72.24 49.06 22.47 

002594 比亚迪 买入 10.32 12.83 16.30 20.03 24.37 19.60 15.43 12.56 251.6 

601689 拓普集团 买入 1.95 1.85 2.40 2.94 27.41 20.13 15.61 12.69 34.96 

002920 德赛西威 买入 2.80 3.81 4.97 6.27 34.90 25.51 19.57 15.50 97.26 

603596 伯特利 买入 2.15 2.00 2.59 3.28 26.21 20.14 15.57 12.30 38.53 

002906 华阳集团 买入 0.94 1.23 1.64 2.10 27.69 19.92 14.97 11.67 24.53 

603786 科博达 买入 1.50 2.10 2.71 3.38 31.37 22.53 17.47 13.99 47.3 

603197 保隆科技 买入 1.82 2.05 2.86 3.65 18.00 15.66 11.23 8.81 32.15 

02015 理想汽车-W 买入 5.55 4.26 6.63 9.39 12.09 15.12 9.73 6.90 73.1 

09868 小鹏汽车-W 买入 -5.96 -3.39 -1.69 0.40 -5.54 -9.09 -18.56 65.52 33.2 

000951 中国重汽 买入 0.92 1.22 1.53 1.87 15.25 11.46 9.20 7.49 14.02 

000338 潍柴动力 买入 1.04 1.32 1.53 1.74 12.10 9.50 8.17 7.19 12.5 

600066 宇通客车 买入 0.82 1.45 1.76 2.06 25.78 14.57 12.04 10.25 21.16  
资料来源：iFind 一致预期，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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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提示 

 

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刺激拉动作用不及预期； 

 

汽车出口不及预期； 

 

主机厂价格战加剧超出预期； 

 

原材料大幅波动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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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1、行业评级 

看好：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中性：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沪深 300 指数-5%与 5%之间； 

看淡：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下。 

2、公司评级 

买入：预计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预计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介于 5%与 15%之间； 

持有：预计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预计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卖出：预计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指数涨幅低于-1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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