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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 FSD 拟入华  汽车智能化有望加

速 
——汽车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特斯拉 FSD 拟入华  汽车智能化有望加速 

近期，特斯拉人工智能团队发布了 FSD（Full Self-Driving，完全自动驾驶）发展

路线图，其中提到“FSD 入华”，具体路线图如下： 

 2024 年 9 月：推送 FSD V12.5.2，接管率改进 3 倍；推送 HW 3.0 平台的

V12.5.2，和 4.0 统一模型；推送“真”智能召唤；推送 Cybertruck 自动泊车；

上线基于太阳镜的注意力检测能力；推送高速端到端；推送 Cybertruck 的 FSD。 

 2024 年 10 月：推送 FSD 倒车和车位到车位能力；FSD V13 平均接管率改进

6 倍。 

 2025 年 Q1：在中国和欧洲推出 FSD，但仍有待监管批准。 

今年以来，特斯拉 FSD 入华声音渐隆。4 月份，特斯拉 CEO 马斯克访华，不久

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特斯拉 FSD“可能很快就能进入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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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一一家符合合规要求的外资企业。6 月份，上海临

港新片区开始推动特斯拉 FSD 的落地试点，涉及 10 辆特斯拉车辆将在上海开展

路测。 

特斯拉 FSD 入华，有望推动汽车智能化加速。 

 智驾技术加速提升：特斯拉作为自动驾驶技术的领头羊，其 FSD 系统的引入将

为国内智能驾驶行业提供先进的技术示范，也可能加剧国内智能驾驶市场的竞

争，促使本土车企加快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从而推动行业整体智驾技

术的提升。 

 市场扩容与产业链带动：FSD 入华有望带动国内高阶智能驾驶市场的快速增

长，推动更多车型搭载智能驾驶功能，满足消费者对自动驾驶技术的需求。零

部件供应商、软件开发者、地图服务提供商等智能驾驶环节有望随之受益。 

本周投资策略及重点关注： 

汽车板块应关注低估值的整车和零部件龙头企业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新能源

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因此我们建议关注：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先

发优势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长安汽车、吉利汽车、理想汽车等；业绩稳定的

低估值零部件龙头，如华域汽车、福耀玻璃等；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

标的，如华阳集团、德赛西威、瑞可达、科博达、伯特利等；国产替代概念受益

股，如菱电电控、三花智控、星宇股份、上声电子、中鼎股份等；强势整车企业

对核心零部件的拉动效应，如拓普集团、文灿股份、旭升集团等。 

本周重点关注组合：比亚迪 20%、理想汽车 20%、拓普集团 20%、德赛西威 20%

和上声电子 20%。  

风险提示：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汽车产业刺激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的风险；关键原材料短缺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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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 特斯拉 FSD 拟入华  汽车智能化有望加速 

近期，特斯拉人工智能团队发布了 FSD（Full Self-Driving，完全自动驾驶）发展路

线图，其中提到“FSD 入华”，具体路线图如下： 

 2024 年 9月：推送 FSD V12.5.2，接管率改进 3倍；推送HW 3.0平台的V12.5.2，

和 4.0 统一模型；推送“真”智能召唤；推送 Cybertruck 自动泊车；上线基于太

阳镜的注意力检测能力；推送高速端到端；推送 Cybertruck 的 FSD。 

 2024 年 10 月：推送 FSD 倒车和车位到车位能力；FSD V13 平均接管率改进 6

倍。 

 2025 年 Q1：在中国和欧洲推出 FSD，但仍有待监管批准。 

今年以来，特斯拉 FSD 入华声音渐隆。4 月份，特斯拉 CEO 马斯克访华，不久后

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特斯拉 FSD“可能很快就能进入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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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一一家符合合规要求的外资企业。6 月份，上海临港新片

区开始推动特斯拉 FSD 的落地试点，涉及 10 辆特斯拉车辆将在上海开展路测。 

特斯拉 FSD 入华，有望推动汽车智能化加速。 

 智驾技术加速提升：特斯拉作为自动驾驶技术的领头羊，其 FSD 系统的引入将

为国内智能驾驶行业提供先进的技术示范，也可能加剧国内智能驾驶市场的竞争，

促使本土车企加快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从而推动行业整体智驾技术的提

升。 

 市场扩容与产业链带动：FSD 入华有望带动国内高阶智能驾驶市场的快速增长，

推动更多车型搭载智能驾驶功能，满足消费者对自动驾驶技术的需求。零部件供

应商、软件开发者、地图服务提供商等智能驾驶环节有望随之受益。 

2. 投资策略及重点关注 

总体来看，汽车行业随着经济运行回归正常和各项刺激政策的加持，行业触底反弹

态势明朗，景气度持续回升，未来产销有望持续向上。考虑到汽车行业目前整体情

况，建议关注低估值的整车和零部件龙头企业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新能源汽车

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 

 长期看好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先发优势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长安汽车、吉利汽

车、理想汽车等； 

 业绩稳定的低估值零部件龙头，如华域汽车、福耀玻璃等； 

 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如华阳集团、德赛西威、瑞可达、科博达、

伯特利等； 

 “国内大循环”带来的国产替代机会，如菱电电控、三花智控、星宇股份、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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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中鼎股份等； 

 强势整车企业（特斯拉、大众等）对核心零部件的拉动效应，如拓普集团、文灿

股份、旭升集团等。 

结合目前市场基本情况，我们本周重点关注组合如下： 

表1：本周重点关注组合 

公司 权重 

比亚迪 20% 

理想汽车 20% 

拓普集团 20% 

德赛西威 20% 

上声电子 20%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3. 市场回顾 

汽车板块本周涨跌幅为 0.53%，在申万 31 个板块中位列第 1 位。 

汽车行业本周跑赢沪深 300。本周上证指数、沪深 300、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的涨

跌幅分别为-2.69%、-2.71%、-2.61%、-2.68%。 

在细分行业中，汽车服务、汽车零部件、乘用车、商用车、摩托车及其他的周涨跌

幅分别为-0.01%、0.35%、0.45%、3.25%、-1.30%。 

汽车行业周涨幅前五个股分别为：华懋科技、湖南天雁、德尔股份、华阳变速、长

春一东。 

汽车行业周跌幅前五个股分别为：春兴精工、恒帅股份、苏轴股份、大地电气、 

安徽凤凰。 

图1：各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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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重点指数周涨跌幅  图3：汽车子板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4：汽车板块周涨跌幅前五个股  图5：汽车板块周涨跌幅后五个股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4. 汽车主要相关材料/组件价格 

图6：车用动力电池价格（元/Wh）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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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热轧卷板价格（元/吨）  图8：铝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iFinD，上海期货交易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期货交易所，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9：铜价格（元/吨）  图10：橡胶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iFinD，上海期货交易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上海期货交易所，申港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汽车产业刺激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关键原材料短缺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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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人独立研究成果，引

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授意。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

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均不构成对任何机

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市场有风险，投资者

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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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翻版、复制、发布、转载和引用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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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港证券公司评级体系：买入、增持、中性、减持 

买入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增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减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基准指数说明：A 股市场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香港市场基准为恒生指数；美国市场基准为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