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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u 汽车电动化是智能化的基础；现阶段，国内所有量产的智能汽车的智驾系统均未达到L3级别，汽车智能化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一方

面，汽车电动化为智能化奠定了基础，有效解决了智能化设备运行时耗电量高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动化与智能化相辅相成，在智能化的

加持下、电动汽车销量有望进一步抬升，而销量的增长又将助推以行驶里程为数据基础的智能驾驶技术迭代加速。

u 假设将智驾进度分为团队组建-智驾产品落地-L2级辅助驾驶量产-释放高速场景-释放城市场景-实现全场景六大阶段；从团队组建到L2级

方案量产需要5-8年、从L2级方案量产到释放高速场景需要1-3年、从高速场景到城市场景需要1.5-3年、而从城市场景到实现全场景则需

要0.5-1年左右。随着汽车电动化趋于成熟，智能化竞争已成为车企脱颖而出的关键，倒逼各车企加快智驾领域的布局、不断缩短各节点

之间的间距。

u 目前，国内智驾领域第一梯队是华为鸿蒙智行、小鹏、蔚来、理想、极越等为首的企业，在实测智驾能力及覆盖范围等方面已具有较为明

显的竞争优势；其中，华为作为智驾领域的先行者，成功构建了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再到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采取与车企深度合作的模

式、共同推动国内智驾商用元年的到来。销量方面，第一梯队车企的平均月度汽车销量已达万辆级。

u 智驾领域第二梯队是小米、五菱宝骏、埃安昊铂、上汽智己、比亚迪腾势、奇瑞星途等为首的企业。相较第一梯队，大多数第二梯队车企

在智驾领域的起步时间稍晚、区域覆盖较少，主要通过“借力”主品牌或第三方智驾方案提供商大幅缩短了与第一梯队的差距；然而，从

销量上看，大部分第二梯队车企的平均月度汽车销量仍处于千辆级。

u 此外，部分定位高性价比路线的车企在智驾领域的布局仍相对有限。

u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智驾行业发展不达预期、技术迭代及产品研发滞后、数据信息统计及模型测算偏差风险、过

去经验不代表未来、系统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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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汽车电动化是智能化发展的基础

资料来源：有驾、人民网、数模科技、新京报、贝壳财经、J.D. Power《2023中国新车购买有意向研究》、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汽车电动化是智能化的基础；不同于燃油汽车蓄电池容量通常为65Ah、新能源汽车电池容量基本介于15至60kwh、能够有力支撑

智能化设备运行所消耗的电量，电动化是实现智能化的必要条件。同时，电动化与智能化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智能化的

加持下、电动汽车的价值得以凸显，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愿意选择智能型电动汽车，而销量的增长也将反哺以里程数据为基础的智

驾技术、加速其升级迭代。根据J.D. Power的《2023中国新车购买意向研究》，智能化体验在购车决策中的影响权重上升到14%，

成为继汽车质量、性能之后的第三大决策因素。

u 结合乘联会及中汽协统计数据，2023年具备组合辅助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乘用车销量995.3万辆、市场渗透率达38.18%、较2022

年提升8.47个百分点，产业发展加速；据工信部预测，2025年乘用车L2级及以上智能驾驶渗透率有望达70%。

图：国内潜在客户购车决策影响因素权重 图：具备组合辅助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乘用车销量及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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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阶段，我国汽车智能化发展处于初期阶段

资料来源：汽车纵横网、SAE、选车号、华金证券研究所

u 然而辩证来看，目前大部分智驾车型暂未具备高阶智驾能力、亦或是其智驾能力较为有限，我国汽车智能化发展仍处于初

期阶段。“高阶智驾”的定义是动态的，从功能上区别，过去被认定为“高阶”的高速NOA功能已不具备稀缺性，现阶段得

实现城市NOA功能才被视为“高阶”；而从智驾分级上区别，按照国际汽车工程学会SAE制定的自动驾驶分级标准，高阶智

驾理应为L2级以上、即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能够处理更为复杂的智驾场景和任务，包括实现自动超车、自动变道、自动保

持车距等功能。受法律法规未健全等影响，国内目前所有TO C端量产智能汽车的智驾系统均为“≤L2”、暂未有量产乘用

车在全国范围达到L3级别。
图：SAE发布自动驾驶汽车 “驾驶自动化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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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一梯队在智驾能力及覆盖范围等方面已具有较为明显
的竞争优势

资料来源：汽车之心（数据截至2024年7月）、百度图片、华金证券研究所

u 根据2024年7月第一电动平台整理的已上市智驾

汽车（自动驾驶分级≤L2 ）排行榜，现阶段车

企智驾能力大致分为三个梯队；其中，第一梯

队是以华为鸿蒙智行、小鹏、蔚来、理想、极

越等为首的企业，在实测智驾能力及覆盖范围

等方面已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第二梯队

车企则是小米、五菱宝骏、埃安昊铂、比亚迪

腾势等为首的企业，智驾开放区域较少、但已

具备“高速NOA+城市NOA”全场景智驾能力；而

第三梯队则是驾驶功能暂时停留在“高速NOA”

层面的车企。

u 就上榜的车型或车企来看，1）新势力车企成为

了国内智驾的先锋，上榜数量较传统车企明显

占优；2）高阶智驾正走向大众化，上榜车型的

销售价格均为30万以下，甚至部分车型价格低

至20万以内。

图：第一电动平台发布的智驾汽车排行榜（数据截至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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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一梯队在智驾能力及覆盖范围等方面已具有较为明显
的竞争优势

资料来源：汽车之心（数据截至2024年7月）、百度图片、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第一电动平台发布的智驾汽车排行榜（数据截至2024年7月）-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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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蔚来前期布局较早，华为和小鹏自城市场景实现反超

u 智驾方案推进程度通常可简单拆分为公司成立/团队组建 - 智驾产品首次落地 - L2级辅助驾驶量产 - 释放高速场景 - 释放城

市场景 - 实现全场景六大阶段。就起步较早、发展历程更为完整的第一梯队企业来看，从公司/团队组建到实现L2级辅助驾驶

方案量产通常需要5-8年、从L2级辅助驾驶方案量产到释放高速场景需要1-3年、从释放高速场景到释放城市场景需要1.5-3年、

而从释放城市场景到实现全场景则需要0.5-1年左右；综合而言，随着汽车电动化发展趋于成熟、智能化竞争已成为车企脱颖而

出的关键，倒逼车企加快智驾领域的布局、不断缩短各节点之间的间距。

u 第一梯队中，蔚来在前期阶段布局较早，但华为和小鹏后来者居上、实现反超，成为国内首批释放城市场景的企业。

图：智驾第一梯队的智驾方案推进节点

资料来源：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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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智驾方案升级迭代成为助推汽车销量增长的重要因素

实现L2级量产阶段各车企平均
月度汽车销量（单位：辆）

释放高速场景阶段各车企平均
月度汽车销量（单位：辆）

释放城市场景后各车企平均月度汽车销
量（单位：辆）-截至2024年9月

实现L2级量产阶段各车企最高
月度汽车销量（单位：辆）

释放高速场景阶段各车企最高
月度汽车销量（单位：辆）

释放城市场景后各车企最高月度汽车
销量（单位：辆）-截至2024年9月

现阶段，智驾使用场景持续丰富、可实现功能逐步完善，或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各车企的平均月度销量及最高月度销量。

资料来源：太平洋汽车、车主之家、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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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华为鸿蒙智行：为赛力斯等合作伙伴提供全套智能出
行方案

资料来源：汽车商业评论、有驾、太平洋号、易车、搜狐汽车、睿财经、汽车界观察、重庆日报、IT之家等、华金证券研究所

u 早在2013年，华为就通过车联网进入了汽车行业；2018年，华为与长安汽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建立联合创新中心，

拟在自动驾驶、5G车联网、C-V2X等10余项前瞻技术领域展开合作，共同打造智能电动汽车平台；2019年5月，华为CEO任正

非先生批准成立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成为华为五大BU之一。2021年4月，华为首次发布高阶智驾系统ADS 1.0版本、首搭

极狐阿尔法；并于2023年4月升级为ADS 2.0版本；最新版则为2024年9月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发布会上官宣的华为乾崑ADS3.0。

u 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华为鸿蒙智行成功构建了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再到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

与多家车企合作，为其合作伙伴提供一系列智能出行解决方案，包括智能驾驶系统、智能网联、智能座舱等。截至目前，

华为智选车的合作伙伴包括赛力斯、奇瑞、北汽等，如与赛力斯携手推出问界系列、与奇瑞推出智界系列、与北汽推出享

界系列，涵盖了轿车、SUV、轿跑SUV等多款车型。

u 赛力斯是华为在汽车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不仅是华为智选车模式的首个合作伙伴、更是唯一一家与智选车、车BU（华为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华为数字能源签订战略合作的车企。

赛力斯：赛力斯前身小康股份成立于2003年、于2005年发布首个自主汽车品牌“微型面包车东风小康”；2016年1月，在

美国硅谷成立SF MOTORS公司，并聘请特斯拉联合创始人之一的马丁·埃伯哈德担任公司战略顾问，正式进入新能源汽车

赛道；2019年4月，公司发布首款新能源汽车“赛力斯SF5” ；2021年12月，宣布与华为合作推出AITO问界品牌，同月首

款合作车型问界M5上市，实现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量产；2023年4月推出智驾版M5、首搭华为ADS 2.0系统。

u 接下来，华为还将与江淮合作推出百万级豪车“享界”；计划于2024年11月在广州车展亮相，并于2025年春季正式上市。



  13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资料来源：有驾、澎湃新闻、太平洋号、爱卡汽车、IT之家、中关村在线、上游新闻、第一电动、百度图片等、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2.3.1 华为鸿蒙智行：为赛力斯等合作伙伴提供全套智能出
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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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24年9月，赛力斯集团的汽车月度销量为44574辆，其中问界系列销量为35833辆、在赛力斯汽车销量中约占八成。在与华

为合作之前，赛力斯月度销量在2万辆上下；2022年2月，与华为的首款合作车型问界M5上市，赛力斯汽车销量逐步走高；或

受益于智驾升级，进入ADS2.0阶段后，月度销量加速增长、最高突破5万辆；2024年9月，问界全系升级华为HUAWEI ADS 3.0

系统。据最新产销数据统计，赛力斯2024年9月销量达37407辆、同比增长265.09%；在汽车电气化持续发展、叠加智驾系统

方案不断迭代下，赛力斯销量或有望再攀新高峰。

ADS 2.0

实现全场景

L2级量产落地

2.3.1 华为鸿蒙智行：为赛力斯等合作伙伴提供全套智能出
行方案

未与华为合作
推出搭载ADS 1.0的问界

M5

进入城市
领航

ADS
 3.0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赛力斯汽车的销量变化 （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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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小鹏：打响城市领航辅助功能落地第一枪

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车家号、58汽车、爱卡汽车网、新出行、新京报、九章智驾、同花顺财经、百度图片等、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小鹏汽车成立于2014年、成立之初就致力于自动驾驶领域，但期初智驾方案采用的是Tier1的成品，2017年现任CEO何小鹏加入

后才开始自研智驾软件；2018年12月小鹏推出的首款量产车型G3便搭载了智驾辅助系统Xpilot。2019年6月，小鹏通过OTA向G3

用户开放ICA智能巡航辅助功能、进入Xpilot2.0时代；1个月后又通过OTA全面开放TJA、ACC、ALC等智驾能力,升级进入

Xpilot2.5阶段，成功实现L2级智驾系统量产；而对于后续推出的P7车型除可选装Xpilot2.5系统外，还可提前预装未上线的

Xpilot3.0、并后续通过OTA逐步具备高速自主导航驾驶、停车场记忆泊车等功能。截至目前，小鹏智驾方案已经历5次版本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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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24年9月，小鹏汽车的月度销量超2万辆。根据过去的销售数据来看，智驾升级迭代对小鹏销量可能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

期初，小鹏虽通过在G3及P7车型上搭载Xpilot2.5来实现L2级行车辅助系统量产，但销售数据较为平淡；直至2021年1月开

启Xpilot3.0、进入到L2+智驾阶段，无论是总销量还是单款车型平均销量的增长均明显提速，同年9月小鹏月度总销量更是

实现破万辆；2023年3月，小鹏推出XNGP实现全场景智能驾驶，同时叠加车型及覆盖城市的逐步丰富，其月度销量再上新台

阶、2023年10月-11月连续两月销量突破2万辆。

2.3.2 小鹏：打响城市领航辅助功能落地第一枪

Xpilot 2.5 Xpilot 3.0
Xpilot 3.5

XNGP

实现高速场景 实现城市场景
（进入高阶智驾领域）

实现全场景智能驾驶L2级智驾系统实现量产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小鹏汽车的销量变化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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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蔚来：国内第一家实现高速NOP全量交付的车企

资料来源：九章智驾、搜狐汽车、蔚来汽车官网、与非网、有驾、新浪财经、百度百科、百度图片等、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蔚来成立于2014年，成立初期在北美设立自动驾驶团队；2018-2019年，受管理层人员变动等影响，公司转为与Mobileye合作研

发，直至2020年重新投入智驾自研。从智驾方案来看，2017年12月，蔚来推出的首款量产车型ES8便搭载了智驾系统Nio Pilot，

包括后来的ES6、EC6均采用该方案；2019年6月蔚来通过OTA推送升级，新增高速辅助驾驶等7项功能，标志着进入L2级驾驶辅助

阶段；2020年10月，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实现高速领航NOP全量交付的车企；2021年1月，发布首个自动驾驶平台系统NAD，称从辅

助驾驶升级为自动驾驶。截至目前，蔚来智驾方案已经历至少5次大版本升级，成功实现全域领航辅助NOP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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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蔚来：国内第一家实现高速NOP全量交付的车企

资料来源：车主之家、快科技、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蔚来汽车目前的月度销量基本稳定在2万辆以上。或受益于国内汽车电动化全面发展及蔚来自身在智能化领域的布局，蔚来汽

车销量呈现较为明显的稳步增长态势。期初通过在ES8及ES6车型上搭载NIO Pilot来实现L2级辅助驾驶系统量产，销售数据逐步

走高；2020年10月实现高速领航NOP功能后、月度销量增长明显提速，尤其在2021年11月后，月度销量频频破万。2023年10月起，

蔚来智能驾驶从高速进入城区、逐步为用户提供全域领航辅助NOP+；在此背景下，蔚来汽车广受好评、销量保持较为强劲的增

长势头，2024年5-9月连续5个月销量达2万辆以上。

NIO Pilot

L2级智驾系统实现量产 实现高速领航NOP

NIO Pilot NAD

进入城市场景
（逐步实现全域智驾）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蔚来汽车的销量变化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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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理想：智驾领域起步较晚，但追赶速度较快

资料来源：与非网、有驾、超级充电站、车家号、易车、和讯网、赛文交通网、爱卡汽车网、百度百科、百度图片等、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理想汽车成立于2015年7月，直至2019年4月才推出首款量产辆车型ONE、协同搭载理想智驾系统AD；相较小鹏和蔚来，理想在智

驾起步时间上相对落后，但追赶速度较快，尤其是在2020年7月公司赴美IPO及9月原伟世通首席架构师王凯加入团队的共同影响

下，后续理想汽车明显加速自动驾驶领域的研发。2021年12月，理想落地高速NOA功能；2023年6月，宣布开启城市NOA内测、正

式进入城市场景；又于2024 年 7 月，全量推送全国无图NOA，并计划三年内实现 L4 级别的无监督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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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理想：智驾领域起步较晚，但追赶速度较快

资料来源：车主之家、南方新闻网、火星说车、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根据最新2024年9月数据，理想汽车的月度销量达5万辆。在汽车电动化浪潮下，理想汽车积极通过智能化布局来推动销量上

行。期初，在理想ONE车型上搭载理想AD Pro实现L2级辅助驾驶系统量产，但对汽车销量的助力并不明显，月度销量基本在

15000辆左右；或伴随着新一代理想AD Max的推出，月度销量增长提速，开始突破30000辆；2023年6月起，理想智能驾驶开

始进入城区场景，月度销量可能受益于智驾升级的加持、达到50000辆，单款车型销量亦突破10000辆。

理想AD Pro

L2级智驾系统实现量产

实现高速领航NOP

理想AD Max

城市通勤场景

理想AD Pro

系统升级迭代

理想AD Max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理想汽车的销量变化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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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极越：依托百度在智驾领域的积淀，首个智驾系统直
接覆盖高速、城市等多场景

资料来源：易车、网通社、ITBEAR科技资讯、百度百科、百度图片、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极越汽车于2023年8月正式成立，是由百度和吉利集团联合打造的智能汽车品牌；同年10月，极越01正式上市，并推出对标特斯

拉FSD的ROBO Drive Max。不同于其他车企，极越智驾推出时间虽晚，但基于百度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深厚积淀，首个智驾版本即

直接具备覆盖高速、城市等多场景下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能力。2024年8月28日，极越发布全新V2.0版本软件，新版本中极越的

PPA智驾功能升级为百度最前沿的智驾技术产品ASD，实现了纯视觉+端到端大模型的量产上车，这也是百度的L4级自动驾驶技术

首次赋能家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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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极越：依托百度在智驾领域的积淀，首个智驾系统直
接覆盖高速、城市等多场景

资料来源：车主之家、太平洋汽车、广州日报新花城、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目前，极越汽车的月度销量约2000辆左右。为顺应智能化发展浪潮，极越汽车积极携手百度、布局智驾领域；但从销量层面

来看，或受制于品牌知名度、智驾系统迭代相对有限等因素，极越的销量未及第一梯队其他车企。ROBO Drive Max 1.0版本

阶段，极越汽车月度销量最高为1143辆，相当于蔚小理等智驾车企实现L2级智驾系统量产时的销量；待到2024年8月推出ROBO 

Drive Max 2.0版本阶段，极越汽车实现纯视觉+端到端大模型，月度销量提升明显、突破2000辆。

ROBO Drive Max 

覆盖高速、城市等多场景下的高阶智能辅助系统

ROBO Drive 
Max 

2.0版本

纯视觉+
端到端大模型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极越汽车的销量变化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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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小米：距离首款车型落地不到半年，已实现高速
NOA+城市NOA

资料来源：太平洋汽车网、易车、每日经济新闻、新浪财经、华尔街见闻、小米汽车官网、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小米汽车智能驾驶团队是2021年3月小米官宣造车后首批开启招聘的队伍之一；从时间维度上看，小米汽车智驾业务起步较

晚、距离绝大多数第一梯队进入智驾赛道约迟六到八年。2024年3月28日，小米首款车型SU7正式上市，其中SU7 Max版搭载

Xiaomi Pilot Pro纯视觉智驾系统，直接具备高速NOA功能；随后，距离首款车型上市不到半年，小米于2024年8月成功开

通全国的城市领航辅助功能，成为最快开城速度的佼佼者。

u 目前小米汽车的月度交付量已达万辆级。或受益于智能化的加持，1）小米汽车的月度销量整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最新的

2024年9月具体销量数据虽未公布，但已连续4个月交付量过万；2）尽管首款车型的上市时间仅半年，但赶超速度较快，平

均月度销量已破万、销售表现甚至优于第一梯队的部分车企。

Xiaomi Pilot
实现高速NOA功能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小米汽车的销量变化情况（辆） 图：小米首款车型S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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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五菱宝骏：携手大疆，将高阶智驾拉到10万级市场

资料来源：易车、车市号、盖世汽车、车主指南、车讯库、央广网、搜狐汽车、太平洋汽车网、IT之家、百度百科等、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上汽通用五菱旗下的宝骏创建于2010年；随着新能源汽车向智能化赛道发展，公司将智能化赋能在宝骏品牌上，与五菱品

牌形成差异化定位。在2019年其智驾业务发展的初期，宝骏就果断选择与大疆合作，并于2021年上海车展期间正式达成战

略合作关系。

u 现阶段，五菱宝骏与大疆的合作主要分为两大支线：

Ø （1）宝骏联合卓驭科技（原大疆车载）推出的“灵眸智驾系统”：灵眸智驾1.0版本最早搭载于2022年9月上市的宝

骏Kiwi EV，该车是宝骏和大疆首款战略合作车型，同时也是首个实现10万级行泊一体智驾的车型，可实现智能行车

辅助以及30秒高效泊车等功能，开创了低价格智驾的先河；2023年8月灵眸智驾升级为2.0版本，能够实现覆盖全国的

高速智能领航，相继在宝骏云朵、宝骏悦也Plus等车型上实现搭载；2024年9月，最新灵眸智驾2.0MAX版本成功上车

宝骏云海，能够实现城市智能驾驶的全场景覆盖，打造了同级（官方售价区间为11.18-13.58万元）唯一的无图城市

记忆领航辅助。

Ø （2）上汽通用五菱融合大疆车载摄像头技术所推出的“灵犀智驾系统”：该智驾系统1.0版本率先在2023款（2022

年9月上市）宝骏 KiWi EV上实现搭载，具备快速路主动推荐、弯道智能调速、车道障碍物识别和应对、车辆近距离

加塞应对、拨杆变道等L2级辅助驾驶功能：2023年9月，宝骏汽车官宣搭载“灵犀智驾2.0”宝骏云朵灵犀版上市，标

志着高阶智驾进入15万级主流市场，是行业同级中首个可覆盖全国的高速智能领航辅助功能的高阶智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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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五菱宝骏：携手大疆，将高阶智驾拉到10万级市场

资料来源：车主之家、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根据最新的2024年9月数据，宝骏的月度销量约为5000辆。从销量变化来看，智能化升级对五菱宝骏的助力或相对有限，

即使在进入到高速智能领航阶段后、宝骏平均月度销量仍在3500辆左右、与第一梯队的销售表现存在较大差距。2022年9

月，宝骏热门车型（燃油车宝骏510、宝骏630）停产、开始向电动化转型；然而，宝骏的产品定位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其销量提升有限，如宝骏KiWi EV所布局的微型电动车市场正面临萎缩风险，根据乘联会数据统计，2024年以来微型车市

场基本处于轿车市场份额的10%以下，因此对于该车型而言，销售规模起量的难度相对较大。

灵眸1.0 & 
灵犀1.0

L2级辅助驾驶功能
实现量产

灵眸2.0 & 
灵犀2.0

覆盖全国的
高速智能领航

灵
眸
3.0

进入城
市场景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五菱宝骏的销量变化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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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埃安昊铂：传统国产厂牌中，首家在高速NOA领域实
现突破的车企

资料来源：42号车库、懂车帝、电驱动、电动车公社、太平洋汽车、车家号、百度百科等、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广汽埃安走的是「EV+ICV」的技术路线，在其中的ICV（智能网联）布局最早可追溯至2013年，广汽推出自研的第一代无人

驾驶概念车WitStar；为巩固在无人驾驶领域的先发优势，2015年又陆续在传感器、车联网、电子系统、毫米波雷达等领域

投资了奥迪威、银基安全、联通智网、经纬恒润、加特兰等企业。智驾系统方面，广汽于2016年首次推出ADiGO智驾互联生

态系统（包含智能物联系统、智能驾驶系统、云平台等），实现了智驾产品的落地；ADiGO 2.0时代，该系统基本具备L2级

基础功能；ADiG0 3.0时代通过搭载高精度地图实现高速领航功能；ADiGO 4.0时代则通过配备更高阶的NDA领航驾驶辅助系

统实现了L2+级智能辅助驾驶；现如今，广汽NDA系统升级至3.0版本，已具备高速+城市NDA智驾的全场景覆盖能力。

u 昊铂汽车作为广汽埃安旗下的高端智能电车品牌、成立于2022年，目前已推出昊铂SSR、昊铂GT、昊铂HT三款车型。

2013 2015 2016 2019 2020.
07

2021.
04

2023.
07

自研的第
一代无人
驾驶概念
车WitStar

在传感器、车联网、
电子系统、毫米波雷
达等领域投资了奥迪
威、银基安全、联通
智网、经纬恒润、加
特兰等企业。

首次推出ADiGO智驾
互联生态系统，在量产
车型上搭载，具有自动
刹车辅助系统和前碰撞
预警系统

在AION S 车型上搭
载ADiGO 2.0版本，
可实现如 TJA 交通拥
堵辅助、ICA 集成巡
航辅助、APA 自动泊
车辅助等基础L2功能

在AION V车型上搭
载 ADiGO 3.0版本，
并通过高精度地图实
现高速领航功能及手
机召唤泊车功能

在AION Y车型上首
搭 ADiGO 4.0版本，
配备NDA领航驾驶
辅助系统，实现L2+
级智能辅助驾驶

2022.
09

昊铂品牌成
立，并发布
首款车型昊
铂SSR

第二款昊铂
Hyber GT正
式上市

2024.
04

第三款昊铂HT 上市，
并宣布搭载NDA 2.0版
本，具备高速+城市
NDA智驾的全场景覆
盖能力

2024.
09

推出NDA 3.0版领航
驾驶辅助系统，国内
首个一段式端到端架
构，实现全国全系、
全量都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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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埃安昊铂：首家在高速NOA领域实现突破的传统国产
车企
u 根据最新的2024年9月数据，昊铂的月度销量约为1800辆。或系受品牌市场影响力相对有限等因素影响，昊铂汽车配套

智能化发展所布局的智驾技术对其销量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NDA 1.0阶段，昊铂汽车具备高速领航功能、平均月度销量

为1091辆；NDA 2.0阶段，昊铂汽车具备城市领航功能、平均月度销量仅小幅增长、为1280辆。

NDA2.0

进入城市NOA高端智能电车品牌“昊铂”正式成立

NDA1.0

资料来源：车主之家、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埃安昊铂的销量变化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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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上汽智己：借力Momenta, 实现去高精地图化

资料来源：投中网、车家号、电动邦、太平洋号、泰伯网、环球网、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智己汽车成立于2020年12月，是由上汽集团、张江高科和阿里巴巴三方共同打造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背靠上述行业龙

头，叠加成立初期就与自动驾驶公司Momenta深度合作，智己汽车与其他车企相较、更具技术及资金优势。2021年，智己在

业内率先使用Onemodel、BEV、Transformer等先进算法模型，算法模型的持续快速迭代助力公司实现“弯道超车”；2022

年4月智己汽车的首款车型L7上市、并首次搭载其IM AD智驾辅助系统；2023年4月，智己联合Momenta率先发布业内首个

D.L.P.人工智能模型，同时将IMAD升级为2.0版、正式开启逐城推送高速高架NOA；2024年1月，又在上海量产上线高精地图

版城市NOA。根据规划，智己汽车将于2024年实现无图城市NOA覆盖全国、2025年实现Door to Door全场景通勤。

2020.
12 2021 2022.

04 2023.04 2023.
08

2023.
12

2024.
03

上汽集团、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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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上汽智己：借力Momenta, 实现去高精地图化

u 根据最新的2024年9月数据，智己汽车的月度销量约为4500辆。智己汽车IMAD用户使用渗透率较高、2024年（截至2024年9

月）渗透率约达91.15%，智驾系统的迭代可能对其销量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分不同发展历程来看，2022年4月智己汽车虽通

过在首款车型L7上搭载IM AD1.0 实现L2级智驾系统量产落地，但在高速NOA启动前，其助推效果始终甚微，2022年7月至

2023年3月间智己汽车平均月度销量仅为927辆；直至IM AD升级到2.0版本、进入逐城开通高速NOA功能阶段，智己汽车平均

月度销量走高、2023年4月至2023年12月间达3832辆；2024年1月后，更高阶的城市NOA功能陆续在上海、深圳等地陆续量产

上线，或受其影响、智己汽车销量增势持续，2024年1月至2024年9月间平均月度销量达4435辆。

实现L2级辅助
驾驶系统量产落地

陆续开放城市NOA高速
领航功能

IM AD 
1.0版本 IM AD 

2.0版本

资料来源：车主之家、泰伯网、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上汽智己的销量变化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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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腾势：比亚迪全资控股品牌，2024年智驾进入快车道

资料来源：太平洋汽车网、大世界小汽车、车家号、集微网、车质网、南京日报、第一电动、百度图片华等、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2010年7月，比亚迪和戴姆勒正式挂牌合资成立腾势汽车，由比亚迪提供三电技术、戴姆勒则负责整车制造，其首款量产车

型腾势300于2014年9月正式上市；2022年7月，比亚迪对腾势的持股比例提升到90%，开始全面主导腾势品牌的发展；2024

年9月，比亚迪收购奔驰所持腾势汽车10%股权，腾势汽车正式成为比亚迪全资控股品牌。

u 智驾方面，腾势首款智驾车型为腾势X、上市于2019年11月，后续车型包括D9、N7、N8均具备L2级智能驾驶辅助功能。2024，

比亚迪智驾业务进入快车道，腾势作为旗下高端智驾子品牌从中获益；2024年1月，比亚迪发布具备高速NOA功能的全新

DiPilot智能驾驶系统、并对N7车型开启推送，2024年5月30日又迎来了城市NOA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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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腾势：比亚迪全资控股品牌，2024年智驾进入快车道

u 结合腾势的车型推出时间及智驾系统迭代时间来看，腾势汽车销量的变化或与前者相关性更大、与后者相关性较小。2022

年11月销量持续走高，主要系腾势汽车主力车型D9上市；腾势D9的2023年销量达11.86万辆、占当年腾势汽车总销量的

93.2%，并荣获2023年国内MPV市场的销售冠军。然而，可能受限于高速NOA、城市NOA等功能推送时间较晚，目前暂未看到

有明显的助推作用。

实现L2级辅助
驾驶系统量产落地

城市
NOA

高速
NOA

腾势Pilot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DiPilot

资料来源：车主之家、太平洋汽车、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腾势的销量变化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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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奇瑞星途：携手博世，开启智能驾驶新纪元

资料来源：有驾、蜀锦传媒、汽车之家、第一电动、易车、懂车帝、百度图片、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u 星途品牌始建于2019年、是奇瑞旗下的高端品牌，其首款量产车型星途TX/TXL（后改名星途凌云）于同年4月正式上市，后

续又推出了星途LX（追风）、星途VX（揽月）；2023年开始，星途进入2.0阶段，在技术、产品、渠道、营销等方面均获得

较大改善，并于同年2月推出首款智驾车型星途瑶光，实现了L2级智驾系统的量产。2023年底，星途转向采用博世高阶智能

驾驶系统，首搭2023年12月推出的星纪元ES车型，具备高速公路辅助驾驶、交通拥堵辅助驾驶、自动变道、自动停车等功

能；该系统由博世与文远知行联合推出，应用英伟达Drive OS安全版本。伴随着博世高阶智驾项目持续迭代，2024年5月星

纪元ES与星纪元ET通过OTA升级，迎来了NEP城市领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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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奇瑞星途：携手博世，开启智能驾驶新纪元

u 结合奇瑞星途汽车销量与智驾系统迭代时间来看，智驾对销量或存在一定的助推作用、但目前并不明显。2023年2月，奇瑞

星途开始实现L2级辅助驾驶系统量产落地、2023年2月至2023年11月间平均月度销量达4653辆；待2023年12月，采用博世高

阶智驾解决方案后、开始具备高速NOA功能，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间平均月度销量达5845辆；2024年5月星纪元ES与星纪

元ET通过OTA升级、迎来了NEP城市领航功能，或受其影响，2024年6月至2024年9月间平均月度销量增至7879辆。

实现L2级辅助
驾驶系统量产落地

城市NOA高速
NOA

博世
NEP

自有智驾
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车主之家、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电动化及智能化共同推动下，奇瑞星途的销量变化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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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梯队起步相对较晚，正“借力”加快缩短与第一梯
队的差距

u 相较第一梯队各阶段时间节点来看，第二梯队虽已实现智驾车型量产、甚至部分品牌较第一梯队更早落地L2级辅助驾驶量产，但在释

放高速及城市场景的环节明显处于劣势。具体包括：1）第二梯队车企基本集中在2023、2024年才实现高速NOA及城市NOA，且目前大多

车企尚未明确表示具备全场景辅助驾驶能力；2）第二梯队车企实现高速NOA的时间节点较第一梯队车企晚（剔除昊铂）1.5年至3.5年、

实现城市NOA的时间节点较第一梯队晚0.5年至2年。

u 除小米汽车外，第二梯队主要通过“借力”来达到“弯道超车”的效果。“借力”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类：1）部分车企为传统车企旗下

的高端智驾子品牌，可依托主品牌的资源禀赋以及在智驾领域较早的布局积累，较快具备智驾能力，如昊铂（埃安旗下）、腾势（比

亚迪旗下）；2）通过联合研发、或搭载现有的较为成熟的第三方智驾方案来获得智驾能力，如五菱宝骏（与大疆合作）、上汽智己

（与Momenta合作）、奇瑞星途（搭载博世智驾方案）；可以看到，通过“借力”，第二梯队在城市NOA环节已拉近与第一梯队的差距。

资料来源：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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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驾升级对第二梯队销量增长的影响或相对有限

实现L2级量产阶段各车企平
均月度汽车销量（单位：辆）

释放高速场景阶段各车企平
均月度汽车销量（单位：辆）

释放城市场景阶段各车企平
均月度汽车销量（单位：辆）

u 从销售数据上看，相较第一梯队、智驾方案的升级迭代对第二梯队的助推或相对较弱；究其缘由，可能系品牌知名度不占

优、以及消费者认为智驾系统推出时间短及迭代不足等原因。

资料来源：车主之家、太平洋汽车、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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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销量成熟，但智驾领域仍待布局的企业

u 从最新的2024年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排行榜来看，销量排名

前10的汽车品牌大部分也在智驾汽车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基本分布在第一、或第二梯队中。其中，一类是以自主品

牌登上智驾榜单的新势力，包括理想、问界等；另一类则

是通过设立高端智驾子品牌以实现智驾领域“弯道超车”

的传统车企，包括比亚迪（子品牌腾势）、吉利（子品牌

极越）、上汽通用五菱（子品牌宝骏）、奇瑞（子品牌星

途）、以及埃安（子品牌昊铂）等。

u 除上述提及的车企外，可以看到零跑、长城、深蓝的汽车

销量表现不俗，但在智驾领域仍有待布局；截至2024年7月，

上述三家车企暂未具备城市NOA功能。

序号 品牌 9月销量（单位：辆）

1 比亚迪乘用车 417,603

2 吉利汽车 127,133

3 上汽通用五菱 80,000

4 奇瑞 58,941

5 理想 53,709

6 埃安 35,780

7 问界 35,560

8 零跑 33,767

9 长城 30,129

10 深蓝 22,709

资料来源：中汽数研、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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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零跑：背靠大华股份，但在高性价比路线下研发投入有
限
u 零跑汽车成立于2015年12月、由浙江大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创始人共同投资设立。依托于大华股份在视频监控和

智能交通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公司自创立以来便掌握了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系统和自动驾驶系统这三大领域，并与大华

股份联合研发自动驾驶芯片；2018年12月，零跑汽车推出LeapMotor Pilot智驾辅助系统，并对首款车型S01进行过整车OTA

升级、使其具备ACC自适应巡航系统功能等；在上述两时间节点上均处于业内领先，基本与第一梯队相当。直至2021年4月，

LeapMotor Pilot升级才为2.0版本、达到L2智驾级别，较同期进入智驾领域的车企要晚近2年；2024年1月，零跑汽车推出

Leapmotor Pilot高阶3.0版本，通过在C10车型上搭载来实现NAP高速智能领航辅助等25项智驾功能，但截至2024年10月，暂

未有公开信息披露零跑汽车智驾进入城市场景。

资料来源：汽车产业前线观察、21世纪经济报道、汽车之家、易车、艾瑞网评、懂车帝、北京日报、太平洋汽车等、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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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零跑：背靠大华股份，但在高性价比路线下研发投入有限

u 对于零跑汽车智驾技术发展迭代较慢，我们认为可能与零跑汽车品牌定位、用户对其智驾功能接受度等因素相关。

（1）首先，零跑汽车主打高性价比；以零跑C01车型为例，C01作为中大型尺寸的新能源轿车，不仅提供了纯电驱动、还兼顾

燃油经济性的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起步价仅13.68万、是同级别中价格极低的车型之一。高性价比也基本定调了零跑可能在

智驾领域的投入相对有限；据新浪财经数据显示，2019-2023年间零跑汽车累计研发支出仅47亿元，而蔚来、理想、小鹏仅

2023年一年研发投入就分别高达134.3亿元、105.9亿元、以及52亿元。

（2）其次，用户对零跑汽车智驾系统的认可度有待提升。根据懂车帝网站的测评信息来看，用户反映零跑汽车的L2级辅助

驾驶与市面上成熟的辅助智驾存在一定差异；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无法走直线、基本上要车身碰到线才会被拉回来”等。

通常而言，智驾技术与智驾车型销量之间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智驾技术的应用及迭代能够显著提升车型的吸引力

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销量的大小也将影响智驾技术的研发及推广速度。零跑最新推出车型C16，创下了上市48小时大定

达5208台的佳绩，但其中智驾版仅占30%；相较来看，2023年12月问界新M7上市后超60%的用户选择了配置华为ADS 2.0高阶智

驾功能的智驾版，而小鹏G6自2023年上市以来、其智驾版本订购比例也超70%。

资料来源：有驾、文武车道、懂车帝、汽车头条、IT之家、华夏时报、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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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长城汽车：智驾品牌销量有待提升，且对推行智驾保
持谨慎

u 长城汽车与零跑汽车可能处于相似的困局，均起步较早，但后期升级迭代速度放缓。长城智能驾驶团队自2011年起开始搭建、

起步时间甚至较智驾第一梯队车企所公开的时间还要早2-4年；2021年8月，长城汽车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长

城汽车90%车型已实现L2级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但该时间点已较第一梯队晚约2年。对于长城汽车智驾技术发展迭代较慢，我

们认为可能与其智驾品牌知名度、以及现阶段高层对推行智驾的态度相关：

1）长城汽车于2016年创建魏牌，拟打造向智能化、高端化发展的“领头羊”；然而，魏牌汽车销量波动较大，对长城汽

车在智驾领域打造高知名度的助力或相对有限。根据中国经营网统计，2017年魏牌上市9个月销量超10万辆、2018年魏牌

销量达14万辆；2018年后，魏牌销量开始下滑，2019年魏牌销量仅小幅突破10万辆；尤其2021年魏牌搭载智能座舱系统后，

出现了较多黑屏、卡顿、速度慢等问题，对其口碑造成一定影响，2022年及2023年魏牌销量均未能突破5万辆。据艾媒咨

询调研数据显示，在众多智能网联汽车品牌中，比亚迪（36.04%）、小鹏（31.75%）、特斯拉（31.75%）、蔚来（31.63%）

以及理想（28.97%）是消费者认知度TOP5。

2）或基于魏牌汽车销量不及预期等因素，现阶段长城汽车对于推行智驾更为谨慎。长城魏牌及坦克品牌的总经理刘艳钊

表示，“长城想干智能驾驶，会把它研究透并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发布；每一个技术产品都是经过充分研究，直到成熟

后才推向市场的，绝不盲目追逐热点。”对于2024年8月推出的首款NOA智能六座旗舰SUV全新蓝山，长城曾表示技术上是

可以支持全国开城的，但目前开城节奏是保定、重庆、深圳和成都四个城市；主要系不仅得确保智能驾驶能够被用户所接

受、还要确保售后体系能够支撑。

资料来源：易车、界面新闻、百度百科、中国经营网、贝果财经、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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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深蓝汽车：起步较晚，坚持走性价比路线

u 深蓝作为长安旗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起步较晚。品牌于2022年4月成立，距离新势力“蔚小理”组建公司/团队要落后7-9年；

2022年7月、深蓝首款车型SL03正式上市，后续又于2023年6月推出第二款车型S7，均标配L2级驾驶辅助系统；2023年10月，深蓝

汽车推出搭载NID 3.0智驾系统的SL03i和深蓝S7i两款改款车型，开启高速领航时代。

u 2024年，或出于成本投入及技术成熟度等因素考虑，深蓝汽车转向搭载华为乾崑 ADS.SE智驾系统，但依旧停留在高速NOA阶段。

乾崑 ADS.SE类似于平价版ADS，性能表现上与高阶版相当、但在一些用料、周边配置以及可实现能力上有所局限；该方案以摄像

头为主、毫米波为辅，可实现智能变道、智能避障、智能过弯、智能车速调节以及智能上下匝道这类主要的高速 NOA 能力。在智

驾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深蓝汽车依旧侧重成本控制，其智驾技术发展迭代慢可能更多是来自深蓝汽车的自主选择。

资料来源：易车、界面新闻、百度百科、贝果财经、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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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u 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 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较为激烈，若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可能对各车企智能驾驶包的销售价格产生不利影响

u 智驾行业发展不达预期；

– 未来若宏观经济持续下行，下游市场需求或出现萎缩等不利因素。

u 技术迭代及产品研发滞后；

– 市场竞争加剧，若公司技术迭代及产品研发滞后，不能紧跟市场需求的变化，则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u 数据信息统计及模型测算偏差风险；

– 数据信息统计可能存在偏差或统计不完全等，并导致分析预测出现偏差风险。

u 过去经验不代表未来；

– 文中有通过实证来指出未来的关注方向，但存在历史不能复制及过去经验不代表未来风险。

u 系统性风险等；

– 系统性风险及其他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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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买入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300指数15%以上；

增持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300指数5%至15%；

中性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300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5%；

减持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300指数5%至15%；

卖出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300指数15%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6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300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6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300指数波动。

评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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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300指数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300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10%；

落后大市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300指数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6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300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6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300指数波动。

评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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