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靖斌 广州报道

最近，华为举办了鸿蒙生态

春季沟通会，展示了多项创新研

发成果。会上华为推出了鸿蒙智

行的首款智慧轿车——智界 S7，

并且公布了鸿蒙智行生态的最新

成果，华为在万物互联全场景生

态方面的布局进一步完善。

据智界项目相关工作人员向

《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这款智

界S7作为鸿蒙智行的首款智慧轿

车，首发搭载了华为视觉智驾

HUAWEI ADS基础版，而高配版

本则搭载了HUAWEI ADS 2.0高

阶智能驾驶系统。

实际上，智能驾驶技术在国

内的迭代发展也在推动华为智能

驾驶车型的销量大增。华为常务

董事、消费者BG CEO、华为智能

汽车解决方案 BU 董事长余承东

在鸿蒙生态春季沟通会上透露，

问界 M9 上市 3 个月累计大定突

破7万辆，月交付能力持续攀升至

2.5 万多辆。而问界新 M7 上市 7

个月，累计大定突破17.4万辆，他

们希望后续月发货量能够尽快提

升到2.5万辆。

华为近期赢得了日本汽车巨

头的青睐。4月16日，本田中国正

式发布了全新电动品牌“烨”，其

中的新车将采用华为XSCENE光

场屏。此外，还有消息称丰田可

能会接入华为智能驾驶系统。记

者向华为终端相关负责人进行了

核实，但对方表示“不予置评”。

汽车巨头争相与华为合作背后：智能驾驶技术引领市场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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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举办的华为鸿蒙生态春

季沟通会上，华为发布了智界 S7，

这 是 首 款 搭 载 华 为 视 觉 智 驾

HUAWEI ADS的车型。

据智界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智

界 S7 Pro 版 搭 载 的 是 HUAWEI

ADS 基础版，该版本不带激光雷

达，支持不依赖高精地图的高速

NCA功能，以及160多种车位可见

即可泊的智能泊车功能，从而实现

全国高速轻松开、智能泊车轻松停

的目标。而智界 S7 的高配版本

（Max 及 以 上 版 本）则 搭 载 了

HUAWEI ADS 2.0 高阶智能驾驶

系统，具备全国范围的高速自动驾

驶功能，并首次引入了泊车代驾

VPD功能，以及机械车位泊车辅助

功能和循迹倒车功能，为用户带来

了更先进的智能驾驶体验和主动

安全保障。

在智能驾驶方面，华为高阶智

能驾驶城市NCA功能得到了全面

升级，使智界S7具备了全国范围内

4万多个城乡镇主干道和支路的智

能 驾 驶 能 力 ，成 功 率 达 到 了

99.2%。此外，智界 S7 还支持多种

智能泊车模式，包括泊车代驾、代客

泊车和遥控泊车，并且覆盖了超窄

车位、机械车位等复杂异形车位。

此外，智驾技术的新进展也推

动了华为智能驾驶车型的销量大幅

增长。

余承东透露，问界M9上市3个

月累计大定突破 7 万辆，月交付能

力持续攀升至2.5万多辆。问界新

M7上市7个月，累计大定突破17.4

万辆，他们希望后续月发货量能够

尽快提升到2.5万辆。

近期，华为还受到了日本汽车

巨头的青睐。本田中国于4月16日

正式发布了全新电动品牌“烨”，并

宣布采用华为 XSCENE 光场屏。

此外，据悉，丰田也可能会接入华为

智能驾驶系统。尽管记者向华为方

面求证，但对方表示“不予置评”。

值得注意的是，丰田与华为此

前已有合作，主要集中在智能座舱

领域。今年3月，广汽丰田全新第9

代凯美瑞上市，新车的车机系统由

广汽丰田与华为共同打造，搭载高

通骁龙8155芯片，提供了更为流畅

的操作体验。此外，将于北京国际

车展迎来首发并开启大定的一汽丰

田旗下国产全新普拉多也传出会引

入华为HiCar的消息。

对此，知名战略定位专家詹军

豪告诉记者，丰田等汽车巨头与华

为进行智能驾驶合作，既带来了机

遇，也带来了挑战。

“与巨头车企的合作将进一步

提升华为在智能驾驶领域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加速其技术的市场推广

和商业化进程。同时，合作也将为

华为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有助

于其进一步完善智能驾驶生态系

统。然而，挑战也不可忽视。与巨

头车企的合作意味着更高的技术要

求和更严格的品质标准，华为需要

不断提升自身的研发实力和技术水

平，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传播星球App联合创始人由曦

也指出，与丰田等巨头进行智能驾

驶合作，对于华为而言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机遇在于，这将有助于华

为扩大其智能驾驶业务的覆盖范围

和影响力，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华为

智能驾驶技术的知名度和口碑。然

而，挑战也不可忽视，因为与巨头合

作需要面对复杂的合作机制和利益

分配问题，同时也需要应对潜在的

竞争压力和风险。”

随着汽车行业智能化的不

断推进，智能汽车产业的高度竞

争时代已到来。据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会的数据分析显示，中

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市场渗透率

正从 40%的高速增长期转变为

80%的市场成熟期。未来，智能

技术和量产能力的竞争将主导

市场。

华为在汽车领域的布局经

历了一系列挑战与合作。

自 2019 年起，华为大规模

进军汽车业务，采取了三种主

要合作模式：第一是零部件供

应模式，提供包括 ARHUD、激

光雷达、热管理和电驱等零部

件；第二是 HI（Huawei Inside）模

式，为车厂提供智能座舱、智能

驾驶和智能车云等全栈智能汽

车解决方案，曾与北汽极狐、广

汽埃安等合作；第三是智选车模

式（鸿蒙智行），涉及产品开发

和渠道，例如与赛力斯合作的

问界、与奇瑞合作的智界以及

即将推出的与北汽蓝谷合作的

享界系列。

去年 11 月 25 日，华为与长

安汽车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

录》，计划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

司，华为将车 BU 业务的核心技

术和资源独立出来，长安汽车出

资比例不超过 40%。这家新公

司将逐步对现有战略合作伙伴

车企及有战略价值的车企等进

行股权开放，实现股权多元化。

2 月 22 日，东风公司旗下猛

士科技与华为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共享产业资源，建

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 月 15 日，广汽传祺与华为

正式加入了华为鸿蒙生态，成为

首批加入鸿蒙生态的汽车品牌

之一。

华为消费者业务执行董事

余承东在 2024 年中国电动汽车

百人会论坛上透露，今年前 3 个

月，华为智选车业务已经扭亏

为盈，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业

务接近盈亏平衡的边缘。预计

从 4 月开始，有望实现扭亏为

盈，呈现良性正向发展。

展望 2024 年，国信证券在

今年 3 月发布的研报中表示：

“2023 年鸿蒙智行模式销量以

问 界 为 核 心 支 撑 ，包 括 M5、

M7、M9（2023 年末上市）三款车

型，全年实现超过 9 万辆整车销

量。另有智界品牌在 2023 年 11

月发布 S7 车型，也贡献了一部

分销量。2024 年，我们预测鸿

蒙智行模式有望实现超过 50 万

辆的销量。”

然而，华为智驾的发展仍

面临挑战。

由曦指出，华为智驾仍然

面临数据收集和处理、算法优

化、安全性和可靠性等问题。

他建议，华为应进一步加强与

车企的合作，通过数据共享和

算法合作共同推进智能驾驶技

术的发展。此外，华为还应增

加研发投入，引进和培养更多

的人才，以提升在智能驾驶领

域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需

要 密 切 关 注 法 规 和 标 准 的 变

化，以便及时调整和适应相关

政策和规定。

詹军豪也强调了华为智驾

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挑

战和瓶颈。首先，智驾技术的研

发和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

才投入，这对于华为而言是一项

巨大的挑战。其次，智驾技术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是用户最为关

注的焦点，华为必须不断提升技

术性能和系统稳定性，以满足用

户的需求和期望。此外，智驾技

术的普及和推广还需克服一些

法律和监管方面的障碍。

对此，詹军豪建议华为可以

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首先，加

强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与联盟，共

同研发和推广智驾技术，共享资

源和经验，提升整体行业水平。

其次，增加投入，培养和引进相

关领域的专业人才，以提升研发

实力和创新能力，保持在技术竞

争中的领先地位。此外，积极与

政府部门沟通合作，推动相关法

律法规的完善和优化，为智驾技

术的普及和推广创造更加良好

的环境。

华为智驾助力智能汽车“崛起”

智能汽车产业竞争激烈，华为智驾布局提速，加速推进智能驾驶技术发展，但仍面临人才、研发以

及营商环境等挑战。

智界S7
引领华为智驾新风向

华为发布智界S7，搭载华为视

觉智驾 HUAWEI ADS，引领

智能驾驶新风向，日本汽车巨

头争相与华为合作赢市场。

冲击“智驾芯片第一股”黑芝麻智能再度闯关港股IPO

本报记者 夏治斌 石英婧 上海报道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迅猛，自动驾驶芯片企业也驶入

发展快车道，它们也在谋求上市，

Black Sesame International Hold-

ing Limited（以下简称“黑芝麻智

能”）便是其中一例。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黑芝麻智能曾在2023年6月30日

向港交所递表申请IPO，后因未在

6个月内通过聆讯，该公司的上市

申请在今年 1 月初失效。3 月 22

日，黑芝麻智能再次向港交所递

交上市申请，中金公司、华泰国际

和建银国际为其联席保荐人。

招 股 书 显 示 ，黑 芝 麻 智 能

2021 年—2023 年的收入分别是

6050 万元、1.65 亿元、3.12 亿元。

与此同时，黑芝麻智能年内亏损

金额分别是 23.57 亿元、27.54 亿

元、48.55亿元。

黑芝麻智能此番能否成功冲

击“智驾芯片第一股”尚不可知。

对于公司营收增长、逐年亏损等

问题，4月8日、16日，记者致函至

黑芝麻智能官网邮箱，截至发稿，

尚未有回复。4月12日、15日、16

日，记者也多次致电“Wind金融终

端”留有的黑芝麻智能号码，但均

无人接听。此外，记者同时在4月

12日致电黑芝麻智能相关工作人

员，该工作人员表示会帮记者询

问一下官网邮箱的管理，但此后

记者多次致电并发短信至该号

码，均未有回复。

不过，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

理事长柏文喜告诉记者：“对于自

动驾驶企业而言，亏损是一个普

遍存在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该

行业的研发成本高昂，同时商业

化进程相对缓慢。”

拟将募集资金的约80%用于未来五年研发

招股书显示，黑芝麻智能是

一家车规级计算 SoC 及基于 SoC

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供应商，SoC

是一种集成了包括中央处理器、

内存、I/O接口及其他关键电子元

器件的集成电路。

自 2016 年成立至今，黑芝麻

智能备受资本市场的青睐，其已

获得北极光创投、上汽集团、招商

局创投、海松资本、腾讯、博原资

本、东风汽车集团、小米长江产业

基金、蔚来资本、吉利、武岳峰资

本、中银投资、国投招商、联想创

投等知名VC及产业资本的投资，

共计10轮融资。最后一轮融资过

后，黑芝麻智能的估值达到 22.18

亿美元。

黑芝麻智能设计了两个系列

的车规级 SoC，华山系列高算力

SoC 及武当系列跨域 SoC。根据

弗若斯特沙利文资料，按 2022 年

车规级高算力 SoC 的出货量计，

其是全球第三大供应商。黑芝麻

智能于2022年开始批量生产华山

A1000/A1000L SoC 并 交 付 超 过

2.5万片，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旗舰 A1000 系列 SoC 的总出

货量超过15.2万片。

记者注意到，2023 年 4 月，黑

芝麻智能发布了武当系列跨域

SoC，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资

料，此为行业内首个集成自动驾

驶、智能座舱、车身控制及其他计

算域的产品。

据悉，黑芝麻智能的客户群

由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45 名增长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 85 名。截

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黑芝麻智

能已与超过 49 名汽车 OEM 及一

级供应商合作，如一汽集团、东

风集团、江汽集团、合创、亿咖通

科技、百度、博世、采埃孚及马瑞

利等。

数据显示，黑芝麻智能的收

入来源于自动驾驶产品及解决方

案和智能影像解决方案。其中，

自动驾驶产品及解决方案 2021

年—2023年的收入分别是3426万

元、1.42 亿元、2.76 亿元。智能影

像解决方案2021年—2023年的收

入分别是 2624 万元、2316 万元、

3607万元。

以黑芝麻智能自动驾驶产品

及解决方案为例，其在 2021 年—

2023年产生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

比 例 分 别 是 56.6% 、86.0% 及

88.5%。对于上述情况，黑芝麻智

能方面解释称，2022 年的显著增

长是由于公司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的销量增加和自有SoC于2022年

年底量产。

值得注意的是，黑芝麻智能

所处的车规级 SoC 及解决方案行

业竞争十分激烈。根据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资料，全球车规级 SoC

市场预计将由 2022 年的 428 亿元

增长至 2028 年的 1792 亿元，期内

复合年增长率为27%。此外，根据

同一资料来源，基于 SoC 的智能

道路解决方案的全球市场规模预

计于2026年将达到约148亿元，于

2030年将进一步达到392亿元。

在柏文喜看来，黑芝麻智能

的 IPO 申请显示了该公司对于自

动驾驶芯片市场的长期信心和对

资本市场的积极态度。“作为冲刺

‘国产自动驾驶芯片第一股’的企

业，黑芝麻智能的上市行为可能

会为其带来资金的注入，有助于

加强其在自动驾驶领域的研发和

市场拓展。”

柏文喜称：“考虑到自动驾驶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潜力，以

及中国政府对智能汽车行业的支

持，黑芝麻智能的 IPO 可能是其

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

投资者可能会对其持续的亏损和

未来盈利能力保持关注，这将是

公司需要在 IPO 过程中重点解释

和解决的问题。”

据悉，黑芝麻智能此次IPO拟

将募集资金的约 80%用于在未来

五年的研发；约10%将用于提高商

业化能力，约10%将用于营运资金

及一般公司用途，尤其是采购SoC

量产的存货。

三年累计亏损近百亿盈利遇困

从市场上来看，虽然黑芝麻

智能已经有着不错的表现，但仍

难逃亏损的现状。招股书显示，

2021 年—2023 年，黑芝麻智能年

内亏损金额分别是 23.57 亿元、

27.54亿元、48.55亿元。

对于公司亏损的原因，黑芝

麻智能给出的理由之一是公司持

续投资于研发。相关数据显示，

2021 年—2023 年，黑芝麻智能的

研发开支分别为5.95亿元、7.64亿

元和13.63亿元。

记者注意到，对于企业的研

发开支，黑芝麻智能在招股书中

解释道：“我们经营所在行业面临

快速的技术变革且在技术创新方

面不断快速演变。我们需要在研

发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包括财务

资源）以取得技术进步，从而扩展

我们的产品组合及服务，使我们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市场上具有

创新性和竞争力。因此，我们日

后可能继续产生大量研发开支。”

对于企业的市场表现，柏文

喜称：“黑芝麻智能的营收增长表

明公司在市场拓展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亏损的扩大也反映

了其在研发、市场推广和产品创

新等方面的大量投入。这种亏损

状态在短期内可能会持续，直到

公司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和市场占

有率的提升。自动驾驶企业需要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成本控制

和有效的市场策略来实现长期的

生存和发展。”

此外，黑芝麻智能的毛利率

也在逐年下降。2021 年—2023

年，公司的毛利率分别为 36.1%、

29.4%及24.7%。“毛利率由2021年

至2022年有所下降乃由于自动驾

驶产品及解决方案的收入贡献增

加，当中涉及更多硬件部件，一般

意味着毛利率相对较低。”黑芝麻

智能方面表示。

黑芝麻智能采用代工模式。

在招股书中，黑芝麻智能方面表

示：“我们目前依赖台积电制造我

们的所有 SoC。由于 SoC 复杂的

专有性质，任何从台积电向新制

造商的过渡、涉及制造我们 SoC

的任何台积电设施发生灾难或其

他业务中断，引入新设施均会耗

费大量时间方可完成，且可能导

致我们的存货不足，并对我们的

业务、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造成

不利影响。此外，我们易受台积

电可能无法满足对我们SoC的需

求或完全停止运营的风险影响。

再者，我们亦易受台积电可能因

全球半导体短缺而无法满足需求

成本的风险影响。”

对于代工模式的优劣势，柏

文喜告诉记者，代工模式对于自

动驾驶芯片制造商来说，有其明

显的优势和潜在的风险。“优势在

于，企业可以利用台积电等专业

代工厂的生产能力和技术经验，

快速将产品设计转化为实际产

品，缩短产品上市时间，降低自身

的生产成本和固定资产投资。此

外，代工模式还允许企业专注于

核心技术和市场开发，提高运营

效率。”

柏文喜补充道：“然而，代工

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对供应

商的依赖度较高，可能会影响产

品的质量和交付时间。此外，代

工成本的波动也可能对企业的毛

利率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在选

择代工模式时需要权衡这些利

弊，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和产品

质量的可靠性。”

台积电位于中国台湾，黑芝

麻智能也在招股书中提及，公司

获得SoC充足供应的能力可能会

受到台湾自然灾害（包括地震、干

旱、台风）以及地缘政治挑战等事

件的不利影响。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4

月3日7时58分，中国台湾花莲县

海域（北纬 23.81 度，东经 121.74

度）发生 7.3 级地震，震源深度 12

千米。此次地震是否对台积电给

黑芝麻智能的 SoC 制造带来影

响，记者也在采访函中提及，但同

样未获得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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