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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静 北京报道

7 月 7 日，一则萝卜快跑无人

驾驶出租车在武汉街头与行人发

生轻微交通事故的视频在网络上

被广泛传播，引发社会热议。萝卜

快跑是百度旗下自动驾驶运营品

牌，该事件带动百度（09888.HK）

股价在7月10日与7月11日出现

较大幅度波动。

实际上，据《中国经营报》记者

了解，除萝卜快跑外，还有以滴滴

为代表的其他互联网巨头也在抢

先布局，同时还有曹操出行、小马

智行、文远知行、轻舟智航、福田欧

辉、商汤科技等知名企业也已经在

一些城市测试或者正式商业化运

营无人驾驶相关业务。

记者从萝卜快跑方面了解到，

该公司 2023 年在武汉的运营“每

辆车跑一天都要亏不少钱”，目前

在武汉已非常接近盈亏平衡点。

“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4 年年底，

萝卜快跑在武汉实现收支平衡，在

2025年全面进入盈利期。”萝卜快

跑方面表示。

从企业端来看，随着网约车行

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网约车平台

都已经在抢滩自动驾驶赛道。而

随着萝卜快跑的逐渐破圈，相关企

业也将进一步发力高阶智能驾驶

商业化运营业务。

萝卜快跑破圈 众多公司抢滩智能驾驶运营

随着智能驾驶运营企业的兴

起，商业运作背后的合规风险、政

策导向也让各方关注。

就在近日，北京市经信局就

《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对外征求意见，拟在坚守安

全底线的基础上，为 L3 级及以上

自动驾驶汽车市场主体提供清

晰、透明、可预期的制度规范。征

求意见稿中明确支持自动驾驶汽

车用于城市公共电汽车客运、出

租汽车客运（网约车）、汽车租赁

等城市出行服务。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李 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鼓励和支持自动驾驶技术的

发展。比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

测试管理规范（试行）》；多个城市

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已经或正在

制定针对自动驾驶的地方性法

规，以支持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

和商业化应用。

其实，早在2020年9月，北京

市率先规划建设全国首个高级别

自动驾驶示范区，围绕“车路云网

图”五大要素，开展车路云一体化

系统关键技术验证。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北京亦庄）、通州区、海

淀区等区域，市民经常可以看到

路上测试的自动驾驶小汽车、巴

士、快递车等，在一些区域甚至可

以体验乘坐自动驾驶的小汽车和

巴士。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北京高

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累计为31家

测试车企发放了道路测试的牌

照，自动驾驶测试的里程超过

2800万公里，年内将实现全市600

平方公里智能化路侧基础设施全

覆盖。据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

员会官网消息，2024年年初，北京

市已经实现了示范区至大兴机场

的自动驾驶接驳以及副中心三大

文化建筑周边的短途接驳，接下

来还将逐步开放更多场站，实现

在北京南站、丰台站、朝阳站、清

河站、城市副中心站及大兴机场、

首都机场“五站两场”开放接驳，

打造更多自动驾驶应用场景的标

杆案例。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

书长张翔指出，北京市征求意见

稿是为了推动自动驾驶更快地

在北京落地，吸引更多的自动驾

驶相关企业到北京落户、运营，

为 北 京 自 动 驾 驶 发 展 抢 占 先

机。“同时，北京关于自动驾驶的

条例正式出台之后对其他城市

有借鉴意义，它们可以根据自身

的情况在北京的模板上进行修

改调整。”

支持应用于公交车、网约车

在所有布局自动驾驶运营业

务的企业中，萝卜快跑是跑得最快

的一家。目前，萝卜快跑已经在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十几

个城市进行运营，不过仅有在武汉

市的运营范围覆盖了主要城区，在

大部分城市只可在城市新区的小

范围内提供运营。

例如，在北京，萝卜快跑虽然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

庄）、海淀区、通州区、石景山区都

有运营，但覆盖范围都不大。如果

未来北京进一步开放更多的道路

给自动驾驶，萝卜快跑等企业无疑

会迅速扩大在北京的运营范围。

记者从萝卜快跑方面获悉，目

前萝卜快跑第六代无人车的单车

成本已经从百万元降到了20.46万

元；在武汉地区随着萝卜快跑全自

动无人车运营网络完成建设，目前

营运成本已降低30%，未来有望进

一步降低；另外，通过自动驾驶技

术和人车舱效率的持续优化，萝卜

快跑将使服务成本降低80%。

“2023年年初，萝卜快跑在武

汉的运营规模比较小，每辆车跑一

天都要亏不少钱。到 2024 年年

初，随着时空覆盖的扩大和运营效

率的大幅提升，萝卜快跑在武汉地

区的营收增长了9倍，亏损减少了

一半。随着千辆无人车陆续投入

使用，萝卜快跑在武汉已经非常接

近收支平衡的临界点。”萝卜快跑

方面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4 年年底，萝卜快跑在武汉实

现收支平衡，在 2025 年全面进入

盈利期。”

来自萝卜快跑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4月，萝卜快跑自运营以来

的累计服务订单超过了600万单。

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统计，

2024年5月份共就收到网约车订单

信息9.44亿单。不难看出，目前自

动驾驶出租车订单量在整体网约

车订单量中还只占很少一部分。

萝卜快跑方面表示，要想提升

收入，还需要持续提升时空覆盖

率，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后续会

继续落地更多的城市，把武汉的成

功经验快速复制。”

另据记者了解，2016 年滴滴

出行就组建了自动驾驶技术研发

部门，并在同年成立了专门的自动

驾驶公司。2023 年 4 月的滴滴自

动驾驶开放日活动上，对外正式发

布了首个自动驾驶自动运维中心

和 首 款 未 来 服 务 概 念 车 DiDi

Neuron，并计划于 2025 年实现首

款量产无人车接入滴滴共享出行

网络。

2022年曹操出行也与吉利汽

车智能驾驶中心共同启动了Ro-

botaxi项目，2023年发布自动驾驶

战略，即以高阶智驾商业化运营

为目标，围绕出行平台构建集车

内空间开发、定制车、智能驾驶、

车辆服务于一体的自动驾驶商业

化运营生态。据了解，曹操出行

的自动驾驶测试车队已经在多个

城市进行路测。此外，曹操出行

还与自动驾驶企业小马智行合

作，在北京地区引入了自动驾驶

出行服务（Robotaxi），推动其规

模化落地应用。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由自动驾驶企业推出的无人出租

车、无人公交自然也将成为公共

交通工具的一部分，同时也会成

为网约车市场、公交市场中重要

的参与者。例如，小马智行、文远

知行、轻舟智航、福田欧辉、商汤

科 技 等 企 业 旗 下 的 Robotaxi、

Robobus 等都已在一些城市测试

或者正式商业化运营。

抢滩入局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广州报道

2024年已过半，上市公司陆

续交出上半年的成绩单。《中国

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这场业

绩半年考中，多家半导体上市公

司业绩表现亮眼。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10

日，半导体（中信成分）156 只股

中已有21家公司披露半年度业

绩预告。

其 中 ，包 括 韦 尔 股 份

（603501.SH）、瑞 芯 微（603893.

SH）、德明利（001309.SZ）、澜起

科 技（688008.SH）、ST 华 微

（600360.SH）、汇顶科技（603160.

SH）、上海贝岭（600171.SH）、佰

维存储（688525.SH）、南芯科技

（688484.SH）等在内的10家芯片

企业上半年预计公司净利润增

幅均超100%。

此前，记者注意到，今年第

一季度时，多家A股半导体相关

上市公司业绩集体迎来复苏，

尤其是多家存储芯片公司。对

于多家公司半年业绩预增的原

因，多家芯片公司提到了“下游

需求复苏”“行业出现恢复性增

长”等关键因素，这也侧面验证

了半导体行业正在持续回暖。

根据半导体行业协会（SIA）

数据，2024年5月全球半导体行

业销售额达到491亿美元，相较

2023 年 5 月的 412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9.3%，相较 2024 年 4 月的

472 亿美元环比增长 4.1%；中国

地区以 24.2%的同比增速位列

第二，仅次于美洲市场。

中报集体预增 十余家半导体公司净利翻番

然而，芯谋研究分析师张亚

亦对记者分析，随着以智能手机

为代表的消费类电子领域库存消

化得差不多，芯片库存水平也逐

步回归正常，部分预期也已经被

市场消化。

以涨价带动芯片公司业绩最

为显著的存储器市场为例，2024

年以来，存储器市场整体呈复苏

态势，TrendForce集邦咨询资深研

究副总经理吴雅婷此前对记者表

示：“2024 年第一季度，存储产品

价格环比上涨幅度达到 20%左

右。”而经历了2024年第一季度的

迅猛涨价、连续2至3个季度的价

格上调后，库存逐渐回归正常，需

求方也难再接受大幅涨价。存储

器合约、现货市场已出现价格上

涨动能回落的情况。TrendForce

预测 2024 年第二季度 DRAM 合

约价季度涨幅 13%~18%；NAND

Flash 合 约 价 季 度 涨 幅 约 15% ~

20% ；eMMC/UFS 价 格 涨 幅 约

10%。预估第三季度DRAM价格

涨幅达 8%—13%、NAND Flash 产

品合约价涨幅收敛至5%—10%。

存储领域的江波龙表示，今

年第二季度晶圆价格保持温和

上涨趋势，但各个不同应用场景

下的存储器价格趋势可能出现

结构化差异。具体来看，NAND

Flash 涨幅较为平缓一些，保持稳

中有升。随着存储价格涨幅逐

步趋于平稳，未来各厂商之间的

技术能力、市场能力及品牌能力

等差异化要素的作用权重有望

增大。

佰维存储接受调研时坦言，今

年第三季度国内需求将有所回落，

但受北美AI服务器需求迅猛增长

的影响，整体价格仍有支撑，当前

国内供需关系较为焦灼，但从中期

来看行业景气度有望延续。

对于下半年发展趋势，张亚

表示，目前行业库存经过消化后，

正回归正常，而下半年终端消费

需求还要打个问号，但部分有 AI

相关产品的公司如澜起科技，下

半年将是个机会。

中航证券指出，由于SK海力

士、美光、三星三家原厂重点发力

HBM、DDR5 等高附加值产品的

产能供应，正在逐步退出利基产品

DDR3市场以腾出设备与产能，兆

易创新有望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实现国产替代，并在本轮量价齐升

的行情下实现业绩增长。

华南一位基金从业者在谈及

兆易创新上半年业绩表现时对记

者表示，上半年（公司产品）价量

齐升、有补库的因素存在，后续需

求将回归常态，后续将受益于国

际厂商退出 DDR3 的成长机遇，

而涨价都是低端产品，长期保持

高利润率难度较大。

库存归位、景气度能否延续

7月10日，瑞芯微发布2024年

半年度业绩预告称，预计净利润同

比增长543.15%至686.29%。7月9

日，“指纹芯片一哥”汇顶科技预计

2024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 11.8%左右，净利润增幅达

333.82%。国内存储芯片设计龙头

兆易创新（603986.SH）预计 2024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5.18亿元左右，同比增幅

54.18%。主营闪存主控芯片设计

的德明利预计上半年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238.68%至289.48%，净利润

同比增长578.49%至666.63%。

CIS芯片（CMOS图像传感器

芯片）龙头韦尔股份于7月5日披

露的业绩预告显示，预计 2024 年

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为 13.08 亿元到 14.08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754.11% 到

819.42%。而与韦尔股份同日公布

业绩预告的内存接口芯片公司澜

起科技，预计 2024 年上半年实现

净利润 5.83 亿元至 6.23 亿元，同

比增长612.73%至661.59%。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多家公

司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市场需求持

续复苏，下游客户需求显著增长。

瑞芯微表示，市场需求逐步

复苏，AIoT（智能物联网）迎来增

长。汇顶科技则称，受益于终端

客户需求的增长，公司出货量及

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加上公

司产品迭代及晶圆成本的下降，

产品成本得以优化，毛利率水平

逐步恢复。

兆易创新表示，经历 2023 年

市场需求低迷和库存逐步去化

后，2024年上半年消费、网通市场

出现需求回暖，带动公司存储芯

片的产品销量和营收增长。澜起

科技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内存

接口芯片需求实现恢复性增长，

公司在DDR5内存接口芯片领域

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此外，

新产品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业绩

增长点；韦尔股份则表示，2024年

上半年，公司在高端智能手机市

场的产品导入，及在汽车市场的

自动驾驶应用持续渗透，同时，公

司还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及供应链

结构，有效提升了产品毛利率。

再早之前，佰维存储、快充芯

片龙头南芯科技等企业中报业绩

预期也不错。佰维存储预计2024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9.97%至 222.22%；净利润同比

增长194.44%至211.31%。公司提

及，本期业绩变化主要是因为行

业复苏。

南芯科技预计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86.51%到97.11%；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01.28% 到

119.16%。其称受终端需求回暖的

影响，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持续推

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公司在手

订单饱满，主营业务稳健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家半导

体公司的净利润增幅大涨，但都有

上年同期基数较低的缘故，比如

2023年上半年德明利亏损7913万

元、佰维存储亏损2.96亿元、汇顶

科技亏损 1.36 亿元，这些公司在

2024年上半年实现扭亏。而澜起

科技、瑞芯微、韦尔股份等公司在

2023年上半年虽未亏损，却也陷入

了业绩低谷。

“2023年上半年数据很差，处

于去库存阶段，去库存在去年下半

年开始有所好转，今年上半年业绩

同比出现了大幅增长是符合预判

的。”echSugar 创始人王树一对记

者表示，半导体行业的多数公司还

是受到行业周期的较大影响。

实际上，从 2024 年一季报情

况来看，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业

绩已整体回暖，而从Wind半导体

（中信成分）最新的数据来看，已

有 21 家公司披露半年度业绩预

告，其中，17家预告中报净利润同

期增长（10家预增、4家扭亏、3家

续亏），半导体周期复苏趋势越来

越明确。

不过，记者留意到，也有立昂

微 （605358.SH） 、闻 泰 科 技

（600745.SH）、苏州固锝（002079.

SZ）、大港股份（002077.SZ）等半

导体企业净利润增速表现不佳。

闻泰科技半导体业务受行业周期

性影响，2024 年上半年公司半导

体业务的收入及综合毛利率同比

下降，净利润变动下滑。立昂微

受上游硅片出货价大幅下降，综

合毛利率大幅减少，净利润同比

转亏下滑。

中报业绩亮眼

在智能驾驶商业化落地的同

时，其背后的法律风险也受到了极

高的关注。

“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

需要基于车辆和人员状态，在有人驾

驶员和车辆所有人及使用人之间进

行权责界定，但自动驾驶车辆的控制

权可能在系统和人类驾驶员之间存

在实时转换，责任归属的判断变得复

杂。”垦丁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麻

策律师对记者解释道，自动驾技术涉

及到整车厂、自动驾驶服务商、车辆

运营单位等多运营主体，如果是因为

自动驾驶车辆传感器、算法等技术问

题导致事故，这些技术问题需要专业

的调查和分析才能明确原因，并在相

关主体中确认产品责任。

记者注意到，这次北京的征求

意见稿关于交通事故责任作出了

一些规定，其中包括：自动驾驶汽

车上道路行驶期间发生交通违法

行为的，由公安交管部门按照现行

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和认定；车内有

驾驶人的，依法对驾驶人进行处

理；车内无驾驶人的，对车辆所有

人、管理人进行处理。如果自动驾

驶汽车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

故，车内有驾驶人的，驾驶人应当

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

亡的，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

员，并迅速报警。车内无驾驶人

的，远程安全员应当立即报警。车

辆在自动驾驶系统功能未激活状

态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按照现

行规定承担责任；激活状态下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

损失的，属于自动驾驶汽车一方责

任的，由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承担

赔偿责任。

“我国在自动驾驶立法领域已建

立初步体系，并取得初步成果，但作

为自动驾驶行业的主要顶层法律《道

路交通安全法》仍缺乏无人化车辆上

路的相关规定。目前的立法侧重于

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试点相结合。”

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欧

阳昆泼对记者表示，在自动驾驶车辆

的交通事故具体处理中，可能会出现

责任主体认定困难，因果关系复杂、

举证难度高，以及规则原则模糊等难

点。以责任主体认定问题举例，一般

而言，我国理论以及实践领域通常都

以支配标准和运行利益标准为依据

来确定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但

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由于自动驾驶

汽车的运行状态分为自动与人为操

纵两种模式，给其交通事故侵权责任

主体的划分造成了困难。

“例如，当自动驾驶车辆处于人

机混合驾驶状态时，若出现交通事

故，如何对驾驶员与车辆进行责任

判定也存在一定难度。目前，学界

达成一致的观点是驾驶员应在紧急

情况下随时准备接管该运行车辆，

但关于接管妥当性的判断标准、如

何接管无人驾驶汽车控制权、及驾

驶员与无人驾驶汽车之间责任的分

配都处于争论中，也使得对交通事

故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陷入困境。”

欧阳昆泼补充道。

自动驾驶车辆另外一个重要

问题就是数据安全问题，麻策指

出：“自动驾驶汽车在行驶中会形

成车内车外大量敏感或重要数据，

这类数据事关国家、社会及人员的

数据安全及保护。另外在自动驾

驶车辆发生事故后，如何获取车辆

的行驶数据、分析事故原因，同时

确保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也

是处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法律法规仍待完善
例如小马智行、文远知行、轻舟智航、福田欧辉、商汤科技等企业旗下的Robotaxi、Robobus等都已在一些城市测试或者正式商业化运营。

早在2020年9月，北京市率先规划建设全国首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围绕“车路云网图”五大要素，开展车路云一体化系统关键技

术验证。

自动驾驶车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数据安全问题。

武汉天河机场，待客中的百度萝卜快跑智能驾驶汽车。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