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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第二十七届成都国

际汽车展览会（以下简称“成都车

展”）拉开帷幕，作为2024年下半年

的首场 A 级国际车展，智能化、AI

大模型仍然是众多车企在本届车展

上的展出亮点。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成都车展

现场采访了解到，包括极越、极氪等

品牌车企在今年密集布局 AI 大模

型，并在端到端AI大模型方面开启

“竞速”，在端到端 AI 大模型使用

后，智能驾驶将更加智能，从此前的

高速公路到现在覆盖到包括城区在

内的区域。

事实上，早在成都车展开幕前，

搭载端到端AI大模型的相关新车型

就已有发布。8月28日，极越在成都

发布了极越07，据极越官方介绍，该

款车型搭载了首款支持无人驾驶的

自动驾驶大模型阿波罗高阶智能驾

驶ASD（Apollo Self Driving）。同时，

极越的原生 AI 大模型也进行了升

级，从SIMO升级为SIMO2.0。

无独有偶，极氪在今年也宣布

了浩瀚智驾2.0的更新。据极氪官

方资料，得益于英伟达7纳米工艺、

总算力达到 508TOPS 的芯片以及

浩瀚智驾2.0，2025款的极氪001正

式迈入端到端新时代。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真正的智能汽车大

规模入市还需要技术端、政策端以

及消费者的认知等多方面的进步与

发展。

“押注”端到端AI大模型

目前的智能驾驶汽车中，最火

热的概念莫过于端到端 AI（End to

end）大模型。相关资料显示，端到

端AI大模型指的是在自动驾驶领域

的AI模型，能够直接处理原始输入

数据，并输出最终结果，无须经过多

个中间处理步骤。

端到端模型将感知、规划和控

制三大模块整合在一起，消除了模

块间的界限，使得系统更加简洁和

高效，减少模块间的信息传递损耗，

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响应

速度。

在自动驾驶领域，端到端模型

的应用使得系统能够更快地处理数

据，提高了系统的响应速度，同时也

减少了对高精度地图和激光雷达的

依赖，降低了成本。

以极越的ADFM大模型为例，

目前已经在行车能力、泊车能力、安

全能力等方面有进一步地提升。以

行车能力为例，ADFM大模型能够

做到超强避障，电门、刹车、方向盘

同时控制以及变道同时避让高危车

辆等。

据了解，极越的上述智驾功能

将通过用户购买ASD智驾包实现。

ASD智驾包中，高速高架领航辅助

功能是免费标配。ASD智驾包的买

断价格则为2.99万元。

极越展台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

示，在分段式端到端AI大模型上车

后，智能驾驶的反应相较之前更加

迅速、更加安全，“使用的代码更少

了，安全冗余增多了，这是未来智能

驾驶的一大趋势。并且智能驾驶的

升级成本也更低，只需要通过OTA

推送就能升级”。

除了极越以外，极氪也在发力

端到端AI大模型。极氪方面发布的

资料显示，在2025款极氪001上，搭

载了浩瀚智驾2.0，标志着极氪正式

迈入端到端新时代。

据极氪方面介绍，浩瀚智驾2.0

中的全场景端到端大模型包含了场

景认知大模型和交互式规控大模型

等，其中在场景感知部分，该大模型

新增理解1000种交通场景，认知的

准确度提升超过120%；在交互式规

控方面，则最大限度还原了人类驾

驶员的驾驶方式，能够提前1.2秒，

对周边车辆和行人的行为进行预

测，大幅提升系统的交互博弈和路

径规划能力。

“在搭载端到端AI大模型后，智

能驾驶能够在城区使用。例如A点

到B点，能够记录20条线路，100公

里智驾自己开。”极氪展台的工作人

员也对记者表示，浩瀚架构2.0配备

的英伟达芯片拥有高算力，兼容性更

强，端到端AI大模型未来也将通过

OTA升级，覆盖绝大多数车型。

中信证券相关研报分析认为，

目前华为、理想汽车等中国公司正

积极跟进端到端模型，并致力于推

进数据收集和训练算力构件，为端

到端 AI 模型训练提供基础。随着

端到端、大模型等技术的逐步应用，

预计智能驾驶算法的参数量将大幅

提升，对算力的需求也将呈现上升

趋势，智能驾驶硬件的升级趋势将

延续。

大规模入市尚需时日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

目前离 AI 智能汽车面临着包

括技术、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

挑战，离大规模入市还有一段

距离。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

营销学副教授张玲玲看来，人车

交互功能可能会成为智能汽车

扩张的重点之一。“在众多消费

场景下，消费者都希望自己的需

求能够容易得到满足，如果汽车

和人的互动越来越智能，了解消

费者的场景诉求和决策，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一定的交互频率，成

为众多服务平台的入口，那么未

来会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

张玲玲表示。

里斯品类创新战略咨询汽

车行业负责人、高级顾问赵春璋

告诉记者，AI大模型将会是未来

汽车最重要的内核，以及体现各

汽车品牌核心竞争力的要素，

“从‘有人开’到‘无人开’，改变

了人们传统出行方式AI大模型

给汽车品类带来真正的变革。”

但赵春璋也表示，真正的智

能汽车何时到来取决于技术、政

策、认知三个方面。“在技术端，

随着AI大模型的上车，智驾实现

的真正突破，体验上几乎替代人

类司机，目前行业领先的企业，

如特斯拉、小鹏和华为，已经达

到或者接近这个能力，技术将不

再是限制。”

“在政策端，全球各国政府

何时开放无人驾驶，并且提供相

应配套基建，将会影响智驾汽车

普及速度。”赵春璋进一步表示。

记者注意到，日前全国标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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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数据记

录系统》等在内的三项与智能网

联汽车相关的强制性标准已于

2024年8月23日发布，将于2026

年 1 月 1 日起强制实施，这意味

着国内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正

在强化。

除此之外，AI智能汽车的普

及还取决于消费者对新品类的

接受度。“虽然技术上AI大模型

已经能够替代人类司机，但大部

分消费者仍存在一定顾虑，品类

的推广和教育需要一定时间。”

赵春璋表示。

智驾成车企“必争之地”

端到端大模型正成为车企们

的“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是实现

高阶智能驾驶的主要路径。

国联证券相关研报分析认为，

端到端神经网络可以充分简化运

算步骤，减少人工特征工程的需

要，并识别出数据中关联性，充分

提升计算效率。“受益于有效行为

轨迹数据规模提升，智能驾驶端到

端大模型有望成为高阶智能驾驶

解决方案。2023年开始，模块化的

端到端规划模式加速，逐步成为代

表智能驾驶实现高阶功能迭代的

主要方向。”

五矿证券相关研报也分析认

为，端到端模型将多个模块合并为

一个模型，减少多任务训练的累计

误差，“端到端方案中，预测、决策、

规划和控制可以学习驾驶员的驾

驶行为数据，直接给出规划或控制

信号，用训练数据替代人工。”

“原本基于规则（rule-based）的

算法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编写复杂

的规则，列出所有车辆可能遇到的

场景和应对方式。但实际环境总会

出现训练数据中没有出现的障碍物

和场景，用人工无法解决无穷无尽

的corner case。”五矿证券表示。

但新技术意味着增加投入，目

前各大车企在端到端技术研发方

面的投入都不小。

极越 CEO 夏一平在 8 月 28 日

的发布会上表示，百度在 AI 和自

动驾驶领域上的研发已超过十年，

投入超过1500亿元。

此外，蔚来、零跑汽车等在发力

端到端业务。据相关媒体报道，零

跑汽车已于日前单独成立了端到端

团队，负责智能驾驶算法的研发负

责人即将到岗。在今年6月，蔚来重

组了智驾研发部门，并且放弃了放

弃沿用多年的“感知—决策—规控”

的技术路线，更明确地探索用端到

端大模型实现高阶智能驾驶。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内

车企在端到端方面仍需努力追

赶。“国内新势力目前量产的是将

规划模块采用神经网络替代规则、

各模块依然独立的分段式端到

端。”五矿证券表示，预计国内新势

力距离真正的一体化端到端量产

上车还需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百度在AI和自动驾驶领域上的研发已超过十年，投入超过1500亿元。

拆解动力电池企业半年报 行业“马太效应”凸显
本报记者 夏治斌 石英婧

上海报道

近年来，国内新能源汽车始

终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产销规模

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在新

能源汽车产业带动下，动力电池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也驶

入了“快车道”。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

联盟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

国 动 力 电 池 累 计 装 车 量 为

203.3GWh。其中，三元电池累计

装车量62.3GWh，占总装车量的

30.6%，累计同比增长29.7%；磷酸

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141.0GWh，

占总装车量的69.3%，接近七成，

累计同比增长35.7%。

截至8月29日，国轩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002074.SZ，以下简

称“国轩高科”）、孚能科技（赣

州）股份有限公司（688567.SH，

以下简称“孚能科技”）已发布

2024年半年度财报。

随着动力电池企业 2024 年

年中“成绩单”陆续出炉，各动力

电池企业上半年表现也不尽相

同，业绩加剧分化。除了国轩高

科营收净利双增长外，多数动力

电池企业的营收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下滑。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

联盟秘书长于清教向《中国经营

报》记者表示，从已公布半年报

的动力电池上市公司业绩来看，

多数公司增幅放缓，甚至出现了

负增长，储能领域也是类似情

况，小动力电池和消费类企业表

现相对好一些。“动力电池市场

整体需求增速大幅放缓，但仍保

持正增长，业绩下滑主要与产能

结构性过剩、降成本压力加剧、

库存压力加大等相关。”

业绩分化明显

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

别为492.9万辆和494.4万辆，分别

同比增长 30.1%和 32%，市场占有

率35.2%。

新能源汽车行业产销量增长，

也带动了动力电池行业的发展。

今年上半年，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203.3GWh，累计同比增长 33.7%；

在全球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我国动

力 电 池 企 业 占 据 6 席 ，占 比 达

64.9%以上。

记者梳理发现，动力电池企业

今年上半年业绩表现可分为四类，

一类营收、净利双增长，代表企业

为国轩高科；一类营收、净利双下

滑，代表企业为亿纬锂能；一类营

收下滑，企业处于亏损，代表企业

为孚能科技；还有一类是营收下

滑，但企业净利却增长，代表企业

是宁德时代。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国轩

高科实现营收167.94亿元，同比增

长 10.2%；实现归母净利润 2.71 亿

元，同比增长 29.69%；实现扣非净

利润0.49亿元，同比增长38.71%。

记者注意到，孚能科技发布

的 2024 年半年报则显示，公司实

现 营 收 69.74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0.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90 亿元，上年同期

为-7.97亿元。

赣锋锂业半年报显示，2024年

上半年，赣锋锂业实现营收 95.89

亿元，同比下滑 47.1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7.60 亿

元，同比由盈转亏，净利润同比下

滑113.00%。在此前半年报的业绩

预告中，赣锋锂业方面就曾表示：

“本报告期内，受锂行业周期下行

影响，锂盐及锂电池产品价格持续

下跌，虽然产品出货量同比增加，

但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下降。”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

柏文喜表示，动力电池企业发布

的半年报数据显示，部分企业面临

营收和净利双下滑局面。“企业亏

损反映出行业面临诸多挑战，包括

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

于清教称，与2023年上半年相

比，今年的库存压力已有一定改

善，只是去库存的战线比此前预计

的要更长。同时，去库存也带来一

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裁员潮、压

开支、砍项目等。

8月30日，极氪全系车型亮相成都车展，宣布迈入端到端新时代。 本报资料室/图

行业挑战犹存

今年以来，新车市场“价格战”

始终未得停歇，也给动力电池行业

带来了影响。孚能科技在半年报中

就提到：“当前行业产能过剩，价格

竞争激烈，电池企业毛利润空间受

到挤压。若车企价格战进一步加

剧，公司成本压降不及预期，将带来

公司营收和利润下降的风险。”

除此之外，中国汽车动力电池

产业创新联盟也公开表示，近年

来，动力电池产业链的产能不断扩

张，但下游需求的增长却不及上游

材料及电池的增长速度。由于受

供需关系影响，2024 年上半年，原

材料价格持续下滑，电池级碳酸锂

价格从2023年年底的10.19万吨降

至 9.15 万吨（6 月底价格），动力电

池售价已接近成本。为保障市场

份额，企业之间以压低价格竞争，

导致电池产品的“价格战”，这也加

速了行业“内卷”，从而不利于行业

整体的稳定健康发展。

“价格战”竞争加剧之下，行业

“马太效应”也开始凸显。对于动

力电池行业的“价格战”，柏文喜

称，“价格战”主要由供大于求的行

业供求关系、关键材料价格下降以

及新能源汽车厂商压低采购价等

因素驱动。“‘价格战’是否会成为

行业常态尚不明确，但电池企业需

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

和优化成本结构等方式应对。”

于清教亦告诉记者，动力电池

行业出现“价格战”，主要原因是供

大于求叠加部分车企调整产品策

略、清库存，下游需求不振向上传

导，价格战蔓延整个产业链。“‘价

格战’不会是常态，业内企业已经

意识到不能单纯‘卷’价格，而是要

‘卷’价值、‘卷’技术、‘卷’产品，但

‘价格战’降温还需要时间。”

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也在波

动。亿纬锂能在半年报中表示，受

供需关系的周期性影响，锂电池上

游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产品成本

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赣锋锂

业在半年报中称，2021 年至今，锂

产品价格已上涨至历史新高的区

间，并呈现回落趋势，未来锂产品

的销量有望继续受益于新能源汽

车、储能汽车、消费电子等行业市

场需求的驱动增长。“如果未来锂

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可能对公司的

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面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动力电

池企业需要如何应对？柏文喜分

析认为，面对原材料价格波动，企

业应调整供应链策略，如加强原材

料价格风险管理、探索多元化供应

渠道等，以保持成本效益。技术创

新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

关键。动力电池企业应利用技术

创新，如开发新材料、改进电池结

构等，以降低成本并增强竞争力。

“当前，动力电池行业的供需

状况存在结构性过剩，未来几年

内，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

长，预计供需关系将逐步趋于平

衡。”柏文喜表示。

拓展新增长点

“挑战主要是海外动力电池增

量市场的开拓。从目前全球竞争

环境来看，虽然在海外市场，几家

头部中企的装机量虽然保持增长，

但从市场份额来看，上行的阻力较

大，竞争环境对中企来说相对不友

好。”对于国内动力电池企业在全

球环境下面临的挑战，于清教告诉

记者，“在这种环境下，除了加大创

新投入、完善供应链体系、开拓乘

用车市场之外，还可以关注其他增

量市场，例如电动重卡、电动船舶、

电动飞机、细分储能市场等。”

以储能市场为例，今年上半

年，全球储能高景气持续。根据再

生能源研究机构InfoLink Consult-

ing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全球储能

电芯出货量达到 114.5GWh，同比

增长33.6%。

回归国内，纵观动力电池产

业，储能也已成为新的亮点。今年

上半年，国轩高科储能收入 43.39

亿元，占营收比重为25.84%。2022

年同期，储能收入仅12.79亿元，连

续两年复合增速达到 84.19%。此

外，储能业务毛利率达到 23.87%，

较去年同期增长6.44个百分点。

从产品毛利构成来看，动力电

池 与 储 能 分 别 占 毛 利 比 例 为

53.1%、34.63%，而去年年底这一数

值为64.81%和23.71%，利润率更高

的储能贡献进一步加大，优化了国

轩高科的盈利结构。

在亿纬锂能 8 月 22 日举办的

投资者关系活动中，“储能”也被多

次提及。亿纬锂能相关负责人称，

从今年上半年储能电池出货角度

看，国内和海外占比大概是 7∶3。

从毛利率来看，海外毛利率比国内

高。“公司持续在推进全球化布局，

在马来西亚建设了海外第一个储

能工厂，伴随海外产能建成投产及

海外相关业务的持续拓展，海外占

比预计会稳步提升。”

对于储能电池行业今年下半

年的竞争趋势，亿纬锂能方面在

上述投资者关系活动中称，目前，

公司储能产能已经是满产状态，

从下半年在手订单需求看，预计依

然满产。“现阶段，公司在思考如何

进一步提升效率、做好产品质量、

保证生产稳定，以满足客户的交

付需求。”

对于储能领域发展目标，国

轩高科方面表示，将以项目为中

心提升储能竞争力，重点布局发

电侧、电网侧、电源侧和用户侧，

并加快拓展工商业储能、用户储

能、光储充、船舶、机器人、航空等

新应用场景。

真正的智能汽车何时到来取决于技术、政策、认知三个方面。

在分段式端到端AI大模型上车后，智能驾驶的反应相较之前更加迅速、更加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