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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掉队
渴望改变现状

小鹏汽车虽然曾和理想、蔚来并称
为造车新势力三强，但从眼下的表现来
看，小鹏汽车确实在逐步掉队。

从各家车企最近公布的7月销量
数据来看，小鹏汽车虽然取得了11008
辆的成绩，实现了年内首次月销破万的
佳绩，但是和同期理想及蔚来的销量仍
不能相提并论。数据显示，7月份理想
的销量则为34134辆，而蔚来则达到了
20462辆，两家均大幅领先于小鹏汽
车。

事实上，即使是和去年同期相比，
小鹏汽车依然处于下滑态势。销量数
据显示，去年7月，小鹏汽车零售销量
为11524辆，今年同期销量与之相比下
滑幅度仍达4.4%。

如果再看看乘联会7月份新能源
车的大盘销量，就会发现小鹏汽车的
表现甚至存在倒挂。乘联会数据显
示，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
64.1万辆，同比增长31.9%，虽然增速
放缓，但是仍然跑赢整体大盘，而小鹏
汽车和行业整体增速相比显然差距明
显。

当然，小鹏汽车7月份的销量表现
也并非没有亮点，除了年内首次月销破
万的标签外，其环比也上升了27.7%，
从环比的角度来说确实有所进步。

小鹏汽车7月销量实现破万的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小鹏G6的发力，数据
显示，7月份小鹏G6零售量达 3937
辆，占到总销量的40%左右，而主销车
型小鹏P7当月销量则为4908辆，同
比、环比均呈现下滑态势。

小鹏汽车的创始人何小鹏说，与大
众、滴滴的合作，都是小鹏根据自己的
战略主动去合作和布局。

期待双赢
赢得滴滴芳心

一度被外界认为“掉队”的小鹏汽
车，近日与网约车霸主滴滴达成战略合
作：其一，小鹏以增发股份的方式，收购
滴滴智能汽车资产，涵盖新款智能电动
汽车的研发、设计和工程开发，交易对
价约为港币 58.35 亿元 (折合美元约

7.44亿元）。未来，滴滴将成为小鹏汽
车的战略股东。其二，双方合作开发
15万级的全新智能电动汽车品牌——
MONA，小鹏负责设计、制造，滴滴向
小鹏车辆开放全生态赋能。

小鹏擅长造车，滴滴善于运营，二
者之间的牵手，形成强强联合的双赢局
面。对于滴滴来说，甩掉当初为了上市
而做的造车布局大包袱，获得近60亿
的资金，还拥有小鹏专门为其代工定制
的网约车，可谓一箭三雕。对于小鹏来
说，不仅通过收购滴滴智能资产，加强
其在智能化领域的领先地位，还能获得
滴滴的运营大数据，进一步优化智能驾
驶技术，而且正式进入多品牌战略阶
段，收获来自滴滴庞大的网约车订单，
销量增量空间彻底打开。

据小鹏汽车内部人士透露：“在双
方的合作分工上，小鹏方面将负责推动
该项目的量产研发，而滴滴则从生态上
进行运营工作的支持。产品投产后，双
方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和渠道推动销
售。”

合作上瘾
拓展产品多元

在搞定滴滴之前，小鹏汽车已经与
德国大众联了姻。7月底，财大气粗的
德国大众，出资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50亿）收购小鹏4.99%股份，成为仅
次于何小鹏、阿里巴巴之后的第三大股
东。并且，两者之间达成技术框架协
议。从明年开始，大众将向小鹏支付技
术服务费，以便利用小鹏的造车平台造
车，并获得小鹏在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
方面的技术支持。这一次，小鹏是技术
输出方，大众是技术输入方。

虽然是燃油车时代全球数一数二
的造车巨头，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
大众电气化转型的步伐，早已落后于中
国新能源车企们，不得已只能向小鹏求
助。造车新势力中，小鹏身上“技术”标
签最为出名，其产品向来以“智能驾驶
技术”为核心卖点。小鹏在智能化领域
的优势，恰恰是大众汽车最为欠缺的。
40年时势异也，自主品牌从过去的技
术输入方转变成技术输出方，中国小鹏
成了德国大众的“老师”。

何小鹏称，希望通过合作，小鹏汽
车将正式进入多品牌阶段。

此前陷入“生死局”的小鹏汽车，终于迎来三喜
临门，不仅重返月销万辆俱乐部，而且一方面与德国
大众喜结连理，另一方面还赢得滴滴芳心。善于逆
风翻盘的何小鹏，带领小鹏汽车有望成为造车新势
力最大赢家。

“联姻”大众后，又“收编”滴滴

小鹏汽车咸鱼翻身？

近一年来，小鹏汽车销量持续承压，
远远落后于其他头部造车新势力。去年
下半年，小鹏月交付量跌破万辆，一度腰
斩至5千辆左右的水平。今年上半年月
销虽然有所恢复，但是始终没能突破万
辆大关。其间，小鹏还因为G9(配置|询
价)车型风波，而备受质疑。进入下半
年，小鹏终于低谷反弹，在新车G6(配置
|询价)热销的带动下，7月份交付11008
台，重新迈入万辆交付新里程。如今，小
鹏又接连牵手大众和滴滴两个行业巨
头，形势一片大好。

小鹏汽车的创始人何小鹏，是一个
连续创业者，他性格坚毅，善于逆风翻
盘。1999年从华南理工毕业后，何小鹏
没有去国企端彼时人人羡慕的“铁饭
碗”，而是加入民营企业亚信科技。在亚
信，何小鹏给自己注入了“互联网产品

人”的基因，为以后的创业打下坚实基
础。2004年正值PC互联网的黄金时
期，何小鹏创建UC，艰难地进军当时处
于萌芽状态的移动互联网。10年后，阿
里巴巴40亿美元并购UV，36岁的何小
鹏实现财务自由。

2014 年，头顶“PPT造车”帽子的
新能源汽车，还看不到未来，就连而今
如日中天的比亚迪，都还在艰难度日。
这一年，小鹏汽车成立，何小鹏干脆亲
自下场造车。面对困局，有的车企选择
增程式技术，有的选择插混车型，有的
选择换电模式，各种曲线救国方式。但
何小鹏带领小鹏汽车坚持纯电路线，死
磕智能技术，终于迎来如今的春天。无
论终局如何，在新能源造车这场逆风局
里，小鹏不仅稳居牌桌上，而且还是一
个实力玩家。

何小鹏善于逆风翻盘

MONA 曾经承载着滴滴造车的野
望，它曾是滴滴从合作造车走向自主造
车的关键一步，他们为此投入了大量资
源。根据交易公告，滴滴这一项目在
2022年、2021年分别净亏损26.38亿元
和7.63亿元人民币。

“滴滴前期投入了几十亿元，这款
智能电动轿车完成度非常高，”小鹏联
席总裁顾宏地评价，“这对于小鹏来说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资产。”

2016年，滴滴成立自动驾驶团队，
并在之后几年获得北京、上海、苏州等
地的路测资格。2020年6月，滴滴在上
海落地自动驾驶载人示范应用项目，这
也是滴滴首次向公众开放自动驾驶服
务。

2017年，滴滴还找到北汽、一汽、吉
利和广汽等车企，希望与车企共同打造
网约车，并最终锁定了两个合作方——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

据了解，当时滴滴的计划是，与成
本能力控制最强的比亚迪合作D1车
型，定位快车；与产品能力最强的理想
汽车合作一款 MPV，定位优享。但
MPV计划最终流产，双方一拍两散。

一位业内人士总结滴滴放弃造车
的原因：一是新能源车价格内卷，D1
产品不顺利，D2 进展也不如预期，高
层对于自主造车业务不笃定；二是滴

滴回港上市之前需要聚焦主业，提高
网约车的市占率；三是生产资质问题
短期内无法解决。“滴滴剥离达芬奇这
个‘不良资产’，小鹏也用低价收购了
一个相对成熟的车型，对双方来说是
双赢。”

在2021年后涌现的“最后一波造车
新势力”中，滴滴已经暗自退场，只剩下
小米、百度这两家头部企业还在坚持。
当然，可能会有人会认为，是“造车资
质”劝退了滴滴造车。

据知情人士透露，嘀滴创始人程维
的老家江西，此前已为滴滴疏通了资质
的事宜。曾多次传闻提供代工合作的
国机智骏，其工厂也正位于江西省赣州
市。造车资质，大概率不是程维“弃车”
的直接导火索，或许对市场竞争的悲观
情绪才是。

但眼下，“偷偷摸摸式”造车仍在
继续。在“滴滴弃车”之前，百度甚至
为了把车量产，连夜更改了已经开过
发布会的品牌名称。而小米为了保证
项目的推进，在年度重磅发布会上对
造车事宜也只字不提。还有，石头科
技创始人昌敬，为了拿一张“准生证”，
不惜玩起来“套娃公司”模式，第一场
新品发布会就连自己创始人都不敢抛
头露面。
据象视qiche、新零售智库、虎嗅、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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