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围
智能化重构竞争逻辑

在清华大学教授、汽车产业与技术战
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看来，“内卷的本质
是同质化，而差异化是产品的第一竞争
力。”

对于这一商业逻辑，头部车企已有清
醒认知。日前，记者在广汽埃安新能源汽
车的数字化车间看到，偌大的生产车间只
有少数几名操作人员在监控设备数据。
数字孪生系统将冲压模具的3D模型导入
云端，通过10万次/秒的力学仿真优化冲
压参数，使汽车车身结构件良品率从92%
提升至99.6%。在总装线上，工业大脑实
时分析着2000多条传感器数据，当系统
检测到某批次电池包尺寸偏差0.2毫米
时，AI会在0.5秒内重新计算装配轨迹，从
而避免生产线停滞。

不仅是数字化车间，综合来看，现今
我国汽车行业已构建起智能化的生态网
络，特别是整车生产端的智能化水平正逐
步提高。同时，汽车产业正在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与人机交互、智能网联车路云一
体化及高算力芯片等关键技术领域发
力。可以说，头部企业已率先走上以技术
创新重构竞争格局的道路。

其中，智能驾驶技术的普惠化成为车
企角逐的主战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表示：“2025年将成
为全民智能驾驶的元年。”

此前，受成本、技术等方面制约，搭载
高阶智能驾驶技术的整车售价主要集中
在20万元以上。高昂的价格成为智能驾
驶普及的最大阻碍。

这一局面有望被打破。“天神之眼”
是由比亚迪全栈自研的高阶智能驾驶系
统，采用比亚迪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芯片
与算法架构，并整合了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头部
企业的计算平台，实现软硬件深度融合。
今年2月10日，比亚迪宣布其全系车型即
将全面迈入高阶智能驾驶时代。

与此同时，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也联合十余家头部车企和供应链企业
共同宣布，将在智能驾驶层面开放合作。
其中，长安汽车计划，“天枢智驾”将在
2026年实现全场景L3级自动驾驶，2028
年实现全场景L4级功能。头部车企在智
能驾驶领域的一系列动作也凸显出差异
化竞争已刻不容缓。

仅仅依靠智能驾驶系统实现突围，还
不足以推动整个汽车产业链完成跨越式
发展，加速补齐“车规级芯片依赖进口”短
板也至关重要。

此外，在供应链方面，半固态电池、大
容量增程式系统、氢燃料电池等技术的并
行发展，不仅为市场提供了多元化选择，
也分散了单一赛道过度竞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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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重构竞争逻辑
中国车圈破内卷闯新路

销售人员（右一）向顾客介绍汽车近段时间，某汽车集团
与某汽车集团“合并重组”的消

息不绝于耳，这被业内视为国内汽车
产业以整合重组寻找新突破的重要信号。

2024年，国内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
3100万辆。成绩斐然的背后，隐忧也随之浮
现。全行业利润率同比下滑8%，超200款车
型卷入“价格战”，单车平均降价幅度达
9.2%。同时，产品同质化、利润缩水，让行业
深陷增量不增利的内卷漩涡。

2025年，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的大背景下，汽车产业如何发展？答
案或许在于“走出一条重构商业

模式的新路”。

长安汽车数智工厂总装车间

抉择
价格战还是价值战

从价格战到价值战，中国汽车
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变革。

2023年第三季度，某新能源汽
车品牌发布新款车型时，公司董事
长在现场表示，“每卖一辆车亏损
3.8万元。”

这一细节揭开了中国汽车行
业内卷的残酷真相。一是价格战
频发，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车企自
身的利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二
是产品同质化严重，这不仅降低了
消费者的购车体验，也限制了车企
的创新空间；三是创新能力不足。

内卷对汽车行业的影响是深
远的，它不仅降低了行业的整体利
润率，也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更重要的是，它阻碍了行业的
转型升级，让行业陷入到低水平的
重复竞争状态。这场以价格换市
场的消耗战中，真正受损的不仅仅
是企业的财务报表。某头部车企
研发负责人透露，原本规划5年完
成的智能驾驶系统研发，现在要压
缩到3年，但预算反而减少了20%。

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反内卷、
重构行业新生态势在必行。

近期，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
锡重磅发布了关于2025年中国车
市的展望报告。报告认为，目前这
场淘汰赛即将进入读秒阶段：无法
在一两年内推出合格智能电动汽
车的车企，以及处于巨亏但仍无法
向公众及投资者展示可信服的扭
亏战略的车企，可能会在这场淘汰
赛中“折戟”。

如今，中国汽车产业正处在年
产销3100万辆的历史节点，面临

“向上升维”的战略机遇。只有车企
开始比拼创新实力而非降价幅度，
行业竞争转向生态体系对抗时，中
国汽车产业才能真正实现从大到强
的质变。这场变革或许伴随阵痛，
但却是通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据证券日报、中国经营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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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整合潮起

以智能化技术为底座，以运转
顺畅的供应链体系为配套，中国汽
车产业构建了完整的智能网联产
业化体系，推动“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的跃升。但从行业未来发
展趋势来看，整合求变才能让汽车
产业打破内卷僵局，迈上“大而强”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其中，车企、品牌乃至产业链
资源的整合，是实现突破的契机，
也是汽车行业深度调整与转型升
级的关键环节。

2月初，某汽车集团传出或将
与某汽车集团合并重组的消息。
在业内看来，这标志着汽车央企正
从“规模竞赛”转向“效率优先”转
变，为行业资源优化提供新范式。

不只国企层面已经展开行动，
民营车企市场化并购重组也已经
有了实质性进展。

2月14日，极氪科技集团宣告
成立。新成立的极氪科技集团完
成对领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收购
及注资事项，交易金额近百亿元，
这也是2020年以来，全球最大的
汽车主机厂合并。如果合并完成，
世界第五大车企将就此诞生。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极氪科技集团CEO安聪慧
表示：“战略合并后，公司的研发投
入将显著降低，资金利用效率也将
进一步提高。此外，战略合并还将
在规模化的采购、制造、营销端中
后台的共享、服务、物流等多个领
域开始创造价值。”

从政策层面看，“合并重组”导
向很明确。工信部曾多次明确，鼓
励优质新能源汽车企业兼并重组，
做大做强，推动提高产业集中度。

据中航证券统计，2024年以来
发生的并购重组事件，主要集中在
汽车、机械设备、基础化工领域。
当前，汽车产业大扩张时代已经接
近尾声，产业将进入整合时代。

“行业的深度洗牌正是车企自
大而强的必经过程。然而想要打
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实现全产业链
的降本增效和深度协同，仍需在供
应链端持续发力。”北方工业大学
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
洪表示，当前，芯片企业、软件开发
商、能源服务商等跨领域参与者的
网状协作模式正在形成。

在业内看来，这种合作不仅促
进了零部件企业与整车企业之间
的紧密衔接，更整合了芯片、软件、
材料企业等资源，进一步推动了整
个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整
合上下游资源、建立紧密的合作关
系，企业能够降低采购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保障产品质量，从而增
强供应链的稳定性。

破局
“走出去”打破内卷

“走出去”也是打破“内卷式”竞争格
局的重要路径。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汽
车(包括底盘)出口量达640.7万辆，同比增
长了22.8%；出口额达8346.5亿元，同比
增长16.5%。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
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晓红认为，2024年
中国汽车品牌以质促量、产品加速迭代，
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这种优势不仅为中国汽车在国际市场上
赢得了更多认可和尊重，也为中国汽车产
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月10日，在2025布鲁塞尔车展上，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零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国车企大放异彩，多
款新车型和前沿技术成功吸引了众多欧
洲消费者的目光。

奇瑞汽车同样走在“出海”前列。
2024年，奇瑞汽车全年出口量达114.4万
辆，同比增长21.4%，业务覆盖全球11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目前，奇瑞汽车、长城汽车、长安
汽车、上汽集团等中国自主品牌通过自建
或收购的方式已在海外市场实现多点开
花，进行本土化运营。

在尹同跃看来，从汽车大国转变成汽车
强国，不仅要追求销量、规模的全球第一，更
要在技术创新能力、品质口碑等方面争取做
到全球领先。这意味着，中国车企“出海”路
径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输出”。

目前来看，头部车企已经走出了一条
新路。例如，比亚迪e平台3.0架构授权日
本丰田集团，重塑全球电动车技术标准；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法国雷诺
携手扩大在零排放和低排放车辆开发和
生产方面的战略合作；小鹏汽车与德国大
众集团签订电子电气架构技术战略合作
联合开发协议，全力投入CMP和MEB平
台开发电子电气架构。技术的反向输出
让车企实现了角色转变和实力跃升。

同时，中国车企也逐渐取得国际标准
“话语权”。日前，由中国联合德国、日本、
韩国、英国等国家共同研制的4项智能网
联汽车国际标准提案，已在国际标准化组
织成功立项。

中国汽车产业正以“反内卷”为支点，撬
动一场涵盖技术创新、生态重构、制度变革的
全面跃迁。这是一场从“规模扩张”向“价值
创造”的转型，经历过此轮阵痛，
中国汽车产业将构建一个更健
康、更可持续、更具全球竞
争力的产业新生态。

阿维塔12

4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