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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AI技术突飞猛进式的发展，智能化的

场景和边界被进一步拓宽，未来智能将如何赋

能并改变汽车，充满让人激动的想象空间。

根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中心等权威机构的预测，到2030年，我

国“车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产值增量

将达到25825亿元，市场主流地位进一步巩固。

驱动这一增长的核心力量，正在从动力形式的

变革向技术智能化的跃升转移。国际数据公司

（IDC）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乘用车市场

中，符合L2级组合驾驶辅助标准的新车已占比

59.7%，其中10万元以上中高端车型的占比更

是接近70%。这一趋势显示，基础智能化正在从

选配功能转变为标准配置，汽车产品的科技含

量和智能属性正成为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预

计到2026年，基础智能化功能将实现全覆盖，

智能化将成为行业竞争的基本盘。

未来智能化对于汽车行业而言，绝不仅仅

是一个“卖点”，更是一个“赛点”，意味着掌握

最多算力、算法和数据的企业可以在研发速

度、生产速度、销售效率、服务体验、生态建设

上全面领先，进而掌握行业的主攻权和定价

权。而“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也将

为云服务商创造巨大的市场机遇，这种市场机

遇不仅体现在营收层面，更意味着谁率先掌握

了生成式AI在行业的领先实践经验。在此背景

下，车企纷纷加大研发投入，以技术突破巩固

自身优势。2025年一季度，比亚迪研发费用达

到142.23亿元，甚至超出同期归母净利润。比

亚迪方面表示，重研发、轻短期利润的策略已

深植企业基因。在过去14年中，其有13年研发

投入高于净利润，累计研发总额已突破1900亿

元。这种长期主义思维，正是其持续领跑的重要支撑。

不仅是比亚迪，更多车企也在加速技术布局。中通客

车、北汽蓝谷等多家公司2025年一季度的研发费用同比

增速均超过50%。技术研发已从应对竞争的被动手段，转

变为驱动成长的主动战略。当前电池、电驱、智能驾驶等

关键技术的自主化趋势愈发明显。通过垂直整合与平台

化设计降本增效，成为企业抢占市场先机的重要路径。尤

其是在高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与此同时，30万元以上车型正在成为新的市场争

夺焦点。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AI大模型等先进技术

不断涌现，国产品牌也借此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突破步

伐。问界、仰望等品牌正凭借在智能化领域的持续投

入，快速树立技术和品牌双重优势，成为新一代中国高端

车的代表。 李永钧

2025年，中国汽车行业迈入“大

整合”时代，这一趋势由市场竞争加

剧、新能源转型压力以及国家政策

引导共同推动。这场以规模效益为

核心的变革，既是应对全球竞争的

关键，也是行业做大做强的良方。唯

有通过整合凝聚资源、才能让中国

汽车从“大而散”迈向“强而精”，夯

实“世界第一汽车市场”的基石。

掀起“整合风暴”
在汽车行业淘汰赛加速演进的

情形下，今年以来，多家知名车企密

集掀起“整合风暴”。蔚来旗下子品

牌乐道、萤火虫多个组织部门架构，

被整合进蔚来体系。吉利汽车正在

推动多个品牌回归“一个吉利”。其

最新动作则是，计划收购极氪已发

行的全部股份。如交易完成，极氪将

与吉利汽车实现完全合并。其实，在

推动极氪与吉利汽车完全合并之

前，几何、雷达等品牌已被纳入吉利

银河体系，今年2月份，极氪刚完成

对于领克的合并。

最近令人注目的是央企整合重

组——东风与长安筹划合并。今年2

月，东风汽车与长安汽车宣布筹划

重组。但最新消息显示，长安汽车母

公司兵器装备集团通过分立方式将

汽车业务独立为央企，由国务院国

资委直接管理，长安汽车成为新央

企的核心资产。此举旨在优化国有

资本布局，提升专业化运营能力。

“整合”刻不容缓
从中国汽车产业的全局来看，

这场大整合迫在眉睫。最近十年，

中国汽车业完全可以用三个字总

结——大、多、小。

首先是规模之“大”，2024年，中

国汽车实现了3143.6万辆的总销

量，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286.6

万辆。这两个数字，都是世界第一。

两个世界第一之下，中国开始拥有

世界头部级别的大车企。2023年，比

亚迪成为第一家全球销量前十的中

国品牌车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它

的销量与营收双双超越了特斯拉，

是双料的世界第一。

其次是“多”。规模之大的另一

边，是中国还涌现出全球最多的新

车企。即便已经倒下一批造车新势

力，淘汰一批旧势力，中国依然拥有

超过130家整车企业，这些企业又

累计拥有超千个品牌。

但在“大”与“多”的背后，就是中

国汽车的“小”。整个中国汽车行业，

中小企业比比皆是，即便是体量最大

的比亚迪，其全年427万辆的销量，

仍然不及丰田、大众的一半。如何缩

小这种差距，乃至于具备更强竞争

力，答案藏在汽车工业的本质里。

今天的汽车行业，只有规模，才

有足够的用户数量与数据，才能更

好地支撑AI创新与进化。通过兼

并、重组、整合的方式，把规模快速

做上去，既是中国汽车企业打造超

级车企与世界巨头全球竞争的优

选，也是避免进一步因为车企数量

多而导致恶意竞争和浪费的优选。

打造一流车企
“车企内部整合潮的兴起，旨在

提升竞争力、优化企业运营效率和

服务。深化改革不仅是时代的主题，

也是车企持续增强竞争力、实现壮

大的必经之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强调，随着中国

汽车领域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车

企必须不断提升竞争力，整合优势

资源，集中力量提升在智能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竞争力，从而形成强大

的全球竞争力，这是自主车企未来

发展的必然趋势。

2024年，中国汽车行业全年利

润率为4.3％。这一数据已经低于下

游工业企业6％的平均水平，汽车行

业需要通过整合管理架构来降低成

本、提升盈利能力，缓解经营压力。

全球汽车产业整合已进入战略

博弈阶段，中国车企需从规模优势

转向系统主导权，打造具备主导力

量的世界一流汽车集团。2025年的

“大整合”时代标志着中国汽车行业

从“百舸争流”转向“强者恒强”的格

局。通过重组、品牌优化及技术协

同，中国车企将在新能源与智能化

竞争中占据更有利位置，但成功的

关键在于能否在规模效应与创新活

力之间取得平衡。 雍君

中国汽车工业正在迎来“大整合”时代

上汽通用别克品牌日前

发布了5月销售数据：全系销

量40177辆，同比环比双增长，

创2025年月销新高。

最新数据显示，别克昂科

威“双子星”5月销量14109

辆，持续引领15万—20万级

燃油SUV市场。其中，昂科威

Plus创连续8个月销量同比翻

番的佳绩。

君越&君威销量 10045

辆，君越凭借越级实力和热门

改装附件，不仅同比增长超过

200%，更实现连续7个月的同

比增长。

别克GL8家族5月销售

13055辆，创2025年月度销量

新高，蝉联大型MPV月销冠

军。在新能源MPV市场，搭载

行业最强“真龙”插混系统的

GL8陆尚与GL8陆尊PHEV强

强联手，月销环比增长92%。

GL8陆尚上市首月即成爆款，

终端销售供不应求，助力GL8

家族持续巩固在MPV市场的

王者地位。

针对别克GL8陆尚的火

爆销售态势，上汽通用正全

力排产，并特别承诺：自下定

之日起45天

内完成车辆交付，如因别克

品牌自身原因导致延期交

付，从第46天起，别克将按照

每天100元予以用户补贴，延

期交付补贴上限3000元。

张云

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上汽

大众5月实现终端销售8.7万

辆，同比上升4.3%，前5月累

计终端销量近43万辆。上汽

大众近日携旗下明星阵容亮

相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大众

品牌首款全尺寸增程式SUV

概念车ID.ERA与全新上汽奥

迪A5LSportback、新AUDI品

牌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E5

Sportback迎来华南首秀，引发

强势围观。

5月，上汽大众途观家族

牢牢锁定中型SUV用户，终端

销量超1.6万辆；“中高级轿车

头牌”帕萨特家族同样势不可

挡，终端销量达1.8万辆；途岳

家族销量破1.2万辆。

豪华品牌方面，上汽奥迪

1—5月终端累计销量同比保

持增长，持续向上立未来。5

月，为致敬quattro技术诞生45

周年，上汽奥迪特别推出Q6

quattro纪念版车型，该车配备

quattro智能四驱系统，同时融

合旗舰级空间表现与领先科

技配置，致力于为全家人带来

安全、奢享的驾乘体验。

上汽大众将于6月14日

在广州举办一年一度的ID.

Festival，届时ID.3GTX套件

款也将正式上市，填补电车领

域GT文化的空白，实现“双向

奔赴”。 张云

日前，全球领先的消费者

洞察与市场研究机构 J.D.

Power正式发布2025中国新能

源汽车新车质量研究报告。新

车质量以平均每百辆车问题数

（PP100）表达，问题数越低，质

量越好。

研究数据表明，2025年行

业整体质量问题数为226个

PP100，较 2024年增加了 16

个，尽管总体质量问题数量呈

上升趋势，但增速已有所放缓。

故障类问题较去年增加了9个

PP100。纯电动和插电混动市

场的问题抱怨数分别为220和

234个PP100，较2024年分别

增加9和26个。

本次研究统计有以下亮点

发现：

智能化加速难掩基础功能

质量短板，新能源车型的信息

娱乐系统仍然是抱怨最多的问

题类别，总体抱怨数为31个

PP100。配置/操控系统/仪表板

类问题抱怨数增加最多，显示

出智能化进程高速发展下车企

对基础功能质量管控的“失

焦”。同时，唯有电池/充电问题

抱怨数下降。

PHEV与增程式车型销量

增长质量却同步下滑。PHEV

和增程式车型的PP100分别为

234个和235个，大幅高于纯电

动车型的220个，PHEV车型设

计问题增加明显，增程式车型

故障问题增幅突出。同时，信息

娱乐系统是PHEV与增程式车

型抱怨增加较为显著的类别，

分别增加5个和7个PP100。

MPV与越野车成为2025

年新能源市场中的“新热点”。

然而，MPV在质量上的表现尚

难匹配其市场热度，其PP100

同比上升幅度在三种车身类型

中最高，MPV前20大问题中，

有4个问题与座椅相关。而越

野车在产品表现上也存在质量

抱怨高、设计表现好的现象。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用户

对于续航里程和充电便利性的

焦虑感正成为历史，而智能座

舱与辅助驾驶相关的用户投诉

量上升，这一现象提示各车企，

在经历了大量堆砌科技配置的

发展初期后，必须回归用户体

验价值的本质。 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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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大众5月终端销售8.7万辆同比上升

别克家族月销量创年内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