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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北京时间 10 月 11 日，特斯拉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主题为“We, Robot”的 Robotaxi 演示活

动。在此次发布会上，市场期待已久的特斯拉 Robotaxi 正式发布，马斯克亲自试乘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踏

板的“Cybercab”无人驾驶出租车新品亮相发布会。 

 

特斯拉 Robotaxi 之路 
特斯拉在自动驾驶出租车领域的布局可以追溯到 2016 年，当时 CEO 埃隆·马斯克在其《Master Plan 

Part Deux》中首次提出了 Robotaxi 的构想。该计划旨在将全自动驾驶技术的特斯拉汽车纳入一个名为

“Tesla Network”的出租车服务网络，这不仅包括特斯拉公司自有的车辆，也包括私人特斯拉车主愿意

共享的闲置车辆。 

 

2019 年 4 月，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日活动中，马斯克进一步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预计在 2020

年推出 Robotaxi 项目。他预测，到 2020 年中期，将有大约 100 万辆具备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的特斯拉汽

车上路，车主可以将车辆加入网络以赚取收入，预计每年可赚取高达 3 万美元。 

 

然而，由于完全自动驾驶技术面临的挑战，包括技术难题、安全保证、监管审批以及数据和硬件的限制，

特斯拉 Robotaxi 的推出时间表遭遇了推迟。2022 年 4 月，马斯克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透露，Robo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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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生产将延后至 2024 年。 

 

到了 2024 年，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特斯拉计划在 8 月 8 日推出 Robotaxi，并表示特斯拉将在当

年向自动驾驶技术投入超过 100 亿美元。随后，特斯拉又将发布日期推迟至 10 月。 

 

10月 11日，特斯拉 Cybercab正式发布，引发全球关注，同时可能也开启了这一领域的新篇章。Cybercab

除了开篇提及的没有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的特点外（代表着特斯拉对其全自动驾驶技术的信心），还采

用了鸥翼门设计，车型是一辆未来感十足的双门轿跑。 

 

马斯克表示，预计 Cybercab 的成本将低于 30000 美元（约合人民币 21 万元），交通成本约为 0.2 美

元（目前 1 美元）每英里。预计将于 2026 年投入生产。 

 

马斯克还表示，预计特斯拉将在明年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启动无人监督的完全自动驾驶（FSD）

功能。而搭载 FSD 的 Robotaxi，比人类驾驶安全 10 倍左右，能让车更加安全，让大家在车上的时间

和手机使用时间一样，愉快、享受、安全。 

 

资料来源：特斯拉官网 

 

特斯拉 Robotaxi 之路走了近八年，如果算上到 2026 年投产，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特斯拉对 Robotaxi



特斯拉强势入局，Robotaxi 行业竞赛升温                                                             2024-10-11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3 / 8 

投入巨大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期望通过降低成本来夺取出行市场的更大份额。根据华福证券的研究

报告，Robotaxi 在运营成本上具有显著优势，每公里的成本仅为 0.81 元，比传统燃油汽车节省了 58%，

与传统电动汽车相比也减少了 43%的成本。 

 

此外，面对电动汽车市场的白热化竞争，特斯拉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减弱，根据 2024 年上半年财报显

示，特斯拉的营收同比下跌了 3%，为 468 亿美元。股价也在上半年累计跌超 20%，市值蒸发超 1600

亿美元。 

 

因此，专注于 Robotaxi 成为了马斯克的必然选择。而马斯克此前的构想也是如此，Robotaxi 和 Optimus

将成为特斯拉新篇章中两大重要业务板块。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马斯克表示“Robotaxi 将为公司市值

带来 5 到 10 万亿美元的增长，加之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贡献，最终特斯拉总市值将达到眼下苹果的

10 倍，超过 30 万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特斯拉也在探索将 Robotaxi 服务引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 

 

国内 Robotaxi 现状 

中国和美国在 Robotaxi 商业化进程方面均属于第一梯队。国内 Robotaxi 赛道经历过前几年阵痛和洗牌，

2024 年以来再度成为焦点，上半年国内 Robotaxi 热度不逊于这次特斯拉的发布会，促使这一局面的因

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当前国内政府已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置于战略高度，国内主要一二线城市已

在政策维度开放试点准入，监管积极开放，扩大路测范围，并探索产品准入和商业化运营的初步规则定

义，截至 2024 年 6 月，有 51 个城市出台自动驾驶试点示范政策，其中，武汉、北京、重庆、深圳、广

州、杭州、上海等七座城市向多家企业发放了无人车资质，先后进入全无人商业化试点阶段。 

 

二是技术创新，成本有效降低。行业核心参入者正逐步推动技术突破、优化供应链、激光雷达成本下降、

人力成本降低（安全员人车比 1：3）、算法优化运营效率提升，促使 Robotaxi 单位服务成本逐步下降。

2023 年后，Robotaxi 开始采用前装量产方案，车辆成本降至约 10 万元，传感器成本降至 8 万元以内，

改装成本降至 1 万元，总计约 22 万元，较过往 45 万单车成本降低了一半。每年维护和运营成本降至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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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万元，较过往 15 万运营维护成本降低了一半。 

 

三是玩家加速推进。国内百度、如祺、文远等玩家均在加速推进落地，完善出行服务运营和车辆服务运营

体系。 

图表 1：国内部分城市开放 Robotaxi 测试和运营情况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慧博资讯、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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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及运营模式特点 

就整个产业而言，Robotaxi 的产业链初步形成，商业模式也呈现多样化发展。Robotaxi 产业链可分为上

游的材料工具端、中游的生产技术端和下游的应用服务端。上游包括芯片制造、传感器、定位系统和硬件

集成等，这些组件是高阶智驾技术的基础，L4/L5 级别自动驾驶落地需要具备全域集中式控制、高算力、

完备线控底盘、高速数据互传等能力。 

 

中游主要是车辆制造、软件开发，涉及电动车厂、整车厂和 Robotaxi 企业，负责生产和组装自动驾驶车

辆，以及提供 Robotaxi 技术，中游瓶颈主要体现在整车架构以及智驾算法方面。下游是 Robotaxi 出行

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应用端，如出行平台和 Robotaxi 车队的建设和运营，随着政策的支持以及 Robotaxi

运营成本的下降，下游市场有望实现加速发展。 

图表 2：Robotaxi 产业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Robotaxi 玩家主要有三类：自动驾驶技术公司、主机厂/车企、出行服务运营商，三者各有特点优势。自

动驾驶技术公司主要是以技术优势提供 Robotaxi 软硬件解决方案，代表企业包括谷歌、亚马逊、百度、

文远知行、小马智行等；主机厂/车企的特点主要是生产 Robotaxi 车辆，甚至布局 Robotaxi 的自研，代

表企业包括特斯拉、小鹏、广汽、上汽、丰田等；出行服务运营商主要是流量和运营方面有优势，提供

Robotaxi 打车平台，以及平台运营、资产运营等工作，代表企业包括如祺出行、滴滴、T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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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axi 商业运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独立运营，布局全产业链包括技术研发、整车制造/自行采购并

改装车辆、平台运营，例如 Waymo、特斯拉、百度等，独立运营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求很高。二是

主机厂+Robotaxi 技术公司+出行平台合作，而后两者界限较模糊，这种运营模式也是主要合作方式：一

方提供技术，一方提供汽车，合作运营。例如，小马智行与丰田的合作，通过整合双方资源，共同推进自

动驾驶车辆的市场应用。滴滴和广汽埃安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安滴科技。 

 

市场有多大？ 
在市场规模方面，随着 Robotaxi 技术成熟、成本下降、用户接受度提高， Robotaxi 的市场份额也将迅

速扩大。据 Frost&Sullivan 预测，2024 年中国 Robotaxi 市场约 3 亿人民币，到 2030 年将达到 4,880

亿元人民币，2024-2030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47.7%，到 2035 年将达到 1.6 万亿，2030-2035 年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 27.4%。2024 年全球 Robotaxi 市场约 6 亿人民币，到 2030 年将达到 8,349 亿元人民

币，2024-2030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38.8%。到 2035 年将达到 3.2 万亿，2030-2035 年年均复合增

长率达 31%。 

图表 3：全球及中国 Robotaxi 市场规模预测 （亿人民币） 

 

资料来源：如祺出行、Frost&Sullivan、西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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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 
不过整体而言， Robotaxi 商业化处于初始阶段，行业参与者仍然面临技术、成本、市场接受度等方面的

挑战。 

一是技术方面，目前自动驾驶技术仍未完全成熟，尤其是在复杂路况和极端天气条件下的感知、决策和控

制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 

二是成本依旧高昂，如何降低成本是实现商业化落地的关键，未来几年仍要靠补贴烧钱来开拓市场，因此

资金压力比较大，融资需求也比较急切，2023 年以来有 12 起融资案例，融资金额基本在亿元以上；另

外小马智行、文远知行、享道出行、T3 出行、如祺出行（7 月已上市）等企业都在加快 IPO 进程。 

图表 4：2023 年以来 Robotaxi 赛道主要投融事件 

融资方 地域 融资时间 融资轮次 融资金额 投资方 

小马智行 北京市 2024-10-10 战略融资 2700 万美元 广汽资本 

享道出行 上海市 2024-08-02 C 轮 超 10 亿人民币 未披露 

轻舟智航 北京市 2024-06-14 C 轮 数亿人民币 国鼎资本等 

文远知行

WeRide 
广东省 2024-06-13 战略融资 2000 万美元 广汽资本 

毫末智行 北京市 2024-04-23 B2 轮 3 亿人民币 九智资本等 

如祺出行 广东省 2024-03-21 B+ 轮 未披露 未披露 

毫末智行 北京市 2024-02-22 B1 轮 超 1 亿人民币 武发投资等 

小马智行 北京市 2023-10-24 D2 轮 1 亿美元 
NEOM Investment 

Fund 等 

T3 出行 江苏省 2023-07-27 A+ 轮 超 10 亿人民币 洪泰基金等 

如祺出行 广东省 2023-06-21 B 轮 8.42 亿人民币 未披露 

元戎启行 广东省 2023-04-07 
未公开事

件 
未披露 东风资产 

驭势科技 北京市 2023-03-24 C 轮 数亿人民币 东风资产 

资料来源：来觅数据 

三是公众接受度有待提升，一方面部分公众对 Robotaxi 的安全性仍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前段时间

Robotaxi 在武汉与行人相撞事件引发热议，另一方面是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等就业问题也是 Robotaxi

大规模商业化的阻碍。 

四是安全责任认定需要进一步明确， Robotaxi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商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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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自动驾驶车辆配备多种类型的传感器，会收集大量的数据，这对运营企业的数

据安全及隐私保护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需要遵守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确保数据的合法合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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