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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削减电动化投资是对市场动态的洞察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近日，日本本田汽车（以下

简称“本田”）发布声明称，将削

减电动化投资规划，增强混合动

力车型产品线。对此，专家表

示，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增速放

缓背景下，本田此举是应市场变化

做出的明智之举，对于我国汽车企

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削减电动化投资

本田在声明中称，因近期电

动汽车市场放缓，决定将2030年

电气化投资从10万亿日元减至7
万亿日元，降幅 30%。声明还表

示，目前市场对混合动力汽车的

需求很高，因此本田将进一步增

强混合动力车产品线，计划从

2027年开始的4年内在全球推出

13款下一代混合动力车型。

据了解，本田调整电动汽车

投资规划与其当前的财务表现

具 有 一 定 的 关 系 。 2024 财 年

（2024年 4月 1日-2025年 3月 31
日），本田营业收入为 21.69万亿

日元，同比增长 6.2%；净利润

835.8 亿日元，同比下滑 24.5%；

营业利润为 1.21万亿日元，同比

下滑12.2%。本田预计2025财年

（2025年 4月 1日-2026年 3月 31
日）营业收入为 20.3 万亿日元，

同比下降6.4%；营业利润为5000
亿日元，同比下降58.8%。

2024财年，本田营业收入增

长，净利润却大幅下滑。据本田

财报显示，本田摩托车业务销量

和营业利润均创历史新高，但汽

车业务销量却出现下滑，下滑主

要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

“本田的这一调整，主要是

基于近期电动汽车市场放缓。”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新质

生产力与元宇宙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会长吴高斌表示，电动汽车

的推广和发展，面临成本、充电

基础设施、消费者接受度等多重

挑战。与此同时，混合动力汽车

因其相对成熟的技术、较低的油

耗和较好的环保性能，受到了市

场欢迎。本田此举是为了更好

地适应市场需求，同时保持其在

汽车领域的竞争力。

“看上去本田此举有些出乎

意料，仔细分析却在情理之中。”

在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看

来，从传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特

别是纯电车型转型，并非简单地

将传统汽车的发动机替换为电

动机，而是涉及到从技术研发、

生产制造到供应链体系的全面

变革，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

时，自动驾驶技术和智能网联技

术也是纯电动汽车发展的关键

领域，同样需要大量的研发资

金。对于本田这样的传统车企

而言，既要维持现有的庞大传统

燃油车业务，又要在新兴的电动

汽车领域进行大规模投入，无疑

是巨大负担。

此外，当前市场需求的不确

定性，也是本田做出削减电动化

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尽管近

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取得显著

增长，但近期增速出现明显放

缓，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接受程

度参差不齐，充电基础设施不完

善、续航里程焦虑、电池衰减以

及较高的保险费用等问题，依然

是制约电动汽车市场快速发展

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车企对

于大规模投入电动化领域往往

会变得非常纠结和谨慎。

“本田削减电动化投资、加

码混动产品线的决策，其核心原

因是对‘节奏’和‘现实’的重新

认知。”知名商业顾问霍虹屹表

示，过去几年，全球车企在电动

化上的激进布局，更多地是对政

策导向和资本预期的回应。然

而，当市场逐渐从“战略叙事”转

向“盈利兑现”，问题开始浮现：电

动汽车市场虽有增长，但增速放

缓、竞争白热化、补贴退坡、技术与

基础设施尚不成熟，尤其是在北

美和东南亚等核心市场，消费者

对纯电动的接受度远低于预期。

混动技术优势明显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感受到，

专家们一致认为本田

暂缓对电动汽车的投

入而回归混合动力汽

车领域，是对自身优势

的充分利用。

“我认为本田提到

的‘混合动力汽车的需

求很高’是符合市场现

状的。”资深人工智能

专家郭涛表示，在电动

汽车发展尚未完全成

熟，充电设施不完善、

续航里程焦虑等问题

仍存在的情况下，混合

动力汽车作为一种过

渡 方 案 ，具 有 显 著 优

势：既能减少燃油消耗

和尾气排放，又无需担心续航问

题，驾驶体验也更接近传统燃油

车，满足了消费者对环保和经济性

的双重需求，因此市场需求大。

“本田在混合动力汽车领域

具备多方面的优势。”中国城市

发展研究院农文旅产业振兴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介绍说，

首先，本田在混合动力技术研

发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

丰富的经验。多年来，本田持续

投入研发资源，不断改进混合动力

技术，使其在动力性能、燃油经济

性和环保性等方面达到较高水

平。例如，本田的 i-MMD 混合

动力系统，以其高效的动力分

配和智能的控制策略，受到市

场的广泛认可。其次，本田拥

有 完 善 的 供 应 链 体 系 和 强 大

的生产制造能力，使得本田能

够 保 证 混 动 车 型 的 质 量 和 供

应稳定性，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产品的性价比。第三，本田

在 全 球 市 场 拥 有 广 泛 的 销 售

网 络 和 良 好 的 品 牌 口 碑 。 消

费 者 对 本 田 品 牌 的 信 任 度 较

高，有助于混动车型在市场上

的推广和销售。

重要的启示作用

“对于我国车企而言，本田

的声明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袁帅认为，国内车企应认识到

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不能盲

目跟风某一技术路线。在推进

电动化转型的同时，要充分考

虑市场需求和自身实际情况，

合理布局产品战略。对于混合

动力汽车领域，国内车企可以

借鉴本田的经验，加大技术研

发投入，提升混合动力技术水

平，开发出更具竞争力的混合

动力车型。同时，要注重产品

质量和品牌建设，提高消费者

对国内混动车型的认可度和信

任度。此外，国内车企还应关

注全球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先

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

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适应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王鹏认为，本田声明对国内

车企的启示主要有 4 点。一是

市场策略，多元化动力布局，灵

活应对市场变化，合理调整产

品与投资策略；二是技术研发，

加强混合动力技术研发，突破

电动化技术瓶颈；三是品牌与

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积极拓

展国际市场，制定针对性策略；

四是合作协同，加强产业链合

作，开展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

术与管理经验。

“更深层次的启示是技术演

进要基于真实用户价值，而非单

纯技术炫技。混动看似‘保守’，

实则是一种对用户痛点的精准

回应。一家真正有远见的车企，

不是看谁走得最快，而是看谁走

得最稳、最久。”霍虹屹说。

本报讯（记者于大勇）近日，

车百智库调研报告《关于自动驾

驶产业发展的思考》（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当前自动驾驶

领域的全球竞争已形成中美两极

格局，想要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构建完备的法律法规监管制度

与强化系统级能力和基础设施建

设，成为推动我国自动驾驶产业

蓬勃发展的关键所在。

该《报告》认为，美国在基础

研究及部分核心技术领域存在

先发优势，而我国具备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未来，我国仍需研究制定

与发展需求匹配的监管政策，以推

动超大规模市场向敢于采用创新、

愿意为创新付费的“领先市场”演

进，推动自动驾驶产业在应用实践

中构建全球竞争力。

在肯定自动驾驶市场前景的

同时，《报告》也指出了目前国内

自动驾驶领域存在的“3个缺失”

问题：一是在法律层面缺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的“上路权”条件，要求提交机

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而高级

别自动驾驶车辆处于验证阶段

没有整车合格证。单独针对自

动驾驶汽车立法难度较高，由此

《报告》建议针对机动车辆立法，

在车辆定义、研发、测试、应用、

事故责任中，涵盖自动驾驶相关

内容。

二是在行政法规层面缺失

机动车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智能网联汽车准入的行政法规

缺失，但缺陷产品召回法规已经

完备。由此《报告》建议现行行政法

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将机动车纳入调整范围。

三是在制定速度较快的行

政规章层面缺失汽车自动驾驶

适用规则。目前，相关国标只适

用于汽车的生产行为，约束不了

机动车的使用行为，由此《报告》

提出必须用法令规范生产者、销

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

为进一步加快推动我国自

动驾驶产业发展，《报告》认为，

一方面，车企和供应商应构建系

统层面安全体系。自动驾驶产

业的健康发展不仅要在算法上

持续突破端到端可解释性等挑

战，也要在系统层面、企业层面

构建安全能力。例如，广汽打造

包含全链路的安全研发体系、全

域安全技术和全时安全保障的星

灵安全守护体系；华为通过更聪明

的大脑、知行合一体系保障安全；东

风岚图致力于从全时速、全方向、全

目标、全天候和全过程五大维度

构建新的安全体系。

另一方面，运营商应加速构

建智能网联汽车基础设施。随

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行业对

于通信在内的基础设施提出了

新的需求和挑战，只有“广覆盖、

低时延、高可靠、场景化、低成

本”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才能

满足智能网联汽车在不同场景

下对信息交互、数据存储和应用

响应的相关需求。当前，运营商

正在积极构建包括算力、数据、

行业模型、安全体系在内的基础

设施，以满足行业新场景需求。

例如，中国联通旗下的联通智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积极探索多

种网络协同、多级算力融通、多源

数据融合、多种应用共荣。

加快制定自动驾驶监管制度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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