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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造车的“围”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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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立项

当天下午，小米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拟

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负责智能电动汽车业

务，首期投资为100亿元人民币，预计未来10

年投资额100亿美元，雷军将兼任智能电动

汽车业务的首席执行官。

雷军也在个人微博上宣布，小米董事会

当日正式批准了这项决议，小米智能电动汽

车项目正式立项。

当时，网友纷纷在雷军微博下表示：“年

轻人的第一台车来啦！”还有网友向雷军喊

话：“雷总考虑定价1999（元）吗？”

晚上的发布会上，雷军以自己和特斯拉

创始人马斯克在多年前的合影为背景，谈了

他关于造车的想法。

雷军坦言，自己从2021年1月15日才开

始调研造车，在过去75天内，进行了85场业

内拜访沟通，两次正式董事会。

小米公司官微当夜也发文称，这些年来，

造车的事在小米高管会上偶尔讨论过几次，

但直到今年1月15日，应董事会要求，才开始

认真研究电动汽车行业。

“别人都说，汽车行业动辄几十亿、上百

亿的投资，一招不慎就损失惨重，别人都用

五六年的时间做准备，你们可以吗？”雷军感

慨道，“当初进入智能手机行业时，我们一无

所有，通过十年打拼，我们取得了今天的奇

迹，成了世界500强的企业之一，今天我们还

有没有十年前一样的勇气和决心，这是我反

复思考的关键点。”

之所以下定决心，雷军称，今天的小米已

经有了一些积累，2020年年底现金余额达到

1080亿元，有10000多人的研发团队，今年还

要增加预计5000人，“有全球前三的手机业

务，全球最好的智能生态，我们亏得起，能够

打一仗”。

未雨绸缪

关于小米造车的消息，今年多次被曝光，

并在过去几个月被热烈讨论，虽然雷军说自

己今年1月才开始调研造车，但小米在这方

面的积累已有多年。

专利方面，天眼查App显示，小米关联

公司已申请多项汽车相关专利，包括“后视

镜调整方法、装置及终端”“车辆控制方法和

装置”“控制汽车的方法及装置”等。其中“后

视镜调整方法、装置及终端”的专利摘要显

示，本发明可使用户进入到汽车之后，不需

要手动调节后视镜寻找合适的后视镜反射

视野，为用户带来便捷，提高了用户体验；“车

辆控制方法和装置”的专利摘要显示，本公开

属于自动控制技术领域，可在自动控制车辆

停车的过程中，优化停车效果。

商标方面，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

2012年以来，在“运输工具”国际分类内陆续

申请注册了“XIAOMI”“小米”等多个关联

商标，商标状态多为“商标已注册”，其中

2020年6月申请注册了“小米车联”商标和相

关图形商标，国际分类涉及网站服务、科学仪

器等，目前该商标状态为“商标申请中”。

此外，据雷军透露，过去七八年的时间，

小米参与了10家电动车公司的投资。天眼查

App显示，2015年，雷军通过顺为资本参与了

蔚来的A轮融资；2016年和2019年，小米两度

投资小鹏汽车；去年12月，小米与比亚迪共同

创立联合实验室，搭建技术开发平台。

产业观察人士许意强认为，小米造车的

原因，其实应该是看到了两点：一是车也是硬

件，跟手机、家电一样，在5G时代和物联网大

背景下，一旦与家电、手机互联，就会释放出

新的商业想象空间；二是以智能汽车为代表

的物联网，正在取代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

联网时代，将会创造更多、更大的生活娱乐方

式和空间，车家智联更是顺理成章的。

汽车行业分析师张翔指出，小米作为一

家科技公司、一家上市公司，要保证股价和市

值的增长，必须开发新业务，寻求新的增长

点，而最近一两年，新能源板块特别火热，小

米瞄准这个行业也是合理的。“而且之前苹

果、华为、百度等企业涉足汽车领域，都给了

小米启示。”

生态布局

按照小米公告的内容，造车计划首期投

资为100亿元人民币，预计未来10年投资额

100亿美元。

“小米这个投资规模，也就是首期投入

100亿元，后续再不断投入，对于电动汽车入

门来说是可以满足的，之前蔚来和小鹏也公

布了他们造车的投资门槛。”张翔说。不可否

认，造车是个烧钱的行业，蔚来汽车董事长

李斌曾说，“200亿元只是一个门槛”；小鹏汽

车董事长何小鹏也说，没有接触到汽车产业

之前，以为融到100亿已经足够了，可实际操

刀却发现，就算有200亿，对于汽车产业来说

同样算不得财大气粗。

不过，当天晚上在发布会上，雷军没有透

露更多关于造车的方向。有报道称，一位小

米内部人士透露，小米造车团队目前已经搬

到产业园内A栋一起办公，有多个小米内部

团队加入。虽然小米造车由雷军兼任CEO，

但具体执行将由王川负责，小米内部多个小

部门的负责人都已经并入造车团队，其中包

括人工智能部的多位管理人员。另外，据澎

湃新闻援引彭博社报道，小米计划将汽车组

装业务外包给合同制造商，且没有计划选择

“老牌”汽车制造商。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小米方面，对

方表示，目前都以公告信息为准。

“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进入造车行业，小

米和传统车企相比是有优势的，包括品牌知

名度、用户基础、供应链能力、成本控制能力

等。”在张翔看来，小米已经打造了一个比较

完善的软硬件生态链系统，软件诸如一些

App可以拓展到汽车上去，智能硬件比如电

饭煲、音箱、电灯等，未来也可以和智能汽车

打通，这也是物联网的发展方向，现在少数

车企已经可以在汽车屏幕上控制家里的一

些电器，所以小米可以把自己的生态系统拓

展到汽车行业。

另外，张翔补充道，小米在造车上的经验

是空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将汽车的

软件设计、人机界面的设计、汽车造型的设计

做好，把底盘的动力系统交给合作伙伴来做，

分工明确，加速新车的上市。“小米汽车如果

在一年或者两年后能上市交付，还是能在市

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的。”

而在许意强看来，造车其实就是一场资

本的豪门盛宴，小米的底气应该不是资本的

雄厚以及平台的强大，而是用户的黏性和认

知。以年轻人的第一台新能源车为突破口，

或许值得期待。“但目前无法判断小米造车能

否成功，造车这条赛道上已经很拥挤了，聚集

了房地产企业、电池企业、新能源企业，以及

互联网企业等等。最终能否成功主要还是取

决于企业的战略决心和投入力度，如果只是

追风口、凑热闹，那就很难说了。”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三道红线”转绿档 世茂集团目标3300亿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随着更多场景

的出现，以及用户需求持续爆发，数字音乐展

现出更大的发展空间。3月30日，腾讯音乐娱

乐集团旗下由你音乐研究院发布《2020年华

语数字音乐年度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

书》）。

数据显示，2020年华语新歌数量达到

74.8万，同比2019年增长216%，并超过了

2017-2019年三年的总量。进行平均计算后，

也就是说在去年全年每天会有2049首新歌被

创作出来，每小时会诞生85首。

而在播放量方面，2020年华语新歌播放

量占华语歌曲总播放量的23.7%，与2019年

相比，占比扩大了2.4%。与此同时，2020年全

年播放量超过1000万的华语新歌数量也较

2019年同比增长了6.8%。

另一方面，互联网使得音乐发行和传播

门槛大为降低，于是更多音乐人有机会独立

创作和发行歌曲，从而在市场中崭露头角。报

告显示，2020年腾讯音乐人总入驻人数较

2019年增长高达131%。各大平台对音乐人的

资金扶持政策，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音乐

人的收益痛点，激励更多唱作人发行音乐作

品。2020年发行新作的唱作人人数同比2019

年增长45%，尽显行业“原创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个跨界场景中，用户

均对音乐作品展现出更高的需求。以影视音

乐为例，数据显示，伴随着影视IP在影视音乐

的生产制作及营销传播投入的增加，2020年

影视OST总产量保持上升趋势，同比增长

43%。而在游戏音乐方面，2020年播放量突破

1000万次的游戏音乐共达到18首，数量较

2019年同比增长80%。此外，国漫音乐近年来

也保持着快速发展，并在2020年保持生产总

量上升趋势，达到385首，同比增长42%，而国

漫歌曲播放量整体则增长178%。

在业内人士看来，多种跨界场景激发出

的音乐需求，背后也反映出用户的喜好更加

丰富且多元化。据《白皮书》显示，2020年单

曲播放量排名最高的1万首华语新歌中，六

大垂类曲风（说唱、国风、摇滚、民谣、R&B、

电音）歌曲数量共计1186首，同比增长

49.6%。其中，华语国风、R&B类歌曲拥有更

多的女性听众，华语摇滚类歌曲拥有更多的

男性听众。而若按照年龄来观察用户画像，

华语说唱、R&B类歌曲拥有更多22岁及以下

听众，华语摇滚、民谣类歌曲则拥有更多

23-30岁听众。对此，《白皮书》指出，不同曲

风的用户年龄结构呈现出较大的分别，垂类

音乐的根基是垂类文化，每一代人都有其鲜

明的文化风向标。

在乐评人张浩看来，用户喜好的多元化，

也将进一步推动音乐市场的内容供给，让更

多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组合创作出风格多

样的音乐作品，而当优质作品出现后，也会再

次带动用户需求的增加，从而激发出推动音

乐市场持续发展的更大内在动力，也让市场

更为活跃，有生命力。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荣蕾）3月30
日，世茂集团举行线上业绩发布会。在顺利

完成2020年度3000亿元的销售目标后，世

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许世坛于业绩

会上对外宣布，2021年的合约销售目标为

3300亿元，较上一年度3003.07亿元的签约

额增长约10%。

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世茂集团实现

营业额1353.5亿元，同比增长21.4%；毛利

额396.7亿元，同比增长16.2%，毛利率达

29.3%；核心利润191.4亿元，同比上升

24.9%；股东应占核心利润152.2亿元（包含

物业股权处置收益），同比大幅上升45.2%。

销售方面，2020年，该集团实现签约额

3003.07亿元，同比上升15.5%；签约面积

1712.6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6.8%。

房企规模的增长离不开土地端的支

持。投资力度大，有助于扩大规模；投资力

度小，也可能导致规模增长缓慢，甚至在行

业内掉队。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

31日，世茂集团权益前土地储备约8175万

平方米，货值约13800亿元，同比增长6%，

遍布超100个核心城市，434个项目。其中，

一二线城市货值占比72%，其中，粤港澳大

湾区、长三角及华北区分别增长至3950亿

元、3450亿元和2500亿元。

充足的土地储备，被该集团管理层视

为2021年合约销售目标达成的重要保障。

据透露，世茂集团2021年可售资源约5550

亿元，其中，一二线连同强三四线占比

87%，若按60%的去化率去计算，可以达

成年度3300亿元的目标，目标增速是10%

以上。

谈及接下来的发展战略，许世坛表示，

2021年，迈入第五年高质量增长，世茂将进

一步提升资金管控力，强化运营力，夯实产

品品牌力，统筹推进“大飞机战略”。据其介

绍，大湾区目前已成为该集团土储面积最

大的地区，达到近4000亿元，未来，世茂在

大湾区的策略还是要做好深耕。

2020年，世茂集团所推行的多元业务

发展模式被冠以“大飞机战略”，展现在公

众面前。其中，地产开发是核心主体；酒店

管理、物业服务、商业办公、文化娱乐则为

坚实双翼；高科技、医疗、教育、养老、金融等

投资，成为世茂平衡发展的“关键尾翼”。数

据显示，2020年内，世茂酒店、商娱、服务三

大专业公司实现收入86.3亿元，计划完成率

达99%，同比增速33%。

2020年，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房

地产金融调控政策频出，“三道红线”成为

业内的热议话题。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

潘浩指出，根据世茂集团年度报告披露，依

照“三道红线”融资新规，世茂集团剔除预

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68.1%；净负债率

为50.3%；现金短债比为1.16。根据贝壳研

究院统计，世茂集团2020年年度指标全部

达标，较2019年成功下降一档，“由黄转绿”

跻身“零踩线”阵营。

对于现阶段的负债水平，世茂公司管理

层直言，“三道红线”指标已成为集团财务内

部的重要管理指标。

“即使没有国家调控政策，公司近年来

也一直主动地控制负债规模，目前世茂已经

是绿档企业。”世茂集团财务管理中心负责

人汤沸表示，2021年集团仍然会通过几方

面进一步加强管控，包括提升集团的销售区

划力度，确保按揭回款，促进资金回笼，合理

地铺排投资计划和预算，达成经营性的现金

流为正。

对于世茂集团近年来的发展，诸葛找房

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陈霄表示，自2016年

以来，世茂集团销售业绩保持稳定持续上

升，这与其适时的战略调整密不可分，相对

充足的土地储备以及销售战略都为其提供

了良好的支撑。

“并且，世茂近年来积极开展多元化业

务，在商业、酒店、旅游地产等方面均有布

局，整体来看，世茂集团在全国布局上已经

布局了绝大部分重点区域，并且多元化业务

也达到稳定状态，今年设置了3300亿元的

销售目标，10%的增速，在‘三道红线’新规

之下，这样的指标设置对于世茂集团来说是

较稳的。”陈霄分析称。

国风大热、原创爆棚 数字音乐需求激增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在3月30
日晚举行的小米新品发布会上，小米创始

人兼CEO雷军宣布小米首款专业影像处

理芯片澎湃C1正式发布。这是一颗由小米

自研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它脱离SoC，

独立在主板之上。

早在2014年，小米就成立了松果电子

公司，负责芯片研发设计。2017年，小米发

布首款手机芯片———澎湃S1，该款芯片适

用于小米手机产品，为手机处理器芯片，

使得小米成为继苹果、三星、华为之后的

第四家能够自主制造手机芯片的手机厂

商。但此后，澎湃芯片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迟迟没有发布。

去年小米10发布之际，有人曾问雷

军，你们澎湃芯片还做不做，雷军表示芯

片研发遇到困难，但并没有放弃对澎湃的

研发。

时隔4年，澎湃C1芯片正式亮相，自研

芯片终于再度回归。值得注意的是，澎湃

C1和澎湃S1并不是同一种芯片，S1是核

心的处理器，而C1只是图像处理芯片。

不过，不管是处理器还是图像处理芯

片，小米这个时候发布新一代产品，不仅

是环境所迫，也是自身需求。

今年以来，全球汽车、手机、家电等产

业深受“缺芯”之苦。此前，小米中国区总

裁卢伟冰也曾公开表示：“RedmiK30系

列销量超过1100万台，但遭遇了严重缺

货，尤其是至尊版，至今难以满足需求。”

他表示，芯片太紧缺了。“不是缺，是非常

非常缺。”

除了缺芯的环境所迫，自研芯片也是

小米向高端手机市场发力的推动力之一。

“高端化一直是小米发展中的难题，

这也是小米以高性价比起步带来的后遗

症。品牌向上发展本来就很难，再加上高

端手机市场有传统的苹果、三星形成屏

障。”通信专家马继华说，品牌高端化与产

品高端化并非同步，即便推出配置极好、

功能非常强大的手机，小米品牌要达成高

端认知也需要时间，或者连续几代产品

后，而自研芯片就有助于提升产品品牌形

象，有助于突破定价天花板。

雷军在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小米

手机不但会持续夯实高端市场地位，也

将进一步进军超高端市场。

小米发布二代自研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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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

重大的创业项目， 我将亲自带

队， 相信总有一天小米汽车会

成功。”3月30日晚间，小米集团

董事长雷军在发布会上动情地

宣布， 小米正式进军智能电动

汽车行业。

在业内人士看来， 汽车是

未来重要的应用场景，是智能

家居的第二战场， 和苹果、华

为一样， 小米入局是迟早的

事， 至于100亿元首期投入和

100亿美元的长期投入， 能不

能圆了雷军的造车梦，尚需时

间检验。

小米造车相关时间线

2015年
雷军参与蔚来汽车
A轮融资

2016年和2019年
小米两度投资
小鹏汽车

2020年6月
小米申请注册

“小米车联”商标
和相关图形商标

2020年12月
小米与比亚迪共同
创立联合实验室，搭
建技术开发平台

2021年3月30日
小米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
拟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负
责智能电动汽车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