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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自動駕駛領域的競爭優勢 

 

特斯拉預計明年推出L3無監督自駕，後年推cybercab 

特斯拉於10/10舉辦無人計程車發表會「We Robot」，會中，Musk宣布計劃在2025年於加州

和德州推動無監督式自動駕駛，意味著特斯拉欲將FSD自駕技術向上申請至Level 3。此外，

Musk並預計於2026至2027年間量產雙人座、無方向盤的無人計程車Cybercab，這款車有望達

到L4級別的自動駕駛技術，直接對標Waymo等無人計程車市場的競爭者。 

 

特斯拉和Waymo是自動駕駛技術領域的兩大先驅，但採用了截然不同的技術路線。Waymo基於

「硬體路線」，依賴高精地圖、激光雷達與多傳感器技術來進行精確導航，以達到Level 4的無人

駕駛能力；而特斯拉則選擇「軟體路線」，專注於透過端到端的深度學習技術實現自駕，依賴於

視覺系統和FSD（Full Self-Driving）軟體的持續優化。在干預里程的表現上，Waymo目前優於

特斯拉，官方公布的干預里程達17000英里，遠遠高於特斯拉FSD v12 的142英里。 

 

 

 

 

 

 

 

 

 

 

 
 
 

(圖一) 特斯拉干預里程仍遠低於L4自動駕駛公司 

自動駕駛技術路徑的融合 

全球對自動駕駛的分級通常依據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SAE）制定的五個等級（Level 0-5），其

中L2和L4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技術路徑與商業模式。在目前市場上，主要有兩種自駕技術的應用模

式： 

 

 



 

1. L2：自有車輔助駕駛 

L2 屬於輔助駕駛系統，允許駕駛員在駕駛過程中獲得部分自動化支持，但駕駛員仍需隨時

準備接管控制。此技術路線以提升駕駛體驗和安全性為核心，主要針對私家車市場，特斯拉

等公司以此為基礎發展自動駕駛技術，未來發展方向為朝著 L3 無監督式自動駕駛發展。 

2. L4：無人計程車運營 

L4 等級的自動駕駛系統具備無人監管的駕駛能力，能在特定地區或條件下完全自動化運行，

適合應用於無人計程車（如 Waymo）。這一技術路線依賴於高精地圖、光達、雷達等多傳

感器協作，並通常需要外部監控以保障行駛安全和定位準確。 

當前市場中，L2 和 L4 分別由不同的公司專注發展，且由於兩者的技術路線與商業模式存在顯著

差異，L4 企業通常不會進軍 L2 市場，反之亦然。L4 的高成本和複雜技術結構適合大規模無人計

程車的商業應用，但難以達成私家車市場的成本效益；而 L2 以駕駛輔助為主，無法在無人計程

車場景中達到 L4 的安全需求。特斯拉則正通過端到端的深度學習技術試圖融合這兩條技術路徑，

逐步突破 L3 和 L4 等級限制，實現技術路徑統一。此舉不僅讓特斯拉在私家車市場能持續提升駕

駛體驗，還能進入無人計程車市場，為公司帶來雙重增長機會 

 
 
 
 
 
 
 
 
 
 
 
 
 
 
 
 
 
 

(圖二) UAE將自動駕駛程度分為五級。來源：UAE 

 

特斯拉的競爭優勢 

我們認為儘管特斯拉在干預里程上仍遠不及L4自動駕駛公司，特斯拉的以下競爭優勢，有助其取

得自動駕駛市場的領導地位： 

1. 數據量的優勢：Waymo目前僅有約1000輛車進行數據收集，而特斯拉每週可生產超過

35,000輛車，每一台新車上路即可開始收集數據。隨著特斯拉車隊的擴大，其數據優勢將隨

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放大，作為訓練自動駕駛模型一個龐大的護城河。 

 



 

2. 軟體為主的可擴展性：特斯拉將軟體作為自駕技術的核心，不依賴昂貴的激光雷達和高精地

圖更新，因此變動成本低於以硬體為主的 Waymo。若特斯拉的自動駕駛軟體最終達到 L4，

未來可透過 OTA 更新輕鬆擴展，實現更高的商業模式可擴展性，反觀 Waymo 因其高昂的

硬體成本，在商業化上受到較大挑戰。 

3. 強大的造車能力與低成本結構：特斯拉在自動駕駛領域中的一大優勢是其垂直整合的製造模

式，從汽車生產到維修服務皆由公司直接掌控，這相較於 Waymo 等競爭對手具有明顯的成

本效益。Waymo 目前依賴傳統車廠進行委託製造，再加裝各類傳感器及高精地圖等設備，

使其車輛成本顯著增加。此種模式不僅提高了每輛車的製造成本，且由於依賴外部供應商，

Waymo 在生產效率及品質控制上相對受限，面臨更高的維修需求和維護成本。 

結語 

1. 短期觀察FSD v13帶來的技術進步程度：特斯拉即將於4Q24發布的FSD v13預期將大幅提

高干預里程，這對於自動駕駛商業化進程至關重要，將成為特斯拉在技術改進上的重要里程

碑，並成為特斯拉開拓L3個人車自駕以及L4無人計程車行業的前置技術節點。 

2. 長期競爭優勢：規模效應與商業化前景： 

特斯拉的自動駕駛路線以規模效應為基礎，依賴於大規模數據收集和軟硬整合技術。相對於

硬體導向的競爭對手，特斯拉的商業模式更具可擴展性，有望成為自動駕駛領域的長期競爭

贏家，為投資者創造豐厚的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