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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千亿市场空间，多环节将诞生国产龙头 
核心观点 

汽车座椅市场空间大，国产替代趋势明确。汽车座椅单车价值量 4000元以上，占整车成本 3%-5%。我们预计 2026年

国内座椅市场空间达到 1500亿元。消费升级持续推动座椅价值量提升：在功能丰富+消费升级的趋势下，座椅逐步成

为车企主打卖点之一，单车价值量持续提升，高端产品价值量可达万元以上；国产替代空间大。2）从格局来看，座椅

市场集中度较高，全球 CR5约 78%，国内 CR5约 70%，被外资所垄断。未来国产替代的空间广阔。 

供应链开发、企业技术突破、车企降本需求和车型迭代推动座椅国产替代。 

1）整车格局重塑带来供应链开放。电动化下自主和新势力车企崛起，打破原有的配套关系； 

2）车企降本需求逐步凸显。新能源车企的盈利能力较弱，降本需求逐渐凸显。相较海外企业，国内企业人工成本更

低，优势明显； 

3）企业通过收购突破技术壁垒。如继峰通过收购格拉默，突破乘用车座椅，同时开拓中国商用车座椅业务； 

4）车型迭代加速，国内响应速度更快。车型迭代加快，一款车型的平均开发时间从 4 年左右缩短到 2 年左右，整车

企业对零部件企业的响应速度要求提高。相较海外企业，国内厂商响应速度更快。 

汽车座椅产业链全面受益于国产替代。 

1）总成：价值量占比最大，是供应链中议价能力较强的环节。在座椅产业链中，总成厂商可自制零部件较多（发泡、

面套甚至骨架），价值量较大。且作为 tier1角色，总成环节是供应链中议价能力较强的环节。 

2）面料：消费升级带来价值量提升，且环节利润率较高。作为总成厂商少数不会自制的环节之一，面料单车价值量

1000-2000元，部分高端车型单车价值量可达 3000元以上。同时，真皮产品利润率较高。明新旭腾毛利率一般 30%以

上。 

3）骨架：规模壁垒高，后排切到前排座椅带来的供应价值提升。骨架的资产偏重，且需要规模来支撑利润率。我们判

断中短期内，国内总成厂商自制骨架的可能性较小。同时在座椅的国产替代浪潮下，国内骨架供应商将受益于从仅供

后排座椅到供前后排座椅，带来的供应价值量提升。 

投资建议 

1）总成：价值量占比最大，是供应链中议价能力较强的环节。建议关注继峰股份（产品竞争力强，市场认可度较高+

海外格拉默整合减亏，增厚利润）、天成自控（上汽乘用车座椅供应商+产能利用率提升，带来利润率提升）。 

2）面料：消费升级带来价值量提升，且环节利润率较高。作为总成厂商少数不会自制的环节之一，面料单车价值量

1000-2000元，部分高端车型单车价值量可达 3000元以上。建议关注明新旭腾（真皮供应商，顺利开拓新能源车企客

户+开发超纤产品，布局领先有望获得更高份额）。 

3）骨架：规模壁垒高，从后排切到前排带来的供应价值量提升。建议关注上海沿浦（李尔骨架供应商，具备背书效

应，开拓国内新能源车企客户将更为顺利）。 

风险提示 
汽车销量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上涨；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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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亿市场空间，产品价值量持续提升 

1.1 国产替代逻辑顺畅，功能丰富持续提升 ASP 

座椅单车价值量达 0.4-1 万元，市场空间大。乘用车座椅的单车价值量约 4000-10000 元以上，属于价值量较大的零
部件，且未来随消费升级，座椅的功能将日渐丰富，单车价值量持续提升。我们预计 2026 年国内座椅市场空间达到
1500亿元。 

图表1：预计 2026年国内座椅市场空间达到 1500亿元  

 

 

来源：中汽协，国金证券研究所测算 

注：乘用车座椅单价一般为 4000-5000元，以 2021年座椅单车价值量 4600元开始测算，并假设每年由于功能丰富增加，座椅的单车价值量增加 3%。 

 

未来座椅的单车价值量将持续提升： 

1）消费升级下，座椅价值量大的高端车型销售占比提升：16 万以上车型销售占比从 2018 年的 27.4%提升至 2021 年
的 38%，汽车平均销售均价从 2018年的 12.7万提升至 2021年的 14.4万，高端车型带动高端座椅需求，座椅的单车
价值量持续提升。 

图表2：高价位段的乘用车销售比例提升  图表3：内饰设计为消费者购买豪华车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来源：崔东树公众号，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艾瑞咨询，国金证券研究所 

2）座椅的功能丰富化，带动座椅价值量提升：消费升级下座椅的新功能不断涌现，高端车型座椅功能逐渐下沉，加
热、通风、按摩、电动调节、记忆等功能逐渐成为汽车座椅标配，渗透率持续提升。汽车座椅日趋智能化，智能控制、
智能检测等智能化功能成为企业加码布局方向。未来汽车座椅将提供心率监测、呼吸监测等功能，通过传感器与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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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座椅的控制方式也将从传统的按键方式，发展为 APP控制、手势控制、意图感知控制等。 

图表4：消费升级下座椅新功能不断涌现  

 

 

来源：腾讯新闻，国金证券研究所  

座椅已经成为车企升级的主要方向，多功能座椅成为车企主要宣传方向。 

1） 蔚来 ES8首创女王副驾，最大 160度椅背可调，配合腿托及脚托，可营造飞机头等舱般乘坐体验；提供亲子模式，
副驾可向后滑至紧邻第二排的位置，便照顾后排儿童。 

2） 理想 L9家庭智能旗舰 SUV，首创四项电动腿托，实现加热、通风、SPA十点按摩功能，提升家庭出行舒适度。 

3） 问界 M5标配 Nappa 纹真皮+Nappa 纹理 PVC 座椅，可实现座椅电动调节、通风、加热、按摩、记忆功能；可选
主驾私享头枕，搭配 4 个音响单元，与 15 个车身音响共同组成 HUAWEI SOUND®音响系统，在乘客享受音乐环绕
的同时，主驾也能听清导航和通话。 

4） 问界 M7搭载业内首款商用 AITO 零重力座椅，通过零压感知人体工学专利设计，实现压力分布最均匀的座椅靠背
坐垫以及 113°最佳座椅靠背倾斜角度。儿童座椅支持车机靠近发现，一键直连。在车机上可以直接查看儿童座
椅温度等状态，还可以一键开启座椅自动通风模式，通过座椅自带的安全带卡扣检测和 ISOFIX 接口感知能力，
可实现安全异常主动提醒。 

图表5：蔚来 ES8座椅最大 160度椅背可调，并配合腿

托及脚托 

 图表6：理想 L9座椅首创四项电动腿托 

 

 

 

来源：蔚来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理想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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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问界 M5音响头枕  图表8：问界 M7 搭载业内首款商用 AITO零重力座椅 

 

 

 

来源：华为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华为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座椅功能升级伴随着配置的升级，单个座椅价值量提升。普通座椅单个价值量约 1130元，单车配套价值量约 5000元。
搭载通风、按摩等功能的座椅单个价值量约 1750元，单车配套价值量约 8700元，提升幅度约 50%。 

图表9：单个座椅价值量测算（元）  图表10：功能越丰富，单个座椅价值量越高（元） 

座椅零部件及功能 价值量 

骨架 约 300 

发泡 约 70 

面套 约 250 

滑轨(一对） 约 100 

调角器（一对） 约 50 

线束+ECU 约 180 

      电机 x3（6 向调节） 约 180 

单个座椅 约 1130 

加：   电机 x1（8 向调节） 约 60 

单个 8向可调节座椅 约 1220 

加：   电机 x3（12 向调节） 约 180 

单个 12向可调节座椅 约 1340 

加：   电机 x4（14 向调节） 约 240 

单个 14向可调节座椅 约 1400 

加：    加热功能 约 1450 

加：    通风功能 约 1550 

加：    按摩功能 约 1750 
 

 

 

来源：草根调研，国金证券研究所测算 

注：未考虑骨架、发泡、面套等材质的变化 

 来源：草根调研，国金证券研究所测算 

注：未考虑骨架、发泡、面套等材质的变化 

1.2 国内市场被外资垄断，国产替代空间广阔 

汽车座椅行业集中度高，以外资企业为主。全球汽车座椅行业 CR5 约 78%，国内 CR5 约 70%。外资长期垄断，全球前
五、国内前五（除延锋安道拓以外）均为国外厂商，国产替代前景广阔。自主+新势力品牌方面，座椅供应商主要有延
锋、安道拓、李尔、佛吉亚、麦格纳等；合资品牌方面，延锋绑定上汽、丰田纺织绑定丰田系合资企业（广汽丰田、
一汽丰田）、TS TECH绑定本田系合资企业（广汽本田、东风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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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2021 年全球汽车座椅行业市场竞争格局以

外资企业为主 

 图表12：2020年中国汽车座椅行业市场竞争格局以外资企业

为主 

 

 

 

来源：Marklines，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Marklines，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3：国内整车企业与座椅厂商配套关系  

座椅厂 整车厂 生产基地 

延锋安道拓 

上汽、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五菱、上汽大通、长安、长安福特、长安马自

达、长安标致、吉利、东风日产、东风雪铁龙、东风悦达起亚、长城、宝

马、北汽、北京奔驰、特斯拉、捷豹、路虎、沃尔沃、蔚来、小鹏、哪吒、

奥迪、长城 

上海、沈阳、武汉、广州、宁波、柳州、常

熟、烟台、南通、郑州、如东、宁德、天津、

南京 

中国李尔 

北京现代、东风汽车、东风日产、江铃福特、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重

庆长安、长安铃木、江铃福特、一汽、一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通用五

菱、华晨宝马、吉利、东风悦达起亚、北汽 

武汉、长春、沈阳、广州、北京、郑州、重

庆、南京、柳州、上海 

安道拓 
一汽、一汽大众、北京奔驰、北京吉普、东风日产、东风本田、长安福特、

长安铃木、长安汽车、上汽通用五菱 
长春、重庆、广州、柳州、北京 

佛吉亚 

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东风日产、东风本田、上汽通用、上汽通用五菱、

长安福特、北京奔驰、奇瑞捷豹路虎、一汽红旗、长安、东风、吉利、沃

尔沃、长城、比亚迪、蔚来 

长春、武汉、无锡、广州、上海、深圳、柳

州 

丰田纺织 
广汽丰田、天津一汽丰田、四川一汽丰田、上汽通用、华晨宝马、长安福

特马自达 
成都、广州、天津、长春 

TS TECH 广汽本田、东风本田 广州、武汉 

天成自控 斯柯达、荣威、克莱威、上汽大通、威马 郑州、南京、宁德、天台 
 

 

来源：各公司官网，Marklines，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突破客户+成本+技术+服务壁垒，本土企业崛起 

2.1 客户壁垒：自主崛起，整车格局改变重构供应链 

汽车座椅客户关系稳固、开发周期长的特点形成了较高的客户壁垒。 

1）座椅配套关系稳固，供应链难以打破。海外座椅供应商与合资车企建立了长期稳定的配套关系，通过持资控股、
合资建厂、就近配套等方式进行绑定，国内企业难以打破供应链，如丰田持资控股丰田纺织、本田持资控股 TS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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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座椅供应商通过与主机厂合资建厂进行绑定  

座椅厂 公司名称 地点 出资比例 主要客户 

安道拓 

北京江森自控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北京 安道拓 36%、北汽 64% 北京奔驰、北京吉普 

广州东风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广州 
安道拓 10%、上海延锋江森座椅 80%、东风电

子科技 1%、襄樊东风汽车电气 9% 
东风日产 

柳州五菱江森自控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柳州 
安道拓 34.9%、五菱汽车联合发展 35.1%、上

海延锋江森座椅 30% 
上汽通用五菱 

重庆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重庆 
安道拓 35%、重庆延锋实业 35%、上海延锋江

森座椅 30% 

长安福特、长安铃木、长安汽

车 

李尔 

东风李尔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武汉 李尔 50%、东风汽车&东风实业 50% 东风 

重庆李尔长安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重庆 李尔 55%、长安 45% 长安福特、长安铃木 

广州泰李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广州 
李尔 20%、泰极爱思 51%、东风李尔汽车座椅

40%、信昌国际投资 9% 
东风日产 

郑州东风李尔泰新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郑州 
东风李尔汽车座椅 51%、郑州泰新汽车内饰

件 49% 
东风日产 

北京李尔岱摩世汽车座椅及内饰件有

限公司 
北京 李尔、现代岱摩斯(韩国)40% 现代 

佛吉亚 
长春佛吉亚旭阳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长春 佛吉亚 60%、长春旭阳集团 40% 一汽大众 

佛吉亚全兴(武汉)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武汉 佛吉亚 51%、全兴集团 49% 神龙汽车、东风日产 

麦格纳 英提尔交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 麦格纳 50%、上海交运 50% 
一汽集团、上汽大众、上汽通

用 

丰田纺

织 

长春富维丰田纺织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长春 丰田纺织 60%、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 40% 四川一汽丰田 

成都丰田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成都 丰田纺织 53%、通商 5%、一汽集团 42% 
四川一汽丰田、长安福特马自

达 

广州樱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广州 丰田纺织 75%、广汽汽车零部件 25% 广汽丰田 

天津英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天津、长

春 
丰田纺织 75%、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 25% 天津一汽丰田 

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天津 丰田纺织 48%、丰田通商 4%、一汽 JCI 48% 天津一汽丰田 

TS TECH 
广州提爱思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 广州 TS TECH 52%、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 48% 广汽本田、本田汽车 (中国) 

武汉提爱思全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武汉 TS TECH 60%、全兴集团 40% 东风本田 (武汉) 

泰极爱

思 

浙江吉俱泰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浙江 
泰极爱思 40%、浙江俱进汽摩配件 51%、浙江

吉利控股集团 9% 
吉利汽车 

郑州泰新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郑州 
泰极爱思 50%、中牟新华汽车配件座椅 40%、

全兴工业 5%、信昌国际投资 5% 
郑州日产汽车、郑州轻型汽车 

 

 

来源： Marklines，国金证券研究所  

2）座椅开发周期长，更换供应商风险较大。过去车型开发周期长达 3-4 年，汽车座椅是汽车开发中比较关键和重要
的零件，其开发周期长，往往成为影响汽车开发过程长短的关键零件，为减少开发风险，整车企业不会轻易更换供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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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汽车产品开发流程时间缩短  

 

 

来源：华夏 EV，国金证券研究所  

电动化下自主崛起，带来新产能，配套关系重构。2022 年乘用车市场自主份额为 50%，电动车市场份额提升到 28%。
由于自主品牌及新能源造车势力并未与外资企业建立深厚的合作关系，国内座椅供应商有望以自主品牌、新能源车企
为切入口，切入座椅行业。 

图表16：乘用车市场自主品牌市占率持续提升  图表17：新能源乘用车市占率持续提升 

 

 

 

来源：中汽协，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崔东树公众号，国金证券研究所 

2.2 成本壁垒：车企降本需求逐渐凸显，利于国内座椅供应商切入市场 

除特斯拉以外，新能源车企业盈利能力普遍较弱，合资、自主企业主打性价比，降本需求迫切。随着座椅功能升级，
单车价值量持续提升，给整车成本控制带来压力。对于盈利能力较为薄弱的新能源车企及自主品牌车企，终端降价压
力较大，使得这类企业对零部件成本更加敏感。本土座椅厂商成本把控能力更强，在降本方面更具优势，有望满足下
游车企的降本需求，从而加速推进国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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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2018-2022 年蔚小理等新能源车企盈利能力较弱，对零部件成本敏感（亿元）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座椅成本以原材料为主，国内企业在人工成本方面存在较大优势。原材料方面：国内外企业成本占比均为 60-70%，其
中国外企业由于具备规模优势，原材料采购成本略低于国内企业；人工成本方面：国外企业人工成本占比约 20%，国
内企业约 12%，具备明显优势；费用：国外折旧及费用占比 2-3%，国内 3-4%，国外销售及管理费用等方面占比 3-7%，
国内 8-13%，国内企业占比较高，主要系还未发挥规模效应，未来有望摊薄费用。 

1）原材料：外资座椅厂商通过客户补偿等方式来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可锁定 80-90%的原材料波动，原材料采
购优势明显。例如，佛吉亚 2021年把钢材和化学品价格上涨的 80%转移给了客户。国内厂商客户补偿比例相对外资较
低，2021 年原材料成本涨幅较大。因此，外资座椅厂商由于规模大，采购成本具备优势。若未来国内座椅企业的规模
进一步扩大，外资座椅厂商的原材料采购优势将逐步减弱。 

 

图表19：海内外座椅总成商原材料采购内容及模式  

厂商 采购内容及模式 

李尔 

织物、泡沫、皮革、座椅调节器等部件由内部制造或从供应商购买，产品中使用的大部分钢材由集成到座椅系统中

的装配部件组成，如座椅骨架、调节器、滑轨等，因此对钢材价格变化的敞口主要是间接的。用于制造线束组件的

材料主要从供应商处购买，包括挤压式绝缘电线电缆。购买的铜大部分用于挤压式电线电缆，并集成到线束元件中。

大约 92%的铜采购以及大部分皮革采购的都受到与客户和供应商签订的价格指数协议的约束，利用短期和长期供应

合同相结合来购买关键部件。 

安道拓 
主要原材料包括钢、铝、聚氨酯化学品、织物、皮革、乙烯基和聚丙烯，采取与客户和供应商签订协议等方式来减

少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 

佛吉亚 主要原材料包括钢材、化学品，采取与签定客户合约等方式来减少原材料波动影响。 

天成自控 主要原材料包括各类钢材、TDI 化工原料等，采用“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与供应商签订年度采购合同。 

继峰股份 

原材料主要包括钢材、塑料粒子、化工原料、面料、注塑件、机电类等，公司采购存在客户指定供应商采购及自行

选择供应商采购两种。例如：面料主要由客户指定供应商供货，化工原料主要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供应商，钢管及

塑料粒子等原材料由公司建立供应商调查表初步确定供货商名单，并经采购部、质量部、设计部现场审核、送样合

格后，经批准纳入合格供应商。 

上海沿浦 原材料主要为钢板。 
 

 

来源：各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2）人工成本：人工生产工序环节多，自动化推进较为困难，国内企业的人工成本优势明显。面罩缝制环节不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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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生产，发泡生产脱模、脱模后的模具清理、喷涂脱模剂、泡沫撕裂面的粘合等工序均由人工完成；座椅总成一
般在半自动线上进行装配，主要进行零部件的连结紧固、面套包覆和塑料装饰件安装，发泡包覆、面套包覆一般采用
人工包覆，不易实现自动化生产。国内人工成本相对较低，是全球建厂的座椅供应厂商利润率较高的地区，本土厂商
具有一定的人工成本优势。 

图表20：汽车座椅生产环节中人工生产工序较多 

 

来源：腾讯新闻，国金证券研究所 

国内厂商人工成本优势凸显，未来规模销售下有望提升成本优势。国内厂商人工成本占有绝对优势；未来随着规模的
扩大，国内企业的原材料的采购成本能够得到一定的下降，客户补偿比例能有一定的提升，国内厂商的成本优势有望
进一步提升。1）原材料：目前国内厂商规模相对较小，原材料采购成本存在一定劣势，未来随着规模的扩大，原材料
采购成本能够得到一定的下降，对客户话语权的提高也能使得客户补偿比例提高。2）人工：国内供应商人工成本优
势明显。3）折旧及费用：随着国内企业销售规模逐渐扩大，未来有望摊薄费用。 

2.3 技术壁垒：座椅安全要求高，国内企业可通过收购突破技术壁垒 

技术壁垒：座椅作为汽车零部件中的一个重要被动安全件，在车辆发生碰撞时为乘客提供安全保护，需要满足严格的
法规及行业标准，汽车座椅供应商也要通过严格的资质认证，因此对于技术等要求较高。 

 

图表21：国内座椅强制性标准保证安全性 图表22：汽车座椅供应商资质认证要求严格 

  

来源：《汽车座椅设计与制造》，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立鼎产业研究院，国金证券研究所 

很多座椅设计专业人才掌握在外资手中。座椅系统存在较多设计参数。在座椅系统总布置设计时，座椅工程师和总布
置工程师充分交流讨论使座椅布置达到最佳效果，并且无条件满足法规要求。座椅完后设计后需要进行各种检测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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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来验证设计完后的座椅样件是否达到预期的功能、性能、刚度、强度和疲劳寿命等。如座椅总成需要进行头枕位移
量试验、靠背强度试验等静态试验，行李箱冲击试验、头枕吸能式试验、实车碰撞试验等动态试验，耐高温试验、耐
低温试验、耐久性试验以及压力分布、噪声测试；滑轨总成、调角器总成、靠背锁总成、地板锁总成等重要零部件也
要进行静态强度试验、冲击试验、耐久疲劳试验、噪声试验等。 

图表23：座椅设计开发流程较长 

 

来源：《汽车座椅设计与制造》，国金证券研究所 

零部件的集成设计能力主要掌握在外资手中，国内企业可通过收购技术团队实现突破。像核心件滑轨、调角器等，高
端产品国内基本依靠进口。本土供应厂商通过收购海外资产和外资技术团队获得技术积累，如继峰收购格拉默，格拉
默为全球商用车座椅行业领导者，市占率全球第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业务拓展到乘用车。上海沿浦的副总经理
曾任上海延锋江森座椅公司高级专家，技术经验丰富。 

图表24：国外企业的滑轨专利申请数量较多 

序号 申请人 专利数量 

1 安道拓（江森） 150 

2 光启技术 139 

3 爱信精机株式会社 100 

4 江森自控科技公司 68 

5 苏州忠明祥和精工有限公司 40 

6 北汽集团 38 

7 江苏力乐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37 

8 通用汽车 34 

9 长城汽车 34 

10 福特汽车 34 
 

来源：聆英咨询，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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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Incopat 国内排名前 10位的最有价值专利主要为外资企业申请 

序号 专利名称 权利人 

1 一种具有易进入功能的座椅 延锋安道拓 

2 用于追尾碰撞的颈部保护的平动吸能座椅 清华大学 

3 汽车座椅及汽车 北汽 

4 用于汽车座椅的供人走进的记忆装置 现代 

5 包括机动座椅滑动器和固定于其上的主体的系统及制造方法 佛吉亚 

6 用于车辆的座椅滑动装置 爱信精机株式会社 

7 用于车辆的座椅滑动装置 爱信精机株式会社 

8 特别是用在机动车内的座位纵向调节装置 IMS 传动装置公司 

9 座椅导轨及其装置和包含该座椅导轨或其装置的车辆座椅 富尔夏汽车座椅公司 

10 车辆用座椅装置 
马自达、德鱼塔工业公司、株式会社东洋

座椅 
 

来源：聆英咨询，国金证券研究所 

2.4 服务壁垒：车型迭代加快，响应速度要求提高 

汽车产品消费属性发生变化，车型迭代加快，对零部件供应商响应速度要求提高。汽车技术与消费电子逐渐融合，产
品开发周期向消费电子接近。据 TEM Journal，发达国家的一辆汽车平均开发周期已从平均 48个月下降到 25个月左
右，国内造车新势力从前期策划到 SOP已从过去 2-3年缩短至 1.5年。整车企业通过车辆平台的整合、更高效的供应
链管理等方式加快车型迭代速度，对零部件供应商的配合诉求提升。相对海外企业，本土座椅厂商管理结构扁平化，
决策流程简化而高效，响应速度更灵活，更加符合整车企业缩短新车型开发周期的需求。 

 

图表26：座椅开发流程和时间计划缩短 

 

来源：《汽车座椅设计与制造》，国金证券研究所 

三、总成价值量大，发展空间广阔 

座椅产业链中，总成厂商倾向于提升零部件自制比例，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例如，海外座椅供应商在面套、发泡等
领域基本都实现了自制，在骨架、电机、滑轨、调角器上基本都实现了部分自制。因此在整个产业链中，总成厂商获
得的价值量最大，其他环节的价值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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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7：国外座椅企业的零部件自制率较高 

    骨架 面套 电机 滑轨 发泡 调角器 面料 

海外 

延锋安道拓 ⚫  ⚫ ⚫  ⚫  

李尔 ⚫    ⚫  ⚫  

安道拓 ⚫  ⚫ ⚫  ⚫  

佛吉亚 ⚫  ⚫ ⚫  ⚫  

丰田纺织 ⚫    ⚫  
⚫  

自主 
天成自控         

继峰股份 O          
 

来源：各公司公告，各公司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注：表示全部自制，⚫表示部分自制，O 表示尚未自制但具有自制意愿，外资企业外购主要是采取代工厂的形式 

发泡材料存在一定壁垒，但总成厂商能够自行生产。发泡属于聚氨酯制品，由异氰酸酯（包括 TDI、MDI）、多元醇聚
合物以及催泡剂、发泡剂、扩链剂和泡沫稳定剂等各种辅助化学材料混合制成，成本主要由 TDI、MDI 等化学原料决
定。座椅总成商一般掌握发泡工艺，能够自行生产。 

面套行业壁垒较低，流程为面料→裁片→缝制→面套，面套缝制不容易实现自动化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座椅
总成商一般向外采购面料自行生产面套，旷达科技、重庆凌达、四川乐山振静等也提供座椅面套生产及加工服务。 

图表28：发泡工序存在一定壁垒 

 

来源：《汽车座椅设计与制造》，国金证券研究所 

3.1 总成：单车价值量大，市场空间广阔 

国内座椅总成厂商主要有继峰股份、天成自控两家企业。 

继锋股份：收购德国百年汽车内饰巨头格拉默，业务扩展至商用车座椅、中控系统等领域，并实现全球化的战略布局。
本部：公司突破技术壁垒，开拓乘用车座椅业务，截至目前已获得两家新能源主机厂的定点，未来有望持续推进国产
替代。海外：1）整合减亏：通过更换管理层+调整组织架构+关闭&整合工厂+联合采购+提高自制率等，不断提高格拉
默海外利润率。2）拓展中国重卡市场：格拉默重卡座椅在国内份额快速提升（2019年 4%提升至 2021年 8%），且 2021
年格拉默与一汽全资子公司一汽哈尔滨合资成立商用车座椅制造企业格拉默哈尔滨，为一汽解放公司各系列商用车卡
车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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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作为“白衣骑士”帮助格拉默对抗股东 Hastor家族恶意收购 

 

来源：继峰股份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继锋股份多举措整合改善经营，海外利润率有望提升。 

1）控制监事会，更换管理层，推行激励机制。公司在收购格拉默后拥有了 80%以上的股权，可以在格拉默股东大会上
控制绝对多数的表决权。2019年公司更换管理层，新任 CEO、CFO、COO均为职业经理人，管理经验丰富。公司设定清
晰的绩效管理模式，以现金、奖金、期权、股权等多种激励工具调动人员积极性。 

2）调整组织架构，提升运营效率。将乘用车 4 个产品部门合并为乘用车部门，以乘用车、商用车两大业务部门面对
客户，减少部门之间的沟通环节，同时将组织架构从由德国总部垂直化管理模式调整为美洲、EMEA、亚太三个主要经
营区域独立决策、独立财务核算、独立运营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激发区域组织的能动性。 

3）关闭&整合工厂，优化产业布局。2020年公司将位于美国的四家公司 TMD WEK、TMD 田纳西、TMD 威斯康星和 TMD 
WEK 北整合至 TMD Inc；2021年出售西班牙子公司，关闭位于 Worth和 Trusetal的两家德国工厂，关闭比利时 Geel
工厂，扩建 Haselmuhl工厂，关闭美国 Jefferson工厂，将其商用车座椅生产转移至美国 Delphos的 TMD工厂。 

4）联合采购，提高格拉默自制率。2020年 3月公司与格拉默签订联合采购协议，公司将在模具、支杆、泡沫发泡料
等生产资料和物料上的优势赋能格拉默，大大降低公司和格拉默的采购成本，从而提高双方的毛利率水平。 

图表30：继峰产品布局丰富 
图表31：2019-2022年继峰股份营收及归母净利润（单

位：亿元，左轴为营业总收入，右轴为归母净利润） 

  
来源：继峰股份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天成自控：专注座椅业务，具备先发优势。1）商用车座椅：公司已与三一重工、龙工、徐工、一汽（商用车）等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乘用车座椅：公司客户主要为上汽、威马，拿到了北汽新能源、东风乘用车的项目。公司作为
国内第一家内资民营乘用车座椅上市公司，在座椅轻量化、智能化方面具备技术积累先发优势，目前已拿到上汽大通 
MIFA 高端 MPV 项目，未来有望拿到更多高端车型项目，提升利润率。3）2021 年公司航空座椅业务通过波音各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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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与考评，英国子公司 ACRO飞机座椅公司正式成为美国波音的线装飞机座椅供应商。2021年 9月，公司飞机座椅进
入中国商飞的飞机选型中心。 

图表32：天成自控产品结构多元 
图表33：2019-2022年天成自控营收及归母净利润（单位：亿

元，左轴为营业总收入，右轴为归母净利润） 

 

 
 

来源：继峰股份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3.2 面料：消费升级带动真皮面料渗透率提升 

真皮面料单车价值量大，未来随消费升级有望持续提升。从价值量来看，按真皮价格每平米 150元计算，以两排座为
例，单车真皮耗量 5-10 平米左右，单车价值量可达 750-1500 元，三排座单车真皮耗量可达 20 平米，单车价值量可
达 3000 元。由于真皮面料具备高端消费品属性+环保要求高+供应商需要具备同步研发能力和专业化人才储备，真皮
产品毛利率较高。 

竞争格局：外资占据约 80%的份额，国内仅明新旭腾（约 10%）、海宁森德（约 5%）、巨星农牧（约 2%）等少数生产商
具备一定规模。未来随着新势力和自主高端崛起，国内真皮供应商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图表34：部分汽车真皮厂商与配套客户供应关系稳固 

真皮厂商 配套客户 

美国鹰革 被李尔收购 

美国杰仕地 宝马、奔驰、通用、丰田等 

日本美多绿 丰田、本田、日产等 

德国伯德 奥迪、奔驰、宝马、大众、通用等 

明新旭腾 一汽大众等 

海宁森德 一汽大众、上海大众、上海通用等 

巨星农牧 广汽、比亚迪等 
 

来源：继峰股份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明新旭腾是座椅真皮自主龙头，真皮超纤加速国产替代。公司专注于汽车内饰材料业务，具备较深的技术积累和新品
开发经验，并且不断地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竞争力，利润水平较高。客户结构方面，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2021年第一
大客户占比 50%，前五大客户占比 91%。根据招股说明书，公司 2020H1前五大客户富维安道拓、浙江国利、继峰、廊
坊华安、延锋安道拓销售收入占比达 88.6%，其中终端应用 80%以上配套一汽大众。未来随着自主+新势力高端车型的
崛起以及超纤产品的下沉，公司客户结构将逐步丰富。此外，公司也开发了超纤革产品，超纤具有强度高、质量均一
性好等特点，价格相对真皮较低，未来有望通过超纤产品提升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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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明新旭腾产品种类多 
图表36：2019-2022年明新旭腾营收及归母净利润（单位：亿

元，左轴为营业总收入，右轴为归母净利润） 

  

来源：明新旭腾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3.3 骨架：生产线投资额大，规模效应明显 

总成厂商可自行生产骨架，或者与其他供应商成立合资子公司进行生产，如重庆宏立至信科技、长春一汽富维安道拓
等，另外上海沿浦、广州卫亚、无锡全盛安仁等企业提供代工生产服务。骨架生产流程为钢板冲裁下料/钢管截断下
料→钣金冲压成型/钢管弯曲成型→焊接→电泳/喷涂→组装，冲压、焊接等投资额较大，但存在规模效应，随着规模
的扩大利润率有望提升。 

图表37：汽车座椅骨架生产线投资额较高 
图表38：上海沿浦 2022 年骨架成本拆分：原

材料占比高 

上海沿浦 60 万套汽车座椅骨架产能投资额 

项目 投资额 占总投资比例 

建筑工程（万元） 6000 25.3% 

设备购置费（万元） 8336 35.2% 

    其中：座椅骨架生产线 x2 500   

          6KW 激光焊接线 x2 1400   

          大型冲压设备 x2 2000   

          冲压设备 x15 975   

          机器人 CO2 焊接 x15 1200   

软件购置费（万元） 700 3.0% 

安装工程费（万元） 834 3.5% 

基本预备费（万元） 162 0.7% 

铺底流动资金（万元） 1569 6.6% 

总投资（万元） 23675   

新增产能（万套） 60   

总投资/产能（元/套） 395   

设备投资/产能（元/套） 139   
 

 

来源：上海沿浦招股说明书，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上海沿浦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骨架的国产替代顺利。前排骨架功能较复杂，之前多由外资供应商供应。随着自主和新势力的崛起，车企会更多地选
择产品性能优异、成本把控力强、响应速度较快的国内代工厂进行生产，国产替代有望逐步推进，国内骨架供应商供
应的单车价值量将会有所提升。且有头部外资座椅总成厂商背书的骨架供应商有望抢占更高的市场份额，如上海沿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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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9：汽车座椅骨架生产商与客户的配套关系稳固 

骨架厂商 主营产品 配套客户 

上海沿浦 
类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座椅滑轨总成及汽车座椅、安全带、

闭锁等系统冲压件、注塑零部件 
中国李尔、东风李尔集团等 

广州卫亚 
线成型、蛇簧、靠背/头枕弯管、扭杆、悬簧垫、座椅焊接

骨架、腰托网格、汽车悬架弹簧、气门弹簧、异形弹簧等 

日本总和、广州提爱思、广州佛吉亚、广州丸顺、今

仙电机、武汉提爱思全兴、武汉佛吉亚全兴、武汉

泰极江森等 

重庆宏立至信科技 
智能汽车座椅、坐垫震动预警系统、座椅骨架、头枕防碰

撞预警系统、腰部转向支撑系统 
长安、吉利、长安福特、长城、比亚迪等 

长春一汽富维安道拓 汽车冲压件、焊接总成、座椅骨架、座椅滑轨、调角器 
一汽大众、一汽轿车、一汽丰田、富维安道拓、沈阳

华晨宝马等 

无锡全盛安仁 
车座椅骨架总成、精冲、遮阳板配件、天窗配件、防撞梁

冲压件、白车身冲压焊接等 

李尔、安道拓、佛吉亚、博泽、麦格纳、富卓、东风

小康等 

东洋喜岛 

把手、汽车座椅调角器、座椅骨架、座椅结构机能产品等

汽车高强度紧固件和汽车座椅的相关零部件、焊接件、冲

压件、焊接件、座椅滑轨 

广州提爱思、广州樱泰、天津英泰、重庆延锋安道

拓、丰田纺织（广州）汽车部件、丰田纺织（天津）

汽车部件 

廊坊中德 
汽车座椅骨架总成、汽车座椅空心头枕杆、汽车座椅滑轨、

汽车座椅调角器、汽车座椅发泡 

延锋安道拓、诺博汽车系统、佛吉亚汽车部件系统、

北汽李尔汽车系统、固安大世汽车系统 

上海镁镁合金 
后座椅靠背骨架、前座椅骨架、变速箱壳体和壳盖、踏板

支架、仪表盘骨架、转向柱支架、车前端模块、汽缸盖等 

通用、戴姆勒－克莱斯勒、宝马、菲亚特、美洲虎、

路虎、德尔福、伟世通、福特、蔚来等 
 

来源：盖世汽车，国金证券研究所 

上海沿浦借助李尔背书效应，顺利开拓新能源车企客户。公司主营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及冲压件业务，具备技术团队（规
模将近 150人，覆盖全生产链）+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座椅纵向调节滑轨机构等技术）+先进生产设备（生产线自动化
程度高，利于降本增效）+快速响应（在黄山、武汉、柳州、大连等 11个城市设制造基地）四大优势。公司与东风李
尔集团、麦格纳、中国李尔、延锋智能等座椅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未来有望借此切入更多新能源主机厂，且
更多提供高价值前排或全套座椅。 

图表40：上海沿浦产品布局以骨架为主 
图表41：2019-2022年上海沿浦营收及归母净利润（单

位：亿元，左轴为营业总收入，右轴为归母净利润） 

 

 

来源：上海沿浦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四、投资建议 

1）总成：价值量占比最大，是供应链中议价能力较强的环节。建议关注继峰股份（产品竞争力强，市场认可度较高

+海外格拉默整合减亏，增厚利润）、天成自控（上汽乘用车座椅供应商+产能利用率提升，带来利润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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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料：消费升级带来价值量提升，且环节利润率较高。作为总成厂商少数不会自制的环节之一，面料单车价值量

1000-2000元，部分高端车型单车价值量可达 3000元以上。建议关注明新旭腾（真皮供应商，顺利开拓新能源车企

客户+开发超纤产品，布局领先有望获得更高份额）。 

3）骨架：规模壁垒高，从后排切到前排带来的供应价值量提升。建议关注上海沿浦（李尔骨架供应商，具备背书效

应，开拓国内新能源车企客户将更为顺利）。 

五、风险提示 

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汽车生产和销售具有周期性，宏观经济的波动、消费者的偏好、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等都会

对汽车销量造成影响。 

原材料价格上涨。主要原材料钢材、聚氨酯等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对企业盈利造成不利影响。 

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超预期。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较为激烈，竞争对手的压价行为会对企业盈利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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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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