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行业动态跟踪报告 

宁波汽车零部件逐浪电动智能 

 

 

行
业
动
态
跟
踪
报
告 

 

行
业
报
告 

汽车 

2021 年 01 月 15 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强于大市（维持） 

行情走势图 
 

 

 
相关研究报告 

 
 
《行业点评*汽车*蔚来发布首款轿
车、多项黑科技加持》  2021-01-10 
《行业动态跟踪报告*汽车*乘用车行
业景气监测》  2020-12-16 
《行业年度策略报告*汽车及汽车零
部件*强品牌、赢未来》  2020-12-02 
《行业动态跟踪报告*汽车*乘用车行
业景气监测》  2020-11-16 
《行业动态跟踪报告*汽车和汽车零
部件*『见微』系列之吉利终端探店品
星瑞》  2020-11-13 

 

证券分析师 
  

王德安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S1060511010006 

 021-38638428 

 wangdean002@pingan.com.cn 

  

朱栋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S1060516080002 

 021-20661645 

 zhudong615@pingan.com.cn 

 
研究助理 

  
李鹞  一般从业资格编号  

 S1060119070028 

 liy ao157@pingan.com.cn 

  

王子越 一般从业资格编号  

 S1060120090038 

 wangziy ue395@pingan.com.cn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 

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 

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 

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投资要点 

 未来汽车行业的四大趋势：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电动化

正在加速进行，2020 年国内市场从 to B 端转向 to C 端的开始，欧洲也

在政策的推动下销量迅速增长。我们认为 2025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有望达到 600 万辆。智能网联化方面，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提出，2025 年 L2/L3

级自动驾驶车销量占比 50%，2030 年 L2/L3 级自动驾驶车占比 70%，

L4 级自动驾驶车占比 20%，2035 年高精度地图定位为厘米级。 

 针对以上变化，各大主机厂在努力转型。如长安汽车与华为和宁德时代

的战略合作，推出方舟架构；上汽与阿里合作，推出智己汽车；吉利与

百度成立合资公司，在 SEA 浩瀚架构之下进行新车型研发，此外，吉

利与富士康合作，探索代工领域的业务机会。顺应行业趋势，国内龙头

车企上汽集团做的转变包括：1）进行创新转型，加大自主研发投入，

近 5 年每年投入的金额均超过 100 亿元。2）加大与外部企业的合作；

3）旗下产业投资基金积极探索汽车产业链投资机会。 

 汽车行业呈现地区聚集效应。从全球看，汽车制造和消费主要聚集在中

国、美国和欧洲三大区域。从国内看，共有 6 大汽车产业聚集区，分别

是长三角集群、珠三角集群、京津冀集群、中三角集群、成渝西部集群

和东北集群。汽车产业是宁波的重要产业，规模以上汽车工业总产值从

2010 年的 489.67 亿元上升至 2018 年的 2512.19 亿元，复合增速为

22.68%，2018 年汽车工业总产值占宁波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4.76%。 

 宁波汽车零部件企业向智能化和电动化方向转型。均胜电子剥离内外饰

业务、设立新的智能车联事业部、对子公司均联智行增资并引入战略投

资者、投资激光雷达制造商图达通(Innovusion)；敏实集团为大众 MEB

提供电池盒，并与海拉合资生产雷达罩和发光标牌；杉杉股份深耕动力

电池材料领域。 

 投资建议：汽车智能化正在加速落地，整车厂在核心硬件配置上更加趋

同，如自动驾驶芯片和座舱域控制器芯片等，软件及算法成为汽车的差

异来源。高端新能源汽车朝向续航 1000 公里的目标迈进，对整个三电

系统产生新的要求。整车的变化对零部件企业带来了机会和挑战，建议

关注积极布局并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风险提示：1）新能源汽车发展不与预期；2）自动驾驶发展不及预期；

3）汽车行业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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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汽车产业集群，宁波自主企业崛起 

汽车行业呈现地区聚集的效应。从全球看，汽车制造和消费主要聚集在中国、美国和欧洲三大区域。

从国内看，共有 6大汽车产业聚集区，分别是长三角集群、珠三角集群、京津冀集群、中三角集群、

成渝西部集群和东北集群。其中，长三角集群以上海为中心，聚集了上汽集团、吉利集团、特斯拉、

蔚来等主机厂和众多内外资零部件企业；珠三角集群以广州为中心，聚集了广汽集团、比亚迪等；

京津冀集群以北京为中心，聚焦了北汽集团、长城汽车、北汽福田等主机厂；中三角以武汉为中心，

聚集了东风集团、标致雪铁龙等主机厂；东北集群以长春为中心，主要有一汽集团、一汽大众等主

机厂及零部件企业；西部集群主要以重庆为中心，拥有长安汽车、长安福特等主机厂和吉利等主机

厂的工厂。 

图表1 中国汽车产业地区集群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汽车工业是宁波的重要产业，规模以上汽车工业总产值从 2010 年的 489.67亿元上升至 2018 年的

2512.19亿元，复合增速为22.68%，2018年汽车工业总产值占宁波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4.76%。
此外，宁波的汽车消费能力较强，2019年汽车类零售总额为 602.8亿元，占宁波市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为 38.55%。截至 2019 年底，宁波汽车保有量为 277 万辆，千人保有量达到了 455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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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宁波地区汽车类零售总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3 宁波地区汽车保有量（左）和千人保有量（右）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宁波是长三角的汽车产业集群的重要地区，包括吉利和上汽大众的工厂和多家自主零部件企业，在

汽车行业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图表4 宁波主要主机厂信息 

 工厂  产能  生产车型 

吉利汽车 宁波/慈溪工厂 30 万辆/年 帝豪、远景、缤瑞等 

吉利汽车 春晓工厂 20 万辆/年 博瑞、博越等 

吉利汽车 杭州湾 DMA工厂 15 万辆/年 星越等 

上汽大众 宁波工厂 60 万辆/年 
途昂、凌度、斯柯达明锐、柯洛

克等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平安汽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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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宁波主要汽车零部件企业 

 业务领域 主要客户 

均胜电子 汽车安全、汽车电子、智能网联 大众、福特、宝马等 

拓普集团 

底盘、热管理、汽车电子、减震和

内饰 特斯拉、蔚来等 

敏实集团 
金属及饰条、塑料件、铝件、电池

盒 
大众、奥迪、通用等 

旭升股份 铸铝件 特斯拉、宝马、奔驰等 

爱柯迪 铸铝件 法雷奥、博世、麦格纳等 

宁波高发 
变速箱操纵器及软轴、电子油门踏

板和汽车拉索等 

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吉利、长城、奇瑞

等 

继峰股份 座椅、头枕等 安道拓、李尔、一汽大众、东风日产等 

杉杉股份 动力电池材料 法雷奥、博世、大陆等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汽车研究所 

宁波正在加速产业链向汽车新四化方向转型。2019年 5月，宁波市政府发布了《宁波市汽车产业集

群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到 2025年，汽车产业规模力争达到万亿元，整车企业的本地供

应商配套占比达 60%，形成 3 个全球汽车整车品牌和 20 个世界百强汽车零部件品牌企业，智能网

联汽车研发达到 L4以上水平，建成集新能源汽车技术、5G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协同创新生

态体系。 

 

二、 宁波汽车零部件企业有效应对行业变化 

未来汽车行业的四大趋势：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 

电动化正在加速进行，2020年国内汽车市场从 to B端向 to C端开始转变，欧洲也在政策的推动下

销量迅速增长。我们认为 2025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 600 万辆。 

图表6 中国新能源车销量预测和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汽协、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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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化方面，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2020年 11月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提出，2025 年 L2/L3 级自动驾驶车销量占比 50%，2030 年 L2/L3 级自动驾驶车占比 70%，L4 级

自动驾驶车占比 20%，2035 年高精度地图定位为厘米级。 

图表7 HA(高度)自动驾驶技术发展里程碑 

 

资料来源: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平安证券研究所 

共享化方面，移动出行将改变汽车产业链的角色，如部分整车厂变为代工厂，移动出行公司或将具

有较大的话语权。 

 

针对以上变化，各大主机厂在努力转型，如长安汽车与华为及宁德时代战略合作，推出方舟架构；

上汽与阿里合作，推出智己汽车；吉利与百度成立合资公司，在 SEA浩瀚架构之下进行新车型研发，

此外，吉利与富士康合作，探索代工领域的业务机会。 

以上汽集团为例，进行的布局有： 

1、 进行创新转型，加大自主研发投入，近 5 年每年投入的金额均超过 100 亿元。上汽已在国内的

上海、南京和英国伦敦设立技术中心，开展自主品牌乘用车、商用车的产品研发，在美国加州

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设立创新中心，开展前瞻技术研究，形成了一支 7800多人的自主开发技

术队伍。 

2、 加强与外部的合作，如与阿里合作推出智己汽车； 

3、 上汽旗下的产业投资基金依托集团优势，针对汽车行业发展趋势，寻求汽车产业链投资机会，

主要的方向有： 

 汽车企业平台化趋势下的商业机会：平台化趋势下，零部件的通用性提高，汽车各系统总成能

够自由组合。平台化可大大提高整车企业的规模化优势，全球各大整车企业通过对旗下车型平

台的重新招标，筛选出具有大批量、低成本交付能力的供应商，这为国内的汽车零部件汽车创

造了替代海外供应商的机遇。全球汽车行业面临较大的降成本需求，中国部分零部件企业逐渐

从进口替代走向全球替代，海外车企纷纷转向优质的中国供应链。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投资机会：关注大众 MEB、通用 BEV3 等全球平台供应链、CATL、LG

电池供应链，重点关注二级、三级供应商。CATL、LG、松下等作为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系统

供应商，会积极布局大众、宝马、戴姆勒、特斯拉等全球知名车企配套机会，并力图占据中国

乃至全球汽车动力电池供应的领导地位，各自赛道中的供应链体系也将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必

将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 

 汽车电子自主化的投资机会：汽车电子目前以外资为主，未来自主供应链的机会较大。随着汽

车竞争的加速，汽车电子以及智能驾驶的各项功能已经成为车型竞争的主要领域，本土汽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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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供应商具有响应速度快、产品性价比高的特点，能够为主机厂的车型竞争力提供保障。汽车

电气架构正“从分布式到集中式”变革，在电子电气架构转变过程中，最直接的变化是 ECU

和线束数量减少，控制器成为产业链配套体系中最受益的环节之一。同时，硬件抽象化后，Tier 

1 尤其是仅以制造为核心的供应商可能最先受到冲击，拥有软件开发能力的供应商有能力获得

主动权。 

 汽车后市场的投资机会。二手车：盈利模式不清晰的谨慎投资，to B 类企业模式清晰且可行，

作为短期内的重点布局领域。汽车金融：作为产业投资者，优先选择具有场景或核心数据源的

企业进行布局。出行领域：上汽已经布局了网约车及分时租赁，可围绕停车、车辆管理及其他

服务等进行布局。 

 

2.1 均胜电子——发力智能网联 

均胜电子 2012年收购了德国普瑞，并成立了汽车电子事业部，产品主要包括空调控制系统、驾驶员

控制系统、传感器等。2016年收购了 PCC，进入车载互联和信息娱乐系统领域。2019年，公司设

立新的智能车联事业部，主要包括车机和 V2X相关产品。 

均联智行目前已完成股份制改制，由公司和均联智行高管组成的宁波均嬴、宁波均行对均联智行共

计增资 4251万元。股改的目的是整合智能车联业务板块资源，完善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效率，增强

均联智行资本实力，并为其在自动驾驶、5G-V2X、车载信息系统和汽车数据服务等领域业务的发展

做好准备。 

2020 年 11 月，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均胜群英(天津)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均胜电子将主业进一步

聚焦在汽车电子领域。均联智行对激光雷达制造商图达通（ Innovusion）进行投资，并与其合作，

将为蔚来汽车的 ET7 进行供货。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的 BMS系统为大众、宝马、奔驰、保时捷等车企供货，未来有望随行业而

快速增长。 

图表8 均胜电子座舱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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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敏实集团——新产品电池盒 

公司获得大众 MEB 平台电池盒订单，MEB 平台 2025 年全球销量有望超过 300 万辆，该业务有望

公司未来的重要增长点。此外，2020年公司与海拉电子成立合资公司，进行雷达罩和发光标牌的生

产。 

图表9 敏实集团在新四化方面的布局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2.3 杉杉股份——深耕电池材料领域 

正极材料方面，湖南杉杉能源成立于 2003年，目前拥有长沙麓谷工厂、长沙宁乡工厂、大长沙工厂

和宁夏石嘴山工厂，主要产品包括钴酸锂、三元和锰酸锂。 

负极材料方面，上海杉杉科技成立于 1999年，拥有上海、宁波、湖州、郴州、宁德、包头多个生产

基地，产品包括人造石墨、天然石墨、复合材料和硅氧负极。 

电解液方面，衢州杉杉成立于 2016年，现有产能包括：电解液 5万吨/年、六氟磷酸锂 2000吨/年。

东莞杉杉成立于 2015 年，现有产能为 1.2 万吨/年。 

前端材料方面，2020年 4月，杉杉股份旗下永杉锂业年产 4.5万吨锂盐项目开工，主要产品用于供

应电池正极材料的生产。主要产品用于供应电池正极材料的生产，应用领域覆盖各类数码消费类锂

电池、新能源汽车用锂电池及储能电池。 

 

三、 投资建议 

汽车行业呈现地区聚集效应。从全球看，汽车制造和消费主要聚集在中国、美国和欧洲三大区域。

从国内看，共有 6大汽车产业聚集区，分别是长三角集群、珠三角集群、京津冀集群、中三角集群、

成渝西部集群和东北集群。汽车产业是宁波的重要产业，规模以上汽车工业总产值从 2010 年的

489.67 亿元上升至 2018年的 2512.19亿元，复合增速为 22.68%，2018年汽车工业总产值占宁波

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4.76%。 

未来汽车行业的四大趋势：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电动化正在加速进行，2020年国内

市场从 to B端转向 to C端的开始，欧洲也在政策的推动下销量迅速增长。我们认为 2025年国内新

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 600万辆。智能网联化方面，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2020年 11月发布

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提出，2025年 L2/L3级自动驾驶车销量占比 50%，2030 年 L2/L3

级自动驾驶车占比 70%，L4 级自动驾驶车占比20%，2035 年高精度地图定位为厘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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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变化，各大主机厂在努力转型。如长安汽车与华为和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推出方舟架构；

上汽与阿里合作，推出智己汽车；吉利与百度成立合资公司，在 SEA浩瀚架构之下进行新车型研发，

此外，吉利与富士康合作，探索代工领域的业务机会。 

在应对行业变化上，国内龙头车企上汽集团做的转变有： 

1）进行创新转型，加大自主研发投入，近 5 年每年投入的金额均超过 100 亿元。 

2）加大与外部企业的合作； 

3）旗下产业基金探索汽车产业链投资机会。 

宁波汽车零部件企业向智能化和电动化方向转型。均胜电子剥离内外饰业务、设立新的智能车联事

业部、对子公司均联智行增资并引入战略投资者、投资激光雷达制造商图达通(Innovusion)；敏实集

团为大众 MEB提供电池盒，并与海拉合资生产雷达罩和发光标牌；杉杉股份深耕动力电池材料领域。 

投资建议：汽车智能化正在加速落地，整车厂在核心硬件配置上更加趋同，如自动驾驶芯片和座舱

域控制器芯片等，软件及算法成为汽车的差异来源。高端新能源汽车朝向续航 1000公里的目标迈进，

对整个三电系统产生新的要求。整车的变化对零部件企业带来了机会和挑战，建议关注积极布局并

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四、 风险提示 

1、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及预期。如果国内和海外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或动力电池技术发展不及

预期，将影响新能源汽车的渗透速度。 

2、自动驾驶发展不及预期。如果自动驾驶核心技术（如车规级激光雷达、感知的融合、冗余设计等）

发展不及预期，将影响智能化落地速度。 

3、汽车行业恢复不及预期。如果疫情再次爆发、芯片紧缺的问题难以解决，将影响 2021年甚至以

后汽车行业的产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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