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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摘要

涡轮增压技术的原理是利用燃烧后气缸中排出的高温气体带动涡轮缸叶轮转动，再通过中间壳的轴承带动另一端压气机端叶轮转动，
将新鲜的空气压入气缸内，从而保证燃烧的空气和燃油保持最佳比例14.7。截止至2020年11月，涡轮增压器可提升10%-40%的发动机
热效率，但随着现有涡轮增压器技术的不断革新，涡轮增压器或能助力发动机达到45%以上燃油的热效率提升。

涡轮壳占涡轮增压器成本的20%-35%，中间壳占涡轮增压器成本的7%-8%，涡轮壳和中间壳是涡轮增压器的核心零部件。中间壳是涡
轮增压器的支承机构，起连接涡轮壳和压气机壳的作用。而涡轮壳与汽车排气管歧管直接相连，由于其长期处于高温、带腐蚀气流
冲刷的恶劣工作环境，因此涡轮壳的生产制造对材料性能要求高。涡轮壳和中间壳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生产制造零部件的技
术能力是涡轮壳及中间壳生产制造商的核心竞争力。

 涡轮壳和中间壳行业具备高行业壁垒

涡轮壳及中间壳供应商属于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二级供应商。由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筛选流程耗时长（3年），且成本、质量、产能管理、技
术创新方面标准较高，因此各级供应商间易保持较为长久和稳定的合作关系。由于涡轮壳和中间壳的产品制造难度大、铸造工艺涉及能耗、
安全和环保要求高、项目中断会造成客户损失大等，汽车和整机设备厂商偏好与研发能力强、生产技术强和较好质量控制体系的企业合作。

 受下游需求刺激，涡轮增压器及其上游涡轮壳、中间壳市场规模将持续增长

根据头豹预测，2025年中国新增汽车有望达3,057.3万辆，其中具备潜在涡轮增压器需求的新车为2,712.8万辆，占比超88.7%，涡轮增压器行业
增长潜力巨大，按销售量计2015-2019年的涡轮增压器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为1.8%，2019-2025年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达11.9%。未来混合动
力汽车与混合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带来的涡轮增压器需求增长强劲。

按销售量计，预计2025年中国涡轮壳市场规模将达2,670.4万件，2020-2025年预测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2.5%。中间壳与涡轮壳配比多为1:1，
因而中国中间壳市场规模及2020-2025年预测年复合增长率将与涡轮壳保持同等水平，受需求端涡轮增压器影响，预计未来涡轮壳和中间壳市
场规模将继续增长。

 涡轮增压器的更新带动涡轮壳和中间壳革新，更新以5-6年为一个周期

涡轮增压器的生命周期主要考虑排放和节能两方面。其中欧系汽车（如宝马、大众）在发动机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升级方面积极。发动机的更
新带动涡轮增压器的更新，进而驱动涡轮壳和中间壳革新。涡轮壳和中间壳的更新以5-6年为一个周期。持续的发动机技术创新和性能改良为
汽车整车厂商赢得更多客源，也使其成为大众购买保持销量领先的汽车时主要考虑的、除品牌喜好外的因素。连续蝉联多年汽车销量榜榜首
的丰田卡罗拉具备质量稳定、较低油耗等优点，现在售的丰田卡罗拉车型大都装配有涡轮增压器。

风险因素：新能源汽车政策波动、原材料成本提升、产能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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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1/2）

 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是介于纯电动汽车与燃油汽车两者之间的一种新能源汽车，既

有传统汽车的发动机、变速器、传动系统、油路、油箱，也有纯电动汽车的电池、电动机、控制电路，且电池容量较大，有充

电接口；其综合了纯电动汽车（EV）和混合动力汽车（HEV）的优点，既可实现纯电动、零排放行驶，也能通过混动模式增加

车辆的续驶里程。

 HEV：混合动力汽车（Hybrid Electric Vehicle），同时利用传统汽车的内燃机与纯电动汽车的电机进行混合驱动，减少了对化石

燃料的需求，提高燃油经济性，从而达到节能减排和缓解温室效应的效果。

 PPM：每百万件废品率（Parts Per Million），是个质量目标值，或称百万分率。PPM原表示化学浓度，现表示生产制造每百万

件产品中不合格产品的个数。

 定子：涡轮增压器中静止不动的部分，指涡轮壳和压缩机壳。

 转子：涡轮增压器中转动的部分，指涡叶轮和压缩机轮。

 排气歧管：与发动机气缸体相连，将发动机各气缸排放的废气集中起来导入排气总管并带有分歧的管路。

 金相组织：金相组织指金属组织中化学性质、晶体结构和物理性能相同的组成，其中包括固溶体、金属化合物及纯物质。金相

组织反映金属金相的具体形态，如马氏体、奥氏体、铁素体、珠光体等。

 灰铁：灰铁是指具有片状石墨的铸铁，因断裂时断口呈暗灰色，故称为灰铸铁。灰铁的主要成分是铁、碳、硅、锰、硫、磷。

灰铁是应用最广的铸铁，其产量占铸铁总产量80%以上。

 普通球铁：普通球铁即球墨铸铁，球墨铸铁是通过球化和孕育处理得到球状石墨。球墨铸铁能有效地提高铸铁的机械性能，例

如塑性、韧性等。

 硅钼球铁 ：硅钼球铁是在球墨铸铁的基础上加入适当的硅、钼元素后得到的合金，硅钼球铁材料的塑性、韧性优于球墨铸铁。

 高镍球铁：高镍铸铁是一种含镍量最高可达36％的铸铁，具有较好的耐高温性和抗腐蚀性、耐磨性。高镍球墨铸铁主要应用于

涡轮发动机、涡轮增压器外壳、泵体等耐热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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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热钢：耐热钢指在高温下具有较高强度和良好化学稳定性的合金钢，包括抗氧化钢和热强钢。抗氧化钢一般要求较好的化学

稳定性，但其能承受的载荷较低。热强钢要求较高的高温强度和相应的抗氧化性。耐热钢被广泛应用于制造锅炉、汽轮机、动

力机械、工业炉和航空、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中在高温下工作的零部件铸造。

 CNC切削：CNC切削即数控切削加工。数控加工指用数字信息控制零件和刀具位移的机械加工方法。数控加工是解决零件品种

多变、批量小、形状复杂、精度高等问题和实现高效化和自动化加工的有效途径。

 SOP：批量生产（Start of Production），即企业（或车间）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在质量、结构和制造方法上完全相同产品或零部

件。

 珩磨：珩磨又称镗磨，是用镶嵌在珩磨头上的油石即珩磨条对精加工表面进行的精整加工。珩磨主要加工直径5-500毫米及以上

的圆柱孔。在一定条件下，珩磨也可加工平面、外圆面、球面、齿面等。

 抛丸：抛丸是一种表面处理工艺，类似工艺还有喷砂和喷丸。抛丸是一个冷处理过程，分为抛丸清理和抛丸强化，抛丸的目的

是为了去除表面氧化皮等杂质，从而提高外观质量。

 PPAP：生产件批准程序（Production Part Approval Process），指包含生产件和散装材料在内生产件批准的一般要求。PPAP的

目的在于衡量供应商是否已经正确理解客户需求、供应商是否具备满足客户要求的生产能力、以及供应商是否在实际生产过程

中按规定生产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等。

名词解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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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增压器是利用发动机排出废气作为动力来源的一种空气压缩机，相较于机械增压
器具有不消耗发动机动力的优势

涡轮增压器概念界定

涡轮增压器分类（按废气进入涡轮方向）

 涡轮增压器是一种利用内燃机工作所产生的废气，通过由定子和转子

组成结构来驱动的空气压缩机。

 功能

• 提升发动机热效率：涡轮增压器可增加进入内燃机的空气流量，

从而令机器效率提升。涡轮增压器常用于汽车引擎中，通过利用

排出废气的热量及流量提升内燃机的热效率（10%-40%）

• 节能减排：部分车辆在设计时采用涡轮增压器并未直接增加发动

机功率，而是通过涡轮增压器搭载小汽缸容积发动机，可在不牺

牲引擎输出性能的前提下（与自然进气发动机相比）提升燃油的

经济性与环保性

 分类：按废气进入涡轮方向的不同，涡轮增压器可分为径流式、轴流

式和混流式三种。

涡轮增压器典型应用场景

轮船 燃气轮机发电

涡轮增压器

 虚线代表将微
型燃气轮机应
用于汽车的分
布式发电技术

涡轮增压 机械增压

动力来源 废气 引擎

增压倍数

适用转数

动力消耗

增压时滞

涡轮增压与机械增压对比

 用于工程
机械和农
用机械

 与汽车类似，
用于轮船发
动机增压

 涡轮增压器在插
电式混动汽车中
渗透率高达90%，
未来前景广阔

 涡轮增压相较于由引擎曲轴驱动的机械增压器具有不消耗发动机动力
的优势，其增压倍数高，适用于高速运转的场景

轴流式

涡轮增压器转子

径流式

涡轮增压器转子

转子轴

混流式

涡轮增压器转子

转子轴转子轴

箭头表示废气方向

废气垂直于转子轴线流
动，特点是流量小、体
积小、结构简单

废气平行于转子轴线流
动，特点是流量大、效
率高、增压倍数大

废气以垂直、平行结合
的方式流动，特点是高
转速比下可保持高效率

叶轮强度低
涡轮效率低
使用频率低

大 型 柴 油
机使用

车 用 发 动
机使用

20,000RPM以上

1-2s

消耗20%动力

小于1.5bar大于2.2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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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增压器功能分析
涡轮增压器通过发动机排出的废气驱动涡轮和压缩机，对空气进行压缩，提高发动机
进气量从而提升热效率

涡轮增压器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示意图

连接压缩机轮与涡轮的轴

压缩机壳体

压缩机进气口

涡轮壳

涡轮

压缩机排气口

压缩机轮

涡轮废气出口

涡轮废气入口

涡轮

压缩机

发动机气缸排出的废气
进入涡轮

废气驱动涡叶轮和连接轴旋转，
流过叶片的废气越多，涡叶轮旋
转速度越快

涡轮利用后的废气被
排出涡轮外

连接轴驱动压缩机
轮旋转压缩机是一种离心泵，从叶片中

心位置吸入空气

经压缩机压缩后的空气冷却后
进入发动机气缸

1

2

3

4

6

5
发动机

头豹洞见

涡轮增压器将废气机械能部分转化
为涡轮机械能，从而压缩空气增大
进气量，创造小范围的能量循环。
涡轮增压器工作时温度高，因此涡
轮壳和中间壳的制造工艺要求高，
对性能影响大。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压缩机通过从涡轮获
得的动力将空气压缩
后送入发动机气缸

表示废气运行路径

表示空气运行路径

涡轮壳是涡轮增压器
的核心零部件之一

• 涡叶轮可吸入从发动机排出的废气并转化为动力传递给同轴压缩机轮
• 中间壳是涡轮增压器的支承机构和润滑冷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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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增压器产业图谱
涡轮增压器行业上游原辅材料种类多元，中游零部件供应商的客户以国际厂商为主，
下游应用场景广泛，汽车应用潜力大

涡轮增压器下游

镁合金 生铁 镍 废钢 覆膜砂 孕育剂 球化剂

涡轮增压器产业链示意图

汽车

涡轮增压器上游

涡轮增压器中游

涡轮壳、中
间壳及其他
涡轮增压器
配件供应商

涡轮增压器
供应商

对涡轮增压器性能有直接影响的原辅材料

2020年前四
大国际巨头
市场占比

五角星数量代表未来涡轮增压器的应用潜力

轮船

机械

发电站

涡轮增压器可提高汽车发动机热效率10%‐40%
未来混合动力汽车将带来涡轮增压器的强劲需求

来源：各企业招股说明书，各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018年上市，股票代码603161
中国最早上市的涡轮壳和中间壳供应商 涡轮壳和中间壳分别占涡轮增压器成本的20%-

35%及7%-8%，是涡轮增压器的核心零部件

中国涡轮增压工厂多分布在长三角，该地区整车厂多，零部件及客户均设有研发和采购中心，上游配套模具、机床、刀具成熟发达

28%‐30%

28%‐30%
15% 12%

PHEV与HEV两
种混动汽车涡
轮增压器装机

率更高

纯燃油汽车 HEV PHEV

2019年销量占乘用车比例 94.0% 0.9% 1.1%

2025年销量占乘用车比例 57.3% 12.9% 15.8%

2019年涡轮增压器渗透率 50.0% 70.0% 90.0%

2025年涡轮增压器渗透率 90.0% 100% 100%



©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15

 涡轮壳和中间壳在涡轮增压器中的成本占比
高（20%-35%及7%-8%），是涡轮增压器的核
心零部件

 其制造工艺精细，有30-40道工序（关键工
序是精密铸造和机械加工）

 行业平均PPM（百万分之缺陷率）约为200
 行业内多自研发生产线，要求有丰富的铸造

经验，以提高出品率、降低不良率

涡轮增压器成本结构分析
涡轮增压器中涡轮壳和中间壳成本占比最高，是涡轮增压器最重要的核心零部件。其
配件行业标准高，工艺先进，产能额度和牌照资源稀有

涡轮增压器主要结构成本示意图

连接压缩机轮与涡轮的轴

压缩机壳体

压缩机进气口

涡轮壳

涡叶轮

压缩机排气口

压缩机轮

涡轮废气出口

涡轮废气入口

涡轮

压缩机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间壳

20%-35%

7%-8%

3%-4%

6%-7%

3%-5%

表示废气运行路径

表示空气运行路径

4%-6%

 压缩机轮是铝制，
成本略低于叶轮

表示零件成本占比x%-x%

 ISO/TS 16949是汽车行
业生产件与相关服务件
的质量体系要求，其基
本目标是消除装配线上
的不合格品及取得产品
质量突破性的进步

 涡轮壳和中间壳生产企
业需遵循这一标准

涡轮增压器配件行业下游客户对成
本、质量、产能管理、技术创新要
求高，常与配件供应商共建价值工
程项目提升产品质量
 中国零配件常用标准是TS16949

及VDA6.3，是与国际接轨的高
标准

 应中国政府要求，涡轮增压器配
件行业需建设智能工厂，控制能
耗与人均产出，产能额度与牌照
资源对厂商极其重要，拥有足额
产能和稀有牌照的厂商数量极少



02 涡轮壳及中间壳生产工艺流程

二、涡轮壳及中
间壳概述

01 涡轮壳及中间壳必要性研究

03 涡轮壳及中间壳技术分析

04 涡轮壳及中间壳行业壁垒分析

05 涡轮壳及中间壳生命周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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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壳

涡轮壳

中间壳是涡轮增压器的核心零部件之一

• 一方面，中间壳是涡轮增压器的支承机构，连接涡轮壳和压气机壳

 通过螺钉将扩压器后板、涡轮壳与中间壳连接，实现零部件间载荷
的传动。转子的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通过浮动轴承和止推轴承传递
至中间壳

• 另一方面，中间壳是涡轮增压器的润滑冷却装置

 中间壳的进油孔与发动机的润滑系主油道相连

 中间壳除了对连接转子和中间壳的浮动轴承和止推轴承进行润滑外，
也将涡轮增压器涡轮运作产生的热量散发，保证涡轮增压器长久且
可靠地运转

涡轮壳及中间壳必要性研究
涡轮壳和中间壳是涡轮增压器的核心零部件，而涡轮壳及中间壳的材料是决定其是否
能适应恶劣工作环境的关键因素，因此制造商的选材匹配能力重要性凸显

涡轮壳及中间壳作用

材质名称 工作温度（℃） 材质特性

灰铁 ≤500 减震性能强、热导率较高、铸造性能和切削
性能良好

普通球铁 ≤640 强度和韧性良好

硅钼球铁 ≤760 高温抗氧化性能良好，机械强度较高

高镍球铁 ≤950 耐热性能和耐腐蚀性能强、热稳定性较高

耐热钢 ≤1,050 热稳定性较高、耐磨和耐蚀性良好

涡轮壳是涡轮增压器的核心零部件之一

涡轮壳与汽车排气管歧管直接相连。由于涡轮长期处于高温、带腐蚀气
流冲刷的恶劣工作环境，因此涡轮壳的生产制造对材料性能要求高

 选材时需考虑使用成本和材料获取的安全性保证两方面因素

 大部分涡轮壳的铸造采用高端的耐热钢，一般情况则使用铸铁

 材料需金相组织均匀、耐高温（能适应在700℃-1,050℃的工作
环境）、以及高温抗氧化性能强

（1）中间壳的作用 中间壳的特点

（2）涡轮壳的作用
（3）中间壳及涡轮壳常用材质及其特性

结构紧凑 结构复杂 性能要求高

铸造和机加工工
艺难度高

精度高

来源：科华控股招股说明书，蠡湖股份招股说明书，
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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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涡轮壳加工工艺流程
CNC切削 钻孔铣面 去毛刺 打标、检漏

外观检查

干燥外观/内窥
镜检查

装配、焊接、
压衬套（视
情况而定）

高压水清洗

泄露检查

激光打标 高压水清洗 防锈处理 包装

涡轮壳及中间壳生产工艺流程
涡轮壳和中间壳的铸造和加工流程涉及30-40道工序，其中中间壳和涡轮壳的加工工艺
相似，中间壳的加工工艺仅比涡轮壳多珩磨和高压水冲洗两步

涡轮壳及中间壳生产流程

来源：科华控股招股说明书，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进科检验

砂芯加工

型砂混制

造型

熔炼

成分检验

出铁

浇注

包装入库

防锈处理

铸件检查（外观&材质&尺寸）

精抛

铸件研磨

抛丸

分离

Step1：涡轮壳及中间壳铸造工艺流程

Step2：中间壳加工工艺流程

CNC切削 钻孔铣面 去毛刺 打标、检漏

外观检查

珩磨
外观/内窥

镜检查

装配、焊接、
压衬套（视
情况而定）

高压水清洗

泄露检查

激光打标 高压水清洗 防锈处理 包装

高压水清洗干燥

涡轮壳和中间壳供应商根据客户订单需求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其产品生产流程涉及精密铸造和机械加工两道关键工艺，共计30-40道工序。

 客户下达
订单需求

 厂商制定
生产计划  生产

 外协加工

 铸造、机
械加工

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毛胚件

成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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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壳及中间壳技术分析
涡轮壳和中间壳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铸造和加工零部件的技术能力是涡轮壳及
中间壳生产制造商的核心竞争力
涡轮增压器零部件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零部件生产制造工艺能力的差异会对产品性能造成显著影响。中间壳和涡轮壳作为涡轮增压器的重要零件，
产品的制造精度、结构强度、耐高温性和抗腐蚀性等性能会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和节能减排效果造成影响。因此，生产制造零部件的技术能力是涡轮增压
器零部件生产制造商的核心竞争力。

涡轮壳和中间壳的生产过程涉及冷加工和热加工，包含精密铸造和机械加工两道关键工艺。优化铸造和机械加工相关工艺不仅能帮助企业提高产品精度
和品质，还能提升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小生产制造环节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涡轮壳及中间壳生产过程

附：
• 截止至2020年11月，涡轮增压器对于发动机热效率的提升10%-40%不等。随着现有涡轮增压器技术（例如可变截面、电动涡轮增压、球轴承等）的不断革新，将来

或有望达到45%以上燃油的热效率提升

Step1：精密铸造

确认图纸 确认材料

 几何形状
 尺寸大小

 材料质地
 材料密度

工艺制造

 粗抛、精抛等工艺
 目的：提升产品外观精度

Step2：机械加工

涉及
技术
类型

目的：保持金属流线的连续，实现产品特定功能要求

 CNC切削
 钻孔铣面工艺
 去毛刺工艺等

涡轮壳流
道设计

影
响

影
响

涡轮增压
器压缩比

汽车功率
差异

涡轮壳流道设计具体
差异体现

流道直径
流道是否连体等

流道数量

图纸确认原理

高端车型、豪华汽车品牌对功率和扭矩要求
比较高，以及对发动机的排放、节能要求比
较高

客户需求车型

涡轮增压器制造商需满足汽车整车厂商对涡
轮增压器高效率运转要求，即涡轮增压器压
缩比要求高

压缩比要求

涡轮增压器的压缩比要求越高，对铸造涡轮
增压器的材料选取要求则越高，材料中合金
（如镍、铬、铌等）的含量越高

材料要求

 不良率问题
• 材质不良
• 金相不良等

来源：科华控股招股说明书，蠡湖股份招股说明书，
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涡轮壳和中间壳铸造和加工工艺涉及元素

高端数控设备

 运用精密刀具对铸件（钢件、铸铁件）进行钻孔、铣、珩磨等
 厂商设备投入由项目实际运行情况而定
 高端数控设备类型：
• 铸造设备：（1）2-3年实现满产能运作；（2）一条铸造线可覆盖

100台数控加工设备、覆盖20-30条加工单元（4、5台设备1个单元）
• 加工设备：（1）3个月实现满产能运作；（2）加工设备逐条产线投

入，投入情况根据企业获得的订单数量决定

影响加工费用的因素

常见问题

 产品材质  产品工艺种类

 加工工艺数量  工序精度要求等

 外观问题
• 碰伤
• 划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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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壁垒

 生产制造过程繁杂
 涉及零部件的铸造、

加工、检验
 工艺要求高

 较强的研发能力和过程控制能力
 较强的产品创新、质量优化、以及快速交付能力等能帮

助企业快速获得增量用户

 快速应对市场变化能力
 及时满足存量用户需求，

防止客源流失

行业进入壁垒

涡轮壳及中间壳行业壁垒分析
涡轮壳及中间壳的供应商筛选流程完整、严格且耗时长，合格的供应商需具备较强的
资金、技术、安全生产等能力。供应商间的合作关系一旦建立，易趋于长久和稳定

三级供应商

二级供应商

一级供应商

整车厂/整机厂

汽车零部件标准件

零部件分总成服务或
高端零部件加工

总成系统或模块
化产品

汽车或
整机设备

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多层级供应商体系

汽车零部件行业具备特有的多层级供应商体系，其中涡轮壳及中间壳供应商属于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二级供应商。由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筛选流
程耗时长（当前供应商的筛选流程具体耗时时长为3年左右），且成本、质量、产能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标准较高，因此，各级供应商间易保
持较为长久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各车型配套产品周期为4-7年左右），即涡轮壳及中间壳具备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

来源：科华控股招股说明书，蠡湖股份招股说明书，
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涡轮壳和中间壳行业的供应商筛选流程

管理壁垒

人才壁垒

规模资金壁垒

 铸造、加工、检验等环节需要的人才类型不同（例
如：材料、机电一体化人才）

 人才需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企业需具备完
善、高效、成
熟的管理体系

 加工精度和效
率的提升需较
多的资金投入

环保

涡轮壳和中间壳供应商考核因素

能耗 安全

通过质量、环境
等管理体系认证

合格供应商
标准筛选

取得供应
商资格

完成相关产
品测试

定期检查

 考察质量、
过程管控能
力、技术能
力等

 竞价、投标
 龙头企业的

项目中标率
在30%左右

 性能测试
 耐久测试
 包容性测试等

批量化生产
SOP

 IOS/TS16949
 VDA6.3

根据定期检查结果
整车厂不断更新供应商名录

 产品质量、价格
 交付及时性及服

务质量等

 偏好与研发能力强、生产技术强
和较好质量控制体系的企业合作

从项目确认至SOP
耗时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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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壳及中间壳生命周期研究——全球汽车热销情况
从使用端和生产端分析涡轮壳及中间壳生命周期不仅可助力涡轮壳及中间壳供应商改
善生产运营效率，还可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率

全球热销汽车品牌排行及其累计销量，截止至2020年3月

• 截止至2020年3月，全球热销汽车品牌累计销量排行榜前十均含有涡轮增压车型，这侧面反映大众对涡
轮增压器的接受度较高。其中后五名的平均油耗普遍高于前五名，即汽车油耗情况是大众购买汽车时考
虑的主要因素之一。排行前五中仅福特F系列皮卡的工信部参考油耗高于6.1升/百公里，此车型的累计销
量落后晚其上市18年的丰田卡罗拉近600万辆，此现象或因卡罗拉的设计研发积极且紧跟客户需求。

来源：工信部，小熊油耗，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 从生产端看，发动机技术的革
新带动涡轮增压器的更新，进
而驱动涡轮壳和中间壳革新，
更新一般以5-6年为一个周期

• 持续的发动机技术创新和性能
改良为汽车整车厂商赢得更多
客源

涡轮壳和中间壳的生命周期

含涡轮增压器的汽车

含涡轮增压器的发动机

涡轮增压器

5%双涡轮增压 95%单涡轮增压

 涡轮增压器：
涡轮壳：中间
壳=1：2：2

 涡轮增压器：
涡轮壳：中间
壳=1：1：1

+发动机

+汽车

• 油耗情况、性价比、品牌喜好
是大众选择汽车时考虑的主要
因素

• 汽车厂商通过生产和销售含涡
轮增压器发动机的车型满足群
众对排放和节能两个方面需求

排名 品牌 车名 上市时间 全球累计销
量（万辆）

含涡轮增压
车型

最新款含涡轮增
压车型

工信部参考
油耗（升/百

公里）

平均油耗
（升/百公里）

1 丰田 卡罗拉 1966 4,600 1.2T
2021款1.2T 5.5-5.7 7.1-7.7
2019款1.2T 5.5-5.7 7.1-7.3

2 福特 F系列皮卡 1948 4,000 3.5T 2019款3.5T 12.6 12.5-14.8

3 大众 高尔夫 1974 3,480 1.2T、1.4T
2020款1.2T 5.4-5.6 7.3

2020款1.4T 5.8 7.2-7.7

4 本田 思域 1972 1,730 1.0T、1.5T
2019款1.0T 5.4-6.0 6.8-6.9

2021款1.5T 5.9-6.4 7.2-7.8

5 宝马 3系 1975 1,330 2.0T 2021款2.0T 6.1-6.2 8.3-9.5

6 雪佛兰 迈锐宝 1964 1,030 1.5T 2017款1.5T 6.8 8.6-8.9

7 奔驰 C级 1994 1,020 1.5T、2.0T
2021款1.5T 6.1-6.3 9.1-9.5

2021款2.0T 6.7 9.4

8 奥迪 A4 1998 690 2.0T 2020款2.0T 6.2-7.8 8.4

9 宝马 MiniHatch 1959 630 1.5T —— —— ——

10 斯柯达 明锐 1998 630 1.2T、1.4T 2019款1.2T 5.2 6.5

十一代丰田卡罗拉的改变
第一代（1966年）：新设计理念（80分主义+α）

第二代（1970年）：运动款汽车（舒适感和驾驶感升级）

第三代（1974年）：因环境问题和石油危机改良汽车油耗

第四代（1979年）：车型重新设计

第五代（1983年）：技术革新（前轮驱动）

第六代（1987年）：增加四驱系统

第七代（1991年）：花冠诞生

第八代（1995年）：燃油效率优化

第九代（2000年）：采用最新动力转向系统

第十代（2006年）：适应全球需求

第十一代（2014年）：油电混合

• 从涡轮壳和中间壳使用端看，在汽车正常行驶
和保养的情况下，涡轮壳和中间壳的生命周期
时长=涡轮增压器=汽车更换周期（8-10年）

装配比

外观优化 性能升级 需求匹配

销
量
前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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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壳及中间壳生命周期研究——中国汽车热销情况及对比分析
中国汽车销量榜前50中共有24个汽车品牌含有涡轮增压车型，合计销量为428.3万辆，
占销量榜前50车型销量总数的49.6%。全球与中国热销前五车型大都含涡轮增压器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世界汽车工业协会，车矩阵，
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国际对皮卡车型接受度较高，福特F系列和道奇Ram两款皮卡车型，分别位列全球2019年累计销量榜第2和第7名。中国的热销车型普遍性价比较高，价
格大都分布在10-15万元之间，除五菱宏光和东风日产轩逸外，均含有涡轮增压器车型。大众对含涡轮增压器车型接受度的提高将提升汽车厂商对涡轮
增压器的重视程度，进而推动涡轮壳和中间壳产销量提升。另外，1.0T、1.2T和1.5T在中国与全球2019年含涡轮增压器的热销车型中出现频次最高。

排名 车型 累计销量（辆）
1 大众朗逸 411,164 
3 哈弗H6 303,023 
5 丰田卡罗拉 285,292 
7 大众宝来 265,100 
9 大众速腾 242,284 
12 本田思域 203,213 
14 吉利博越 185,734 
15 本田雅阁 185,186 
18 本田CR-V 169,777 
21 大众帕萨特 158,238 
24 宝马5系 145,280 
25 大众迈腾 140,957 
26 奔驰C级 138,342 
27 奔驰E级 138,040 
28 长安C575 137,387 
29 奥迪A4 137,068 
34 本田凌派 128,204 
36 荣威RX5 124,901 
38 别克GL8 121,551 
39 本田XR-V 117,378 
40 奔驰GLC 117,161 
41 哈弗F7 116,422 
44 现代iX35 208,458 
49 大众T-roc 102,920 

合计 24个汽车品牌 4,283,080  

中国和全球热销车型前五对比，2019

全球热销车型 中国热销车型

1

2

3

4

5

丰田卡罗拉

丰田卡罗拉

上汽大众新朗逸

东风日产轩逸

哈弗H6

五菱宏光

福特F系列

本田RAV4

本田思域

本田CR-V

中国汽车销量榜前50名中含涡轮增压车型具体销量，
2019年1-11月

 累计销量：
49.1万辆

 涡轮增压车
型 ： 1.2T 、
1.4T

 累计销量：
47.5万辆

 涡轮增压车
型：无

 累计销量：
37.0万辆

 涡轮增压车
型：无

 累计销量：
36.6万辆

 涡轮增压车
型 ： 1.5T 、
2.0T

 累计销量：
35.1万辆

 涡轮增压车
型：1.2T

 累计销量：
123.6万辆

 涡轮增压车
型：1.2T

 累计销量：
107.0万辆

 涡轮增压车
型：3.5T

 累计销量：
93.8万辆

 涡轮增压车
型：1.0T

 累计销量：
82.1万辆

 涡轮增压车
型 ： 1.0T 、
1.5T

 累计销量：
81.9万辆

 涡轮增压车
型：1.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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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壳及中间壳生命周期研究——细分车型平均生命周期分析
2.0T车型的平均生命周期最长，达5.6年；其次是1.4T车型。具备长生命周期车型（如宝
马5系、奔驰E级）的涡轮壳和中间壳供应商生产订单相对长久和稳定

中国汽车销量榜前50名中含涡轮增压车型详情，截至2020年11月

涡轮增压器 汽车品牌 在售车型年份
（除停产在售）

发动机情况
第一代上市时间 截止至2020年11月的

换代总数 平均换代时长 平均生命周期
马力大小 国V 国VI 

1.0T
本田思域 2019、2020 125 √ √ 1972 10 4.8 4.2本田凌派 2019 122 √ 2013 2 3.5 

1.2T
大众朗逸 2019 116 √ 2008 3 4.0 

3.6丰田卡罗拉 2021 116 √ 1966 11 4.9 
大众速腾 2021 116 √ √ 2006 7 2.0 

1.4T

大众朗逸 2019、2021 159 √ 2008 3 4.0 

4.4

大众宝来 2020 150 √ 2001 5 3.8 
大众速腾 2021 150 √ √ 2006 7 2.0 

大众帕萨特 2020 150 √ √ 1973 7 6.7 
大众迈腾 2020 150 √ 2010 2 5.0 
现代iX35 2020 140 √ 2010 2 5.0 
大众T-roc 2020、2021 150 √ 2017 1 ——

1.5T

哈弗H6 2021 150、159 √ 2011 3 3.0 

3.7

本田思域 2019、2020、2021 177 √ √ 1972 10 4.8 
本田雅阁 2018、2021 177、193、194 √ 1976 10 4.4 
奔驰C级 2021 156、184 √ 1994 5 5.2 

长安CS75 2021 178 √ 2013 2 3.5 
荣威RX5 2020 169、173 √ 2016 2 2.0 

本田XR-V 2020 177 √ 2014 2 3.0 
哈弗F7 2021 169 √ 2018 1 ——

1.8T 吉利博越 2020、2021 163、184 √ 2016 2 2.0 2

2.0T

哈弗H6 2021 224 √ 2011 3 3.0 

5.6

大众帕萨特 2020 186、220 √ 1973 7 6.7 
宝马5系 2021 184、252 √ 1972 6 8.0 
大众迈腾 2020、2021 186、220、258 √ 2010 2 5.0 
奔驰E级 2021 258、299 √ 1947 10 7.3 
奥迪A4 2020 150、190、252 √ 1972 10 4.8 
别克GL8 2020、2021 237 √ 1999 5 4.2 
奔驰GLC 2021 197、258 √ 2015 1 ——
哈弗F7 2021 224 √ 2018 1 ——

来源：汽车之家，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附： 为长生命周期车型

https://www.leadleo.com/pdfcore/show?id=6045d58820410edd79957d7d



三、中国涡轮
壳及中间壳供
需格局分析

01 供给端
 涡轮壳及中间壳行业参与主体

分析

02 需求端

 核心政策解读

 汽车涡轮增压器需求综述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需求

 混合动力汽车需求

 燃油车需求

 中国涡轮增压器行业规模

 中国涡轮壳及中间壳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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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目前全球规模最
大、装备最好的汽车
零配件铸造车间

供给端——涡轮壳及中间壳行业参与主体分析（1/2）
涡轮壳及中间壳行业壁垒较高，行业上规模参与者少，其中，科华控股是中国首家兼
具涡轮壳及中间壳生产制造的上市企业，其业务营收规模位于中国领先地位

 全球上市企业市场份额
第一。现有产能大，达
1,175万件/年

 涡轮壳和中间壳现有
产能大

 具备10.5万吨铸造年
产能和800万件机加
工年产能

涡轮壳和中间壳行业上规模参与者较少，包括韩国、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企业不足20家。参与者较少的原因主要有（1）产品制造难度大：客户对供应商成
本、质量、产能管理等方面要求高；（2）团队合作能力要求高：供应商每年需与客户一起开展联合设计和研发的项目，协助客户提升生产效益，进而加
强双方的合作关系；（3）运营标准要求高：供应商需具备绿色生产、智能化生产等能力；（4）铸造牌照获得难度高：工艺温度达1,600℃，危险系数大
等，铸造牌照获得难度大。

涡轮壳及中间壳行业参与主体（按是否上市及成立时间先后顺序排序）

常州中车

江阴机械

波鸿集团

 汽车涡轮增压器
零部件

 液压泵阀、工程
机械配件

涡轮壳
 汽车零部件

涡轮壳

华培动力

科华控股

 弯管机系列产品
 汽车零部件

涡轮壳

新伟祥工业

 汽车零部件
 铁路产品和风电

产品

涡轮壳
 汽车关键零部件

涡轮壳

 汽车涡轮增压器
零部件

 发动机零部件

中间壳

中间壳

中间壳

中间壳

中间壳

中间壳涡轮壳

EGR阀等

涡轮等

压壳等

差速器壳体等

排气管等

轴承盖等

江苏

上海

江苏

江苏

四川

天津

2002

2006

1997

2006

1999

1995

于 2019 年 1 月 在
上交所上市，股
票代码为603121

于 2018 年 1 月 在
上交所上市，股
票代码为603161

 14项发明专利和55项
实用新型专利

 年产6,000+台套机械
产品设备、5万吨铸
铁件

企业总部 上市情况成立时间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竞争优势

来源：各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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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7年1月
在 深 交 所 上
市 ， 股 票 代
码为300580

供给端——涡轮壳及中间壳行业参与主体分析（2/2）
涡轮壳和中间壳的供应商普遍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主要因此地区整车厂、上游客户的
工厂较多，以及地区的产业规模、上下游配套相对完善

来源：各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0年铝制品生产
经验 汽车零部件

 具备5,000吨年生
产能力，年产铸
件120万件

 汽车零部件

江苏

江苏

江苏 2002

2002

1994

于2018年10月
在深交所上市，
股 票 代 码 为
300694

贝斯特

烨隆精密

涡轮壳行业参与主体（按是否上市及成立时间先后顺序排序）

光生赤木

蠡湖股份

叶轮等压气机壳中间壳

中间壳行业参与主体（按是否上市及成立时间先后顺序排序）

江苏 1997

涡轮壳

涡轮壳

涡轮壳

冲压件

压气机壳

后卡钳

精密件等

EGR阀等

 共获发明专利60
项，实用新型专
利93项

 压气机壳和涡轮壳

 汽车涡轮增压器零
部件

 工装夹具产品

 实现中间壳从铸
造到机械加工的
一体化供应能力

涡轮壳和中间壳行业的参与者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发展涡轮增压器行业的优势有（1）长三角地区的整车厂数量较多，涡轮壳和中间壳行业下
游客户的研发中心和采购中心也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供应商间较近的地理距离有助于上游供应商减少运输开支和增加上下游供应商间的合作交流机会等；
（2）长三角地区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产业规模、上下游配套（模具、机床等）发展相对其他地区成熟和发达。

企业总部 上市情况成立时间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竞争优势

企业总部 上市情况成立时间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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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核心政策解读（1/2）
国务院、发改委及工信部等政府部门以《中国制造2025》为顶层设计，下游新能源汽
车为产业应用，发布多项政策推动中国涡轮壳及中间壳等机械关键零部件需求的提升

来源：国务院，工信部，发改委，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分类 政策名称 颁布日期 颁布主体 主要内容及影响

下
游
应
用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 2020-11 国务院

2021年起，中国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公共领域新增或更
新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80%；新能源汽车新车
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2035年，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
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质量品牌要具备较强的国际竞
争力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2020-10 工信部、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

2035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六大目标：碳排放总量较峰值下降20%以上；新能源
汽车将成主流产品，汽车产业基本实现电动化转型；中国方案智能网联汽车核
心技术大规模应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提升；建立汽车智慧出行体系；
具备引领全球的原始创新能力

总
体
规
划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 2018-01 发改委

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及工艺设备配套能力。加快基础零部件、基础工
艺和关键配套产品的研制及产业化，发展专用生产和检测装备，攻克基础工艺
构建重大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及工艺设备配套供给体系增强关键核心零部件供
给能力。加快发动机、传动系统、电液控制系统、智能系统等核心零部件的研
发与产业化

《机械通用零部件行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 2015-12 中国机械通用零

部件工业协会

完成高功率密度、高可靠性设计技术研究，完成调速装置结构与参数优化、型
腔设计、调速控制系统优化，完成调速装置动特性分析，完成泵轮、涡轮型腔
高精高效加工，完成传动装置温度、转速、压力控制及监测系统设计，完成样
机试制及试验测试评价

《中国制造2025》 2015-08 国务院
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到2025年，
7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80种标志性先进工艺得到
推广应用

中国涡轮壳及中间壳核心政策，2015-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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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节奏

来源：国务院，工信部，发改委，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以《中国制造2025》为顶层设计，国务院与工信部等构筑多层次的机械零件制造业政
策。随新能源汽车普及，需求端将给涡轮增压器带来增长

需求端——核心政策解读（2/2）

中国涡轮壳及中间壳核心政策分阶段示意图，2015-2035年

《中国制造2025》

《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

《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增强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三年行
动计划（2018-

2020年）》

《机械通用零部
件行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

• 4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
•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1.26%
•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达到84.5%

• 7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
• 80种标志性先进工艺推广
•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1.68%
•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达到85.5%

• 装备整机和成套设备突破
• 零部件制造工艺水平提升
• 研发检验检测能力增强

• 重点研发汽车发动机曲轴
成套生产装备、高强度钢
结构件成套设备

• 构建重大技术装备关键零
部件及工艺设备配套供给
体系

• 开展铸造、锻造、热处理
技术攻关

• 突破复杂成型及控制技术

• 2015年机械通用零部件
销售额超3,500亿元，出
口约130亿美元

• 突破30项核心零部件产
品技术瓶颈

• 培育30家高级零部件制
造企业

• 能耗降低30%
• 生产效率提高30%
• 监督抽查合格率提高

• 完成泵轮、涡轮型腔高精
高效加工

• 完成型腔设计优化

• 新能源汽车占总销量20%
• 混动新车占传统能源车50%以上

• 新能源汽车占总销量40%
• 混动新车占传统能源车75%以上

• 新能源汽车占总销量50%以上
• 混动新车占传统能源车100%

• 2021年起，生态文明试验区、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公共领域
新增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
于80%

• 纯电动乘用车新车平均电耗降至
12.0千瓦时/百公里

•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占汽车新
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

• 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 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
• 纯电动汽车成新车销售主流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15 2020

203520302025

203520252020

2020

2020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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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复合动力
• 电池容量大，电量用

尽时须使用外部充电
桩进行充电

需求端——汽车涡轮增压器需求综述
根据头豹预测，2025年中国新增汽车有望达3,057.1万辆，其中具备潜在涡轮增压器需
求的新车为2,712.7万辆，占比超88.7%，涡轮增压器行业增长潜力巨大

车型 分类依据 涡轮增压器
应用前景

纯燃油汽车

纯电动汽车

• 使用内燃机驱动
• 能量来源全部为传统

燃油

• 完全由电池提供动力

乘
用
车

• 使用复合动力
• 需大功率时由电池补

充，功率富余时可发
电给电池充电

商用车
• 用于运送人员和货物
• 包含所有载货汽车和

9座以上的客车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不同车型涡轮增压器应用前景

3,057.1万辆新车中有潜在涡轮增压器需求
的新车为2,712.7万辆，占比88.7%

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PHEV）

混合动力汽车
（HEV）

24.5万台
1.0%

2020年销量
及占比

96.1万台
3.8%

1,857.3万台
73.8%

24.9万台
1.0%

513.1万台
20.4%

387.3万台
12.7%

2025年销量
及占比

344.5万台
11.3%

1,408.3万台
46.1%

316.9万台
10.4%

600.3万台
19.6%

90%

2020年涡轮
增压器渗透率

0%

50%

70%

65%

100%

2025年涡轮
增压器渗透率

0%

90%

100%

95%

↑46.2%

↑80.0%

↑11.1%

↑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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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

受政策影响及充电桩逐步普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将持续增长，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所需的涡轮增压器改造需求将大幅增加

需求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需求

•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需要使用燃油时，涡轮增压器可较低排放提
供较大动力，进而提升燃油使用场景的驾驶体验

•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涡轮增压器渗透率高达95%，日常保养费用
低，消费者有充分动力选购

Strengths优势

• 对比混合动力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对内燃机的功率、体积
和密度要求高，涡轮增压器可发挥小体积强动力的优势

• 涡轮增压器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中渗透率高达90%，燃油汽车
污染日益严重使发展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成为必然

Opportunities机会

•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大容量电池成本高（16千瓦时，电池成本8
万元），电池到期的更换成本对加装涡轮增压器有挤出作用

• 部分地区充电桩数量少抑制消费者购买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需求，
从而减少涡轮增压器需求

Weaknesses劣势

• 环保政策趋严，未来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可能被纯电动汽车替代，
涡轮增压器或成沉没成本

• 传统涡轮增压存在增压时滞，而电动涡轮增压的成本较高，常见
的12V电气系统无法使其正常工作，需48V电力系统

Threats威胁

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2015-2025年预测

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 年复合增长率

2015-2019年 52.2%

2019-2025年预测 60.8%

随着充电桩普及，中国插电式混动汽车市场份额将显
著增加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搭载涡轮增压器SWOT分析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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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混合动力汽车较传统燃油汽车节省燃油且价格实惠，此外，受中国政府相关环保政策
影响，其销量增长态势良好，为涡轮增压器创造新需求

需求端——混合动力汽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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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 中国混合动力汽车销量，2015-2025年预测

中国混合动力汽车销量 年复合增长率

2015-2019年 146.9%

2019-2025年预测 58.8%

混合动力汽车的节油及价格实惠更易获得消费
者青睐，销量有望持续增加

混合动力汽车搭载涡轮增压器SWOT分析

• 混合动力汽车以汽车的动能驱动一个泵或发电机，将汽车的动能
转换成其他能量存储在能量存储装置中，涡轮增压器成为其第二
条能量循环路径

• 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混合动力汽车保持低油耗的同时通过涡轮
增压器降低排放，提高其行驶动力

Strengths优势

• 电动涡轮复合系统可将废气中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省去排气泄压
阀后发动机的增压控制将更灵活

• 电机具有较高的加速能力，可减少增压时滞，增压系统的电气化
将逐步实现

Opportunities机会

• 涡轮增压器并未使混合动力汽车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仅应用
节能技术，将废弃的一部分能源收集并再次利用

• 涡轮增压器可能干扰到混合动力汽车发动机的稳定工作状态

Weaknesses劣势

• 环保政策趋严，未来混合动力汽车可能被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或
纯电动汽车替代，涡轮增压器或成沉没成本

• 传统涡轮增压存在增压时滞，而电动涡轮增压的成本较高，常见
的12V电气系统无法使其正常工作，需48V电力系统

Threats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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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政策趋严使得未来燃油汽车市场份额进一步收缩，但涡轮增压器能降低排放提高
机械效率，因此，综合两因素考虑，搭载涡轮增压器的燃油汽车存量市场仍十分可观

需求端——纯燃油汽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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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 中国纯燃油汽车销量，2015-2025年预测
中国纯燃油汽车销量 年复合增长率

2015-2019年 0.1%

2019-2025年预测 -5.6%

纯燃油汽车搭载涡轮增压器SWOT分析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 涡轮增压器能降低燃油汽车排放，提高其行驶动力

• 涡轮增压器可降低满负荷高速运转的柴油车燃烧噪音，明显改善
其燃油经济性，提高机械效率

Strengths优势

• 中国燃油汽车保有量高，潜在的涡轮增压改造需求将给涡轮增压
器及其配件供应商带来利好，其存量市场规模大

• 随中国排放法规升级，涡轮增压器需求将继续增长

Opportunities机会

• 涡轮增压存在时滞，由于叶轮惯性增压器对油门瞬时变化反应迟
缓，响应不及时

• 加装涡轮增压器的发动机保养成本高

Weaknesses劣势

• 环保政策趋严，未来燃油汽车可能被混合动力汽车或纯电动汽车
替代，涡轮增压器或成沉没成本

• 与汽车排量相关的购置税优惠取消将降低传统燃油汽车装载涡轮
增压器的动力

Threats威胁

• 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
年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
域的公共领域新增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
不低于80%，纯燃油汽车将持续被替代



©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33

990.6 995.9 
1,267.4 0.4 13.8 
316.9 3.8 20.2 
387.3 224.5 280.9 

600.3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万台

纯燃油汽车涡轮增压器销售额 普通混合动力汽车涡轮增压器销售额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涡轮增压器销售额 商用车涡轮增压器销售额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受政策影响，中国乘用车车型更迭，其中，混合动力汽车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对涡
轮增压器行业驱动程度显著高于纯燃油汽车

中国涡轮增压器行业规模

预测三种乘
用车（插电
式混合动力
汽车、混合
动力汽车、
纯燃油汽车）
及商用车各
自涡轮增压
需求

将涡轮增压
器在每种车
型中的渗透
率与其销量
相乘，得到
每种车型对
应的涡轮增
压器需求量

每种车型的
涡轮增压器
需求量相加，
即可得到中
国涡轮增压
器市场规模

中国涡轮增压器市场规模（按销售量计），2015-2025年预测

受政府相关政策影响，未来混合动力汽
车与混合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带来的涡
轮增压器需求增长强劲

各车型涡轮增压
器市场规模

纯燃油
汽车

混合动
力汽车

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

商用车 总规模

2015-2019年
年复合增长率

0.1% 146.9% 52.2% 5.8% 1.8%

2019-2025年
年复合增长率

4.1% 68.5% 63.6% 13.5%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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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

插电式混合动力销量 混合动力汽车销量 纯燃油汽车销量 商用车销量

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混合动力、燃油乘用车及商用车销量情况，2015-2025年预测
中国三种乘用车及商用车销量之和 年复合增长率

2015-2019年 1.4%

2019-2025年预测 1.6%

相较2019年，预计2025年混合动力汽车销
量增长1,503.7%，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
增长1,626.3%，涡轮增压器需求端前景广阔

2,331.3 2,466.2
2,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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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涡轮增压器配件行业的进入壁垒高参与者少，随涡轮增压器渗透率与需求量的提高，
现有核心零部件企业将继续占据较大市场份额，并带动市场规模增长

中国涡轮壳及中间壳市场规模

中国涡轮壳市场规模（按销售量计），2015-2025年预测

前页涡轮增
压器市场规
模是预测涡
轮壳及中间
壳市场规模
的基础

根据涡轮壳
及中间壳在
涡轮增压器
中的配比可
以得到涡轮
壳和中间壳
的需求量，
即其对应的
市场规模

中国中间壳市场规模（按销售量计），2015-2025年预测

中国涡轮壳市场规模 年复合增长率

2020-2025年预测 12.5%

1,269.0 

1,781.4 
1,535.3 1,482.4 1,362.4 1,481.7 1,602.9 

1,789.2 
1,985.6 

2,257.4 

2,670.4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万件 中国中间壳市场规模 年复合增长率

2020-2025年预测 12.5%

中国涡轮壳市场规模由2015年的1,269.0万件增长为
2019年的1,362.4万件，受涡轮增压器渗透率提高影
响，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670.4万件，2020-2025
年预测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2.5%

中国中间壳市场规模由2015年的1,269.0万件增长为
2019年的1,362.4万件，受涡轮增压器渗透率提高影
响，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670.4万件，2020-2025
年预测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2.5%



四、涡轮壳及
中间壳行业竞

争分析

涡轮壳和中间壳行业企业
综合竞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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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壳和中间壳行业企业综合竞争表现——综合模型
与同行竞争者相比，科华控股具备较高投资价值，其远高于同行的充足产能产生的海
量数据助力企业不断优化铸造和加工工艺，持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全球涡轮壳和中间壳行业竞争主体综合竞争力比对示意图

低投资优先等级

优先投资强势等级

中等优先投资等级

 方框色深代表竞争主体在该维度评分
水平；色深越深，代表竞争主体在该
维度评分越高，能力越强

生产能力

增长潜质

强

平
均

低

强平均低

 横轴代表“生产能力”：

位置越靠右侧，份额越高

 纵轴代表“增长潜质”：

位置越靠上方，能力越突出

• 经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科华控股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
 科华控股的产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年产能达1,175万件，远高于行业内大多数参与者。充足的产能使其能及时满足存量和增量客户的订单需求。另

外，生产经营过程中数据流的积累助力其不断优化铸造和加工工艺，提升产品的生产效益。技术能力的不断革新将持续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科华控股是少数涡轮壳和中间壳上市企业，企业具备较高的业务和财务信息透明度使其可拥有较强的融资能力。较强的融资能力助力其更好地应对市

场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产能规划或进行技术的创新研发等。

附：评分标准解析：
• 生产能力根据企业截止至2020年11月涡轮壳及

中间壳产能情况进行评分
• 增长潜质主要根据企业上市情况进行分析，主

要参考的指标包括是否上市、上市企业的每股
收益率情况、最新分红率以及研发费用率等中间壳企业涡轮壳企业涡轮壳和中间壳企业 其他企业

企业丙

贝斯特

新伟祥工业
企业甲

企业乙

企业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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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0大行业，54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了近50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10,000多个

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涡轮增压器、新能源汽车、燃油车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

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

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

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研究报

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

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

品鉴的研究报告。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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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著作权归头豹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刻、发表或引用。若征得头豹同意进行引用、

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头豹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或修改。

 本报告分析师具有专业研究能力，保证报告数据均来自合法合规渠道，观点产出及数据分析基于分析师对行业的客观理解，本报

告不受任何第三方授意或影响。

 本报告所涉及的观点或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

概不构成任何广告。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头豹可能会为报告中提及的企业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融资或咨询等相关服务。本报告所

指的公司或投资标的的价值、价格及投资收入可升可跌。

 本报告的部分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头豹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文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

反映头豹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过往报告中的描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头豹可发出与本文所载资料、意

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和文章。头豹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

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机构或个人应对其利用本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部分或者全部内

容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负责并承担该等活动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或伤害。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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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报告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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