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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D 加速渗透 前档玻璃 ASP 提升 
——汽车行业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HUD 加速渗透 前档玻璃 ASP 提升  

HUD 由高端车型向低端车型渗透。根据佐思汽车研究员统计，2020 年中国乘

用车新车 HUD 装配量为 97 万辆，同比增长 169%，渗透率为 4.8%。从品牌结

构上看，豪华品牌渗透率居首，主力车型已基本实现标配，合资品牌次之，自主

品牌最低，自主品牌中吉利、长城 HUD 配置率居首。 

2025 年 HUD 渗透率有望达 35%，市场空间 138 亿元。2021 年 1-4 月，中国

乘用车新车 HUD 装配量约为 33 万辆，渗透率约为 5%，全年渗透率预计达 6%。

2020 年以来新上市车型 HUD 配置率提升显著，随着新车销售占比提升，我们

认为 2025 年中国 HUD 渗透率有望达 35%。我们测算，2020 年中国 HUD 市

场空间约为 13 亿元，2025 年将提升至 138 亿元，5 年 CAGR60%。 

HUD 驱动汽车前档玻璃技术升级。为防止玻璃碎裂时飞溅伤人，前档玻璃均使

用中间为 PVB 膜的夹层玻璃，若不做特殊处理，HUD 成像时会出现重影，严

重影响成像质量，为解决以上问题，可以将 PVB 膜做成楔形使前后层玻璃成的

像完全重合。普通前档玻璃 ASP 约为 280 元/套，W-HUD 前档玻璃 ASP 约为

600 元/套，AR-HUD 前挡玻璃 ASP 达到 1000 元/套。根据以上 HUD 渗透率假

设，我们测算 2020 年中国乘用车市场前档玻璃市场空间为 59 亿元，2025 年

市场空间为 94 亿元，5 年 CAGR10%。 

受益标的：推荐 HUD 技术领先、自主供应商当中市场份额领先的华阳集团，以

及受益于前挡玻璃 ASP 提升的汽玻龙头福耀玻璃。 

市场回顾：  

截至 7 月 2 日收盘，汽车板块下跌 3.5%，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0%，汽车板块

涨幅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5pct。 

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幅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22 位。年初至

今上涨 5.6%，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10 位。  

子板块周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5.0%)，商用载货车(-4.9%)，商用载客车(-

3.1%)，汽车零部件(-2.2%)，汽车服务(-2.6%)。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14.4%)，商用载货车(-5.8%)，商用载

客车(-23.7%)，汽车零部件(+2.5%)，汽车服务(+9.0%)。  

 涨跌幅前五名：ST 八菱、钧达股份、兴民智通、郑煤机、均胜电子。 

 涨跌幅后五名：*ST 斯太、小康股份、北汽蓝谷、ST 海马、新日股份。   

本周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 

21 年在汽车板块更应关注盈利确定增长的公司而非估值修复的公司，同时建议

关注缺芯问题改善阶段整车及传统零部件企业的机会。因此我们建议关注：具

有竞争力的整车企业：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吉利汽车、比亚迪等。目前估值合

理的零部件板块的优质企业：拓普集团、双环传动、明新旭腾、伯特利、星宇股

份、中鼎股份、湘油泵等；受产销波动影响不明显，增长确定性较强的技术服务

企业：中国汽研；以及随着疫情逐步受控、以及海外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前期压

制的需求释放带来的机会，如：客运板块的宇通客车、金龙客车等。  

本周推荐组合：华域汽车 20%、星宇股份 20%、明新旭腾 20%、拓普集团和长

安汽车 20%。  

风险提示：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汽车产业刺激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

剧的风险；芯片等关键原材料短缺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风险；疫情控制不及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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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HUD 加速渗透 前档玻璃 ASP 提升 

HUD（抬头显示）可以把时速、导航等重要的行车信息，投影到驾驶员前面的挡风

玻璃上，使驾驶员不需要低头、转头就能掌握车辆行驶的相关信息，因此 HUD 能

极大的提升安全性。当前市场主流的 HUD 技术有三种：C-HUD、W-HUD、AR-HUD。 

C-HUD：在前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树脂玻璃板作为投影介质。该方案安装便捷、成

本较低，在初期拥有较高使用率，但由于该技术成像效果较差，并且置于仪表盘上

方会在发生碰撞时对驾驶员造成二次伤害，逐步被淘汰； 

W-HUD：该技术直接使用前档玻璃进行成像，并对成像技术加以提升，安全性和成

像清晰度均有较大提升，是当前较为主流的 HUD 方案； 

AR-HUD：与车道偏离预警、自适应巡航、ADAS 等其他智能化功能相结合，并使

用虚拟现实的技术，将需要显示的信息与环境融合，给驾驶员以沉浸式体验，AR-

HUD 有望成为 HUD 的终极形态。 

图1：C-HUD  图2：W-HUD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3：AR-HUD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HUD 由高端车型向低端车型渗透，2020 年渗透率 4.8%。根据佐思汽车研究员统

计，2020 年中国乘用车新车 HUD 装配量为 97 万辆，同比增长 169%，渗透率为

4.8%，同比提升 1.7pct。从品牌结构上看，豪华品牌 HUD 渗透率居首，宝马、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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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奥迪多款主力车型已实现标配；合资品牌次之，2020 年合资品牌 HUD 装配量

约 80 万辆，占比 82%；自主品牌因售价普遍较低，HUD 渗透率处于较低水平。 

表1：配置 HUD 车型（部分） 

豪华 价格 合资 价格 自主 价格 

宝马 3 系 20.39-40.99 万元 大众迈腾 18.69-30.99 万元 吉利领克 05 17.58-23.58 万元 

宝马 5 系 42.69-54.99 万元 大众探岳 18.59-31.39 万元 吉利博越 8.88-15.68 万元 

宝马 X1 27.88-33.98 万元 本田 CRV 16.98-27.68 万元 吉利星越 13.58-19.58 万元 

宝马 X3 38.98-47.98 万元 本田雅阁 17.98-25.98 万元 吉利极氪 01 28.1-36 万元 

奔驰 C 30.78-47.78 万元 本田皓影 16.98-25.28 万元 长城哈弗 H6 9.8-15.49 万元 

奔驰 E 42.98-62.38 万元 日产天籁 17.98-26.98 万元 哈弗大狗 11.99-16.29 

奔驰 A 21.18-29.98 万元 丰田凯美瑞 17.98-27.98 万元 哈弗初恋 7.89-11.29 

奔驰 GLC 39.48-58.78 万元 丰田雷凌 11.58-15.28 万元 WEY 摩卡 17.58-21.88 

奥迪 A4L 30.58-39.68 万元 别克君威 17.28-25.98 万元 蔚来 EC6 36.8-52.6 

奥迪 A6L 40.98-65.38 万元 大众帕萨特 18.49-28.29 万元 蔚来 ET7 44.8-52.6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4：2020 年中国汽车品牌 HUD 装机量排名（万台） 

 

资料来源：佐思汽车研究员，申港证券研究所 

2025 年 HUD 渗透率有望达 35%，市场空间 138 亿元。2021 年 1-4 月，中国乘用

车新车 HUD 装配量约为 33 万辆，渗透率约为 5%，全年渗透率预计达 6%。2020

年以来新上市车型 HUD 配置率提升显著，随着新车销售占比提升，我们认为 2025

年中国 HUD 渗透率有望达 35%。 

2020 年装机的 HUD 中，C-HUD 占比约 20%、W-HUD 占比约 75%、AR-HUD 占

比约 5%，未来 W-HUD、AR-HUD 占比呈逐渐提升趋势，带动 HUD 均价向上。假

设 2025 年 C-HUD 占比降至 1%，W-HUD 占比稳定为 74%，AR-HUD 占比提升至

25%，我们测算，2020 年中国 HUD 市场空间约为 13 亿元，2025 年将提升至 138

亿元，5 年 CAGR60%。 

表2：中国 HUD 市场空间测算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CAGR 

中国乘用车销量（万辆） 2143  2014  2175  2284  2352  2423  2496  4% 

HUD 渗透率（%） 2% 5% 6% 10% 18% 2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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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CAGR 

C-HUD 占比（%） 80% 20% 15% 10% 5% 3% 1% -5% 

C-HUD 价格（元） 300  250  238  226  214  204  193   

W-HUD 占比（%） 20% 75% 77% 78% 79% 77% 74%  

W-HUD 价格（元） 1500  1500  1440  1382  1327  1274  1223  -4% 

AR-HUD 占比（%） 0% 5% 8% 12% 16% 20% 25%  

AR-HUD 价格（元） 3500  3500  3325  3159  3001  2851  2708  -5% 

HUD 均价（元/台） 540  1350  1410  1480  1539  1557  1584  29%  

HUD 市场空间（亿元） 2  13  18  34  65  98  138  60% 

资料来源：佐思汽车研究员，中国产业信息网，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5：中国 HUD 市场空间测算（亿元） 

 

资料来源：佐思汽车研究员，申港证券研究所 

HUD 驱动汽车前档玻璃技术升级。为防止玻璃碎裂时飞溅伤人，前档玻璃均使用中

间为 PVB 膜的夹层玻璃，若不做特殊处理，HUD 成像时会出现重影，严重影响成

像质量，为解决以上问题，可以将 PVB 膜做成楔形，使前后层玻璃成的像完全重

合。普通前档玻璃 ASP 约为 280 元/套，W-HUD（楔形）前档玻璃 ASP 约为 600

元/套，AR-HUD 对前挡玻璃要求更高，ASP 达到 1000 元/套，未来随着 HUD 渗透

率的快速提升，前档玻璃价值量亦同步提升。根据以上 HUD 渗透率假设，我们测

算 2020 年中国乘用车市场前档玻璃市场空间为 59 亿元，2025 年市场空间为 94

亿元，5 年 CAGR10%。 

受益标的：推荐 HUD 技术领先、自主供应商当中市场份额领先的华阳集团，以及

受益于前挡玻璃 ASP 提升的汽玻龙头福耀玻璃。 

2. 本周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 

总体来看，汽车行业随着疫情好转和各项刺激政策加持，行业触底反弹态势明朗，

景气度持续回升，未来产销有望持续向上。但短期看，汽车行业受芯片短缺及原材

料价格上涨压力明显，但芯片影响有逐步改善的趋势。考虑到汽车行业目前整体情

况，建议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特别是低估零部件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节能、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等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商用车、后市场等领域的潜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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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看好技术领先和产品结构完善的龙头企业，如比亚迪、吉利汽车、广汽集团、

长安汽车、上汽集团等； 

 重卡、皮卡等细分市场的增长潜力，如中国重汽、长城汽车、福田汽车等。 

零部件及后市场板块： 

 技术领先的成长性龙头，如华域汽车、均胜电子、星宇股份、潍柴动力、中鼎股

份、湘油泵、华阳集团等； 

 “国内大循环”带来的国产替代机会，如万里扬、三花智控等； 

 强势整车企业（特斯拉、大众、吉利）对核心零部件的拉动效应，如拓普集团、

文灿股份、旭升股份等； 

 标准法规进步带来的技术革新机会，如国六排放领域的奥福环保、艾可蓝等，节

能降耗领域的威孚高科等。 

结合目前市场基本情况，我们本周推荐投资组合如下： 

表3：本周推荐投资组合 

公司 权重 

华域汽车 20% 

星宇股份 20% 

拓普集团 20% 

明新旭腾 20% 

长安汽车 20%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3. 市场回顾 

 

截至 7 月 2 日收盘，汽车板块下跌 3.5%，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0%，汽车板块涨幅

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5pct。 

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幅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22 位。年初至今上

涨 5.6%，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10 位。  

图6：各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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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7：各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从估值来看，汽车行业估值水平自疫情以来延续整体上扬态势，板块估值水平随着

业绩好转，整体向合理区间回归。截至 7 月 2 日： 

 PE-TTM 估值：汽车板块整估值水平平稳，随行情企稳略有提升。申万汽车整体

为 28.5 倍，乘用车、商用载货车、商用载客车、汽车零部件和汽车服务板块分别

为 37.1 倍、19.1 倍、49.3 倍、25.3 倍和 17.6 倍。从数值上看整体 PE 位于历史

高位，随年报业绩逐步公布向合理水平回归，但我们认为仍有去年行业整体业绩

不及以往的影响，并不能代表真实估值水平。 

 PB 估值：申万汽车行业整体 PB 为 2.48 倍，乘用车、商用载货车、商用载客车、

汽车零部件和汽车服务板块分别为 2.99 倍、1.61 倍、1.73 倍、2.39 和 1.28 倍，

处于历史高位。 

图8：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E-TTM)  图9：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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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子板块周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5.0%)，商用载货车(-4.9%)，商用载客车(-3.1%)，

汽车零部件(-2.2%)，汽车服务(-2.6%)。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

(+14.4%)，商用载货车(-5.8%)，商用载客车(-23.7%)，汽车零部件(+2.5%)，汽车

服务(+9.0%)。  

图10：子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图11：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本周汽车板块股价涨跌幅前五名：ST 八菱、钧达股份、兴民智通、郑煤机、均胜电

子。涨跌幅后五名：*ST 斯太、小康股份、北汽蓝谷、ST 海马、新日股份。 

图12：本周行业涨跌幅前十名公司  图13：本周行业涨跌幅后十名公司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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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重点数据 

4.1 全国汽车产量、销量及库存情况分析 

2021 年 5 月全国汽车产量、销量及库存情况数据公布，受 20 年高基数及季节性因

素影响，同比环比均呈现回落态势，但同比 19 年总体表现平稳。 

 总体产销：同比、环比双降但总体平稳，缺芯问题有好转迹象助推板块上行。5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为 204.0 万辆和 212.8 万辆，环比下降 8.7%和 5.5%，同

比 20 年下降 6.8%和 3.1%，但相比 19 年同期增长 10.3%和 11.1%，其中产量增

幅比 4 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销量增幅比 4 月回落 2.4 个百分点。1-5 月，汽车

产销累计分别完成 1062.6 万辆和 1087.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6.4%和 36.6%，

比 1-4 月回落 17 和 15.2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3.6%

和 5.8%，增幅比 1-4 月扩大 1.5 和 1.3 个百分点。总体产销同比受去年高基数及

季节性因素影响下降，但同比 19 年表现平稳，略好于预期。叠加月初海外主流

主机厂关于缺芯问题有所好转的表述，板块在周内表现较好，受缺芯问题压制明

显的主机厂及传统零部件供应商表现亮眼。 

 库存情况：2021 年 5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系数为 1.51，同比下降 2.6%，环比下降

3.8%，库存水平接近警戒线；同期经销商预警指数为 52.9%，同比环比双降，接

近荣枯线。5 月作为传统销售淡季，购车需求有所减弱，但由于缺芯问题的传导

库存补充不足。根据乘联会数据，5 月末，国内汽车企业库存为 79.5 万辆，增长

率为-9.1%，乘用车月末库存为 47.8 万辆，增长率为-5.9%。而正常情况下乘用

车库存为 100 万左右，缺芯问题已经逐步传导至消费端。 

 出口情况：受海外需求复苏及疫情影响，国内汽车出口维持高增态势。5 月汽车

企业出口 15.1 万辆，环比下降 0.2%，同比增长 2.1 倍。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

11.5 万辆，环比下降 1.4%，同比增长 2.3 倍；商用车出口 3.6 万辆，环比增长

3.9%，同比增长 1.6 倍。1-5 月，汽车企业出口 67.0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分

车型看，乘用车出口 51.1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商用车出口 15.8 万辆，同比

增长 1 倍。未来，随着国内疫情形势向好及海外疫情持续的不确定性，汽车出口

情况有望维持高增状态。 

图14：月度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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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历年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6：经销商库存系数及预警指数 

 

资料来源：流通协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4.2 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车产销情况分析 

乘用车： 

5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61.7 万辆和 164.6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5.7%和 3.4%，

同比 20 年分别下降 2.7%和 1.7%，同比 19 年增长 8.2%和 5.2%。1-5 月，乘用车

累计产销分别完成 828.5 万辆和 843.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9.1%和 38.1%，增幅

比 1-4 月继续回落 16.2 和 15 个百分点。 

 乘用车稳步复苏，跑赢行业趋势有望维持，生产端短期仍有缺芯压力。乘用车板

块同样受去年高基数及季节性因素影响，相对 20 年同比环比呈现下降态势（相

对 19 年增长有当年国六切换厂家提前减产因素），但总体增速好于汽车板块总

体增速。随着汽车产销旺季来临，我们预计年内乘用车板块将持续跑赢行业。产

销对比看，销量表现好于产量，表明生产端仍有缺芯压力。 

 车型表现相对均衡，自主品牌份额基本稳定。从车型看，在乘用车主要品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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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月相比，轿车销量略有增长，SUV、MPV、交叉型乘用车均呈小幅下降。与

上年同期相比，轿车和 MPV 销量微增，SUV 和交叉型乘用车则呈现下降。从品

牌看，自主品牌方面，5 月共销售 67.9 万辆，环比下降 5.5%，同比增长 18.6%，

占乘用车总销售的 41.3%，占有率比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7.1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21 年我们认为在消费升级带来的换购需求及不断更新的全新产品刺激

下，乘用车市场将继续实现恢复性增长，年内预计将持续跑赢行业，同比增速有望

接近 10%，超 2200 万辆。 

图17：月度乘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8：乘用车细分车型当月销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 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商用车： 

5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42.4 万辆和 48.2 万辆，环比下降 18.6%和 12.1%，同

比下降 19.7%和 7.4%。1-5 月，商用车产销 234.1 万辆和 243.8 万辆，同比增长

27.8%和 31.9%，增幅比 1-4 月回落 19.2 和 15.4 个百分点。 

 重卡受高基数及柴油重卡国六切换期临近产量下降，板块总体承压明显。受去年

同期高基数及 7 月 1 日重型车国六标准切换临近的影响，在商用车中占据主导地

位的重型货车产量同比降幅明显达 9.5%，中轻型货车受高基数影响产销下降明

显，导致商用车整体表现明显不及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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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车产销持续恢复，受疫情反复或仍有不确定性。客车方面，负责中短途客运的

中、轻客增幅均超过 30%，带动客车总体产销表现回升，但同期大型客车表现依

旧疲软。未来我们认为客车板块受疫情反复等因素仍有不确定性。 

总体来看，2021 年 5 月商用车板块受高基数及政策因素同比出现下滑，虽然在中

轻卡、客车等细分领域有政策及恢复性增长机会，但全年看在 20 年需求透支的压

力下，实现增长难度较大，我们预计全年商用车市场销量约为 460 万辆，同比下降

约 10%。 

图19：月度商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0：商用车细分车型当月销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车： 

5 月，新能源汽车继续维持高增态势，产销量均为 21.7 万辆，环比增长 0.5%和

5.4%，同比增长 1.5 倍和 1.6 倍。1-5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超过 90 万辆，分别

达到 96.7 万辆和 95.0 万辆，同比均增长 2.2 倍。 

从渗透率看，根据乘联会数据，5 月新能源车国内零售渗透率为 11.4%，1-5 月渗

透率为 9.4%，较 2020 年 5.8%的渗透率提升明显。其中，自主品牌作为新能源推

广的主力，新能源车渗透率已经达到为 24.7%。 

分车型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 万辆和 17.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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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7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6 万辆和 3.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8%和 1.2 倍；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 辆和 9 辆，同比分别下降 41.5%

和 90.0%。 

总体来看，在政策和车企的多方努力下新能源产销持续创历史新高，渗透率不断提

升（5 月零售渗透率已达 11.4%，年内累计渗透率 9.4%）。21 年在延后的汽车下

乡及促消费政策刺激、碳排放约束、双积分政策助力及车企加速新品推出等多方因

素刺激下有望维持高增长，预计全年销量有望冲击 240 万台。 

图21：月度新能源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4.3 乘联会周度数据 

零售：6 月第四周的市场零售达到日均 4.9 万辆，同比 2020 年 6 月的第四周下降

5%，表现相对平稳，但相对今年 5 月同期下降 26%的表现偏弱。今年 6 月前四周

零售总体同比下降 5%，有广东等部分地区疫情反复影响，预计后续随疫情缓解将

逐步恢复。 

表4：乘用车主要厂家 6 月周度日均零售数量和同比增速 

 1-6 日 7-14 日 15-20 日 21-27 日 1-27 日均 全月 

19 年 28430 42241 48450 78170 49867 54491 

20 年 27387 35605 44874 51562 39976 51621 

21 年 25365 35058 41899 49038 38049  

21 年同比 -7% -2% -7% -5% -5%  

环比 4月同期 -26% -4% 3% -26% -15%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批发：6 月第四周日均批发 5.6 万辆，同比 2020 年 6 月同期增长 9%，走势大幅改

善。本周相对于 5 月同期的销量下降 10%，厂商产销相对偏弱。受汽车主产区广东

疫情影响及缺芯的不确定性，后续批发表现仍有不确定性。 

表5：乘用车主要厂家 6 月周度日均批发数量和同比增速 

 1-6 日 7-14 日 15-20 日 21-27 日 1-27 日均 全月 

19 年 21141 32573 45907 72561 43363 50324 

20 年 34468 39941 51022 51075 44074 5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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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 7-14 日 15-20 日 21-27 日 1-27 日均 全月 

21 年 25396 33242 24923 55729 35480  

21 年同比 -26% -17% -51% 9% -19%  

环比 4 月同期 2% -9% -45% -10% -16%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5. 行业新闻 

5.1 车企动态 

长城 2025 年欲实现年销 400 万辆 新能源汽车占八成 

6 月 28 日上午，长城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军正式对外发布长城汽车 2025 战

略，即 2025 年实现年销 400 万辆目标，其中 80%将是新能源汽车，营业收入将超

过 6000 亿元。为达成这一规划，长城汽车将在未来 5 年内累计研发投入 1000 亿

元，聚焦新能源和智能化两大领域的研发。其中新能源方面，将发力纯电动、氢能、

混动等领域，智能化方面则将着力在低功率大算力芯片，碳化硅等第三代半导体关

键核心技术，现代传感，信息融合，人工智能等产业研发布局。 

奇瑞/地平线签署合作协议 聚焦智能驾驶 

6 月 23 日，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集团”）与北京地平线机器人

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平线”）在芜湖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双方将发挥各自的产业资源优势、科技优势和资本运作优势，通过多领域业务融合，

共同积极探索智能化、网联化等汽车科技，开发市场领先的智能化、网联化汽车产

品。在研发合作方面，双方将重点在高级辅助驾驶（ADAS）、自动驾驶、智能座

舱多模态人机交互等领域推进合作；在产品合作方面，将基于奇瑞集团各品牌产品

的场景需求，开发“芯片+算法+云”的整体智能汽车方案，满足奇瑞智能网联汽车

制造的多元化需求。 

5.2 产业链动态 

宁德时代:将向特斯拉供应锂离子电池产品 

宁德时代公告称，公司与特斯拉签订了协议，约定公司将在 2022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期间向特斯拉供应锂离子动力电池产品。 

国产特斯拉 Model Y 或计划 7 月推出磷酸铁锂电池版（LFP）车型，该车型将搭载

宁德时代的 LFP 电池。 

有国际市场调研机构预测，磷酸铁锂电池有望在未来十年内超过三元锂电池，占据

市场主导地位。  

芯片短缺缓解 大众墨西哥工厂将恢复生产 

大众汽车墨西哥子公司表示，预计将从下周和 7 月重启其三款车型的生产，此前全

球半导体芯片供应紧张迫使其减少产量。捷达、Taos 和途观车型将分别恢复生产，

恢复日期不同，从下周开始，直到 7 月份。大众表示，市场普遍预期芯片供应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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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改善，但不排除未来再次对生产进行调整的可能性。大众汽车一位董事会成

员称，公司预计半导体供应短缺的情况将在第三季度得到缓解，但认为瓶颈问题将

长期存在，由于建立生产能力需要长达两年的时间，他预计长期内芯片会有 10%左

右的短缺。 

5.3 政策法规 

工信部发布 2021 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 

6 月 28 日，工信部发布 2021 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将深入贯彻落实《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

联汽车）》等要求，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注重协同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持续健

全完善汽车标准体系，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欧盟新车碳排放已下滑 12% 更严政策下月出台 

6 月 29 日，欧洲环境署表示，尽管疫情影响了汽车的整体销量，但低排放汽车的销

量仍在飙升。去年，欧洲每九辆新车中就有一辆是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与

2019 年相比，电动汽车销量的上升导致 2020 年欧洲销售新车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

量下降了 12%，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连续三年增加的趋势。2020 年，欧洲注册

新车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每公里 107.8 克，比 2019 年减少 14.5 克。运输与环

境部门表示，数据显示排放法规正在发挥作用，敦促欧盟在下个月宣布气候政策时，

提出新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包括 2035 年之前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 

5.4 一周新车 

序号 生产厂商 车型 级别及类别 上市时间 

1 广汽丰田 汉兰达 双擎 B 级 SUV 2021/6/25 

2 长安马自达 马自达 CX-30 A 级 轿车 2021/6/26 

3 上汽斯柯达 柯米克 A0 级 轿车 2021/6/28 

4 奇瑞新能源 小蚂蚁 A00 级 轿车 2021/6/28 

5 广汽乘用车 传祺 GS4 Plus A 级 轿车 2021/6/23 

6 广汽埃安 Aion Y A 级 SUV 2021/6/30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汽车产业刺激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关键原材料短缺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风险； 

疫情控制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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