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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子行业 
汽车智能化加速渗透，汽车电子产业链迎来发展机遇 

——汽车电子行业深度报告 

看好（首次） 
投资要点 

◼ 汽车缺芯局面自 10 月份起已经开始逐步缓解，伴随汽车销量

边际回暖，2022年有望成为智能汽车落地大年。汽车智能化作

为汽车主线的延伸，在汽车销量回暖的时候备受市场关注。根

据中汽协数据，汽车缺芯局面自 10 月份以来已经开始缓解，

国内汽车销量连续四个月保持环比增长，同时预计 2022 年同

比增长将达 5.4%，伴随汽车销量增长，车企盈利回升，整车厂

也将有更大动力推动汽车智能化进程。L2级智能汽车是当前汽

车智能化的主力，行业渗透率已达 15%，预计 2025年将快速提

升至 45%，且 2022-2025年将是 L3级智能汽车集中落地的大年，

行业渗透率有望从 2021年的 1%提升至 2025年的 10%，汽车智

能化趋势开始加速。此外，华为、苹果、小米、百度等科技巨

头纷纷入局智能汽车行列，并凭借在科技方面的优势在智能汽

车方面较传统车企更为激进，目前已经到了落地的关键时间节

点，2022年起将有多款智能车型相继落地，未来将极大加速汽

车智能化的行业发展。 

◼ 汽车电子是智能汽车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看好汽

车电子在汽车智能化浪潮中的作用，未来将深度受益汽车智能

化的快速发展。由智能化所带来的汽车电子需求增量主要包括

车载芯片、传感器、车载显示、语音交互、汽车 PCB 和车载 HUD

（抬头显示）六大部分，相较于传统汽车，AI芯片、车载传感

器和 HUD是核心增量部分，是智能汽车的“大脑”和“眼睛”，

在汽车智能化中占据较为关键的位置，目前渗透率整体尚处于

低位，行业驱动逻辑主要为汽车智能化渗透率的提升，是当前

市场关注的重点。而车载显示、语音交互、车用 PCB以及功率

半导体、MCU 等领域在汽车中已有大量应用，是最能直观体验

汽车智能化效果的领域，未来主要受益于缺芯缓解下的汽车销

量边际回暖，以及智能化所带来的单车需求数量和性能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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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汽车智能化作为汽车主线的延伸，在市场缺芯开始

缓解，汽车销量边际回暖的背景下，市场关注度开始提升。汽

车电子是智能汽车必不可少的重要元件，未来将深度受益汽车

智能化渗透率的快速提升。建议关注两大方向：一是在智能汽

车中占据关键位置，为智能汽车“大脑”和“眼睛”的芯片和

传感器领域，建议关注拥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如舜宇光

学、韦尔股份、斯达半导，以及具备国产替代能力的龙头公司，

如四维图新、时代电气、炬光科技、德赛西威、华阳集团等；

二是受益于智能汽车渗透率提升所带来的单车数量需求和性能

提升的领域，建议关注拥有全球比较优势，已经进入主流车厂

的细分产业链龙头公司，如深天马、京东方 A、长信科技、蓝

思科技、依顿电子、世运电路、歌尔股份、联创电子、水晶光

电等。 

◼ 风险因素：智能汽车渗透率不及预期；技术研发不及预期；中

美科技争端加剧；汽车芯片紧缺加剧；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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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芯开始缓解，汽车销量回暖，2022 年有望成为
智能汽车大年 

汽车缺芯局面自 10 月份起已经开始逐步缓解，伴随汽车销量回升，2022

年有望成为智能汽车落地大年。随着 5G 通信、人工智能、交互等底层技术的

发展，汽车的产品定位开始发生变化，逐渐由交通工具向智能终端演变，尤其

在华为、苹果、百度、小米等科技巨头的介入下，汽车智能化将成为行业未来

的长期趋势。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重提智能汽车主要源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从过往经验看，汽车智能化作为汽车主线的延伸，在汽车销量回暖

的时候备受市场关注，同时伴随汽车销量增长，车企盈利回升，整车厂也将有

更大动力推动汽车智能化。根据中汽协数据，自 10 月份以来，汽车缺芯局面

已经开始缓解，11月国内汽车销量达 252.2万辆，同比降幅已经收窄至个位数

9.07%，环比增长达 8.1%，目前已经连续四个月保持环比增长。其中，新能源

汽车智能化程度普遍高于传统燃油车，在汽车销量整体下滑的背景下逆势大幅

增长，11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45.0万辆，环比增长 17.3%，同比增长 1.2

倍，单月渗透率已达 17.8%。同时，根据中汽协预测，2022年中国汽车总销量

将达 2750 万辆，同比增长 5.4%，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500 万辆，同比增长

47%，汽车销量增长和新能源车渗透率提升将极大激发汽车智能化需求。 

二是，L2级智能汽车是当前汽车智能化的主力，行业渗透率已进入快速提

升阶段，且 L3级智能汽车也将开始落地。目前智能汽车普遍能够满足 L2级智

能驾驶要求，行业渗透率已达 15%，预计 2025年将快速提升至 45%，2027年有

望达到 55%。同时，主流车企开始推出初步具备 L3级智能驾驶功能的车型，如

小鹏、长安、上汽等相关车厂的 L3 级别车型开始逐步量产，预计 2022-2025

年将是 L3级智能汽车落地的大年，行业渗透率也有望从 2021年的 1%快速提升

至 2025 年的 10%。 

图 1：国内汽车销量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 
 

图 2：L2 级智能汽车渗透率快速提升 

  

数据来源：中汽协，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Omida，IHS，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三是，科技巨头加入造车行列，已经到了落地的关键时间节点。目前，华

为、苹果、小米、百度等科技巨头均纷纷入局智能汽车行列，凭借在科技方面

的优势重点发力自动驾驶、智能电动以及智能座舱领域，且在智能汽车方面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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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车企更为激进。目前，科技巨头在智能汽车领域的布局逐步进入落地的关

键时间节点。其中，华为极狐阿尔法已经宣布量产，苹果 Apple Car最快将于

明年 9 月发布，百度也在 Create 2021 上宣布将于 2022 年上半年发布首款概

念车，小米汽车落地北京经开区，预计将于 2023 年量产，科技巨头智能汽车

开始落地将极大加速汽车智能化的行业发展进程。 

汽车电子是智能汽车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看好汽车电子在汽

车智能化浪潮中的作用，未来将深度受益汽车智能化的快速发展。由智能化所

带来的汽车电子需求增量主要包括车载芯片、传感器、车载显示、语音交互、

汽车 PCB和车载 HUD（抬头显示）六大部分，相较于传统汽车，AI芯片、车载

传感器和 HUD是完全新增部分，而车载显示、语音交互、车用 PCB以及功率半

导体、MCU等芯片则主要受益于汽车智能化所带来的单车数量需求和性能提升。

其中，芯片是汽车智能化的核心，也是智能汽车的“大脑”，在智能化体验中

占据关键位置。传感器是智能汽车的“眼睛”，是行业主要增量部分，目前车

载摄像头技术相对成熟，拥有成本优势，在 L3 级以下智能驾驶中将发挥主导

作用。同时，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作为有效补充，技术开始逐渐成熟。车载

显示是汽车智能化的最直观感受，在汽车智能化初期具有较大提升空间，也是

各车厂比较重视的领域，未来将显著受益于单车显示屏数量提升和大尺寸化，

以及车载显示屏的高清化，目前国产厂商凭借在消费电子领域积累的经验，已

经占有领先优势。汽车 PCB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行业，主要受益于汽车电动化和

智能化，但行业竞争格局较为分散，预计未来仍将以行业性机会为主。车载语

音交互是人与车重要的交流媒介，在汽车智能化趋势下，将受益于车载语音渗

透率和单车麦克风数量的持续提升。HUD 即平视显示系统，能够降低因低头查

看仪表数据而导致的事故发生频率，是汽车智能化的趋势之一，有强烈的市场

需求，目前行业渗透率仅 8.7%，主要配置在高端车型，未来随着技术的持续突

破和价格的下降，行业渗透率有望快速提升。 

2.车载芯片：智能汽车的“大脑”，行业驱动逻辑
切换，国产替代可期 

芯片是智能汽车的“大脑”，主要用于车内通信、车辆控制、数据存储等，

核心包括控制类（MCU和 AI芯片）、功率类、存储类和通信类四大类型，其中，

MCU 集成度逐渐提升，随着智能汽车渗透率提升，未来单车 MCU 平均用量有望

先增后减。AI 芯片算力更高，主要以高阶自动驾驶应用为主，车规级 AI 芯片

量产已实现突破。功率半导体是汽车智能化和电动化核心受益领域，主要以

IGBT为主，国产化率尚处于低位。存储芯片主要受益于座舱智能化对存储容量

需求提升，全球市场高度集中，国产厂商开始崭露头角。通信芯片主要用于和

后台系统/手机 APP 通信，行业渗透率正处于快速提升阶段，汽车信息安全下

国产厂商将迎来国产替代机遇。车载芯片是 2021 年缺芯重灾区，但目前行业

供给紧张的局面已经开始缓解，随着汽车销量回暖，行业驱动逻辑将由价涨转

向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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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控制类芯片：智能驾驶提升算力要求，AI 芯片量产已

有突破 

汽车中的控制芯片主要分为 MCU和 AI芯片，其中，MCU是在传统汽车控制

系统中负责数据处理和运算的芯片，主要用在 EMS（发动机控制器）、TCU（变

速箱控制器）、VCU（整车控制器）等，是把 CPU、内存（RAM+ROM）、多种 I/O

接口等整合到单一芯片上形成的芯片级计算机，目前主要有 8 位、16 位和 32

位三种型号，位数越高，算力越强。在智能汽车中，智能驾驶对算力要求更高，

MCU 难以满足算力要求，而车规级 AI芯片则是集成了 CPU、图像处理 GPU、音

频处理 DSP、深度学习加速单元 NPU+内存+各种 I/O接口的 SOC芯片，拥有 TOPS

级别（1TOPS=1万亿次计算每秒）的运算能力，成为智能汽车的控制“大脑”。 

 MCU芯片：单车 MCU平均用量先增后减，行业规模有望超过百亿美元 

目前，单车 MCU平均用量约为 50颗，但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提升，MCU

集成度会逐渐提升，从而导致单车用量会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预计到 2025

年，单车 MCU平均用量将达到 55颗，随后伴随 L4级以上智能汽车渗透率提升，

至2030年，单车MCU平均用量有望缓慢降低至50颗。从价格方面看，根据Semico 

Research Corp 数据，2018 年车载 MCU 平均售价约为 2.02 美元，2019 年上半

年均价略微上涨至 2.07美元，2020-2021年因为供给紧缺，平均涨幅约 20%-30%，

预计缺芯逐渐缓解下，2022年 MCU 均价有望逐渐回归正常价格区间，但伴随汽

车智能化程度的提升，价格更高的 32 位 MCU 占比将逐步提升，进而带动 MCU

均价年涨幅约 5%，以此测算，全球乘用车载 MCU市场规模有望从 2020年的 64

亿美元提升至 2030年的 119亿美元，未来十年复合增速为 6.42%。 

表 1：全球乘用车载 MCU 市场规模预测 

单位：万辆 2020 年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29E 2030E 

乘用车销量（万） 5360 5789 6078 6260 6323 6386 6450 6515 6580 6646 6712 

单车 MCU 数量 50 51 52 53 54 55 54 53 52 51 50 

MCU平均单价（美元） 2.38  2.98  2.40  2.52  2.64  2.77  2.91  3.06  3.21  3.37  3.54  

市场规模（亿美元） 64  88  76  84  90  97  101  106  110  114  119  

数据来源：公开市场整理，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车规级 MCU产品研发周期长，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远高于消费和工业级

MCU，车规认证较难，车厂导入周期也比较漫长。目前，海外巨头拥有先发优

势，基本垄断了全球车规级 MCU市场，瑞萨电子、恩智浦、英飞凌、赛普拉斯

（英飞凌收购）、德州仪器、微芯科技和意法半导体七家龙头企业全球市占率

分别为 30%、26%、14%、9%、7%、7%、5%，合计占比高达 98%。国内仅有四维

图新（杰发科技）、上海芯旺微电子、赛腾微电子和比亚迪半导体等少数几家

企业实现了车规级 MCU产品量产，但主要以中低端市场为主，目前在车厂渗透

率很低。其中，四维图新车规级 MCU 芯片 AC781x 已经实现量产，并逐渐渗透

至前装市场。比亚迪半导体凭借母公司优势，车规级 MCU产品已累计装车超 500

万颗，未来在国产车型中有望逐步实现国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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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全球乘用车载 MCU 市场规模预测 

国产厂商 产品 量产情况 

上海芯旺微电子 
8 位汽车 MCU-KF8A 系列 

32 位汽车 MCU-KF32A 系列 

2019 年，KF8A(AEC-Q100)实现量产，KF32A150 汽车 MCU

准备量产。 

四维图新（杰发科技） 
32 位车规级 MCU-AC781x 

32 位车规级 MCU-AC7801x 

2018 年底，自主研发并量产了国内首颗车规级 MCU 芯片

AC781x，和宝马、丰田、福特、大众等国内外车企建立了

全面合作，已向上汽、一汽、长安等国产车厂前装市场出

货量超百万颗。 

赛腾微电子 

8 位低功耗型 MCU-ASM87L(A)164X 

8 位超值型 MCU-ASM87F(A)081X 

32 位电机控制型 MCU-ASM30(A)M083X 

截至 2019 年，针对汽车 LED 尾灯流水转向灯的主控 MCU

芯片（ASM87F0812T16CIT）已通过国内知名汽车厂家一系

列的上车测试认证，出货量超百万颗。 

比亚迪半导体 
第一代 8 位车规级 MCU 芯片 

第一代 32 位车规级 MCU 芯片 

凭借母公司优势，比亚迪半导体车规级 MCU 批量装载在比

亚迪全系列车型上，截至 2020年已累计装车超 500 万颗。 

数据来源：各公司官网、公司公告，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AI芯片：以高阶自动驾驶为主，车规级 AI芯片量产已实现突破 

汽车 AI芯片当前成本较高，至 2025年前单车价值量有望逐步提升，随后

伴随智能汽车渗透率提高，单芯片成本将有所降低，单车价值量也有望随之开

始降低，汽车智能化提升和销量增加将成为行业驱动因素。根据《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路线图 2.0》数据，至 2025 年，L2/L3级智能汽车销量占比将超过 50%，

至 2030 年，L2/L3 级智能汽车销量占比超过 70%、L4/L5 级智能汽车销量占比

将达 20%。同时， 假设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提升，单车 AI芯片价值量以 3%

的速度提升，并于 2026年 L4/L5 级智能汽车开始落地后，单车成本以-3%的速

度降低。而 L4/L5 级 AI 芯片成本随着技术逐步成熟和量产成本降低，单车价

值量以-3%的速度逐渐降低。由此可以测算出，全球车载 AI芯片市场规模将由

2020年的 16亿美元增长至 2030年的 202亿美元，未来十年复合增速达 28.81%，

远高于 MCU芯片市场增速。 

表 3：全球乘用车载 AI 芯片市场规模预测 

单位：万辆 2020 年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29E 2030E 

乘用车销量 5360  5789  6078  6260  6323  6386  6450  6515  6580  6646  6712  

L2/L3 渗透率 15% 20% 26% 38% 46% 55% 65% 75% 75% 74% 75% 

L2/L3 单车价值量

（美元） 
200  210  216  223  229  236  229  222  216  209  203  

L4/L5 渗透率 — — — — — 1% 3% 6% 10% 15% 20% 

L4/L5 单车价值量

（美元） 
1000  980  951  922  894  868  842  816  792  768  745  

市场空间（亿美元） 16  24  34  53  67  89  112  141  159  179  202  

数据来源：公开市场整理，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在L2级及以下低级别辅助价值领域，算力要求相对较低，计算量达10TOPS，

而自动驾驶程度更高的L3/L4级智能汽车，算力需求分别达达60TOPS、100TOPS。

目前，Mobileye（英特尔）、赛灵思（AMD）分别在低级别辅助驾驶视觉技术、

感知计算领域有较强优势，占据 L1-L2级辅助智能驾驶的垄断地位，市占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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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超过 70%。目前，Mobileye 的 AI 芯片产品已应用在福特、上汽、宝马、沃

尔沃、威马、长城、广汽、一汽等传统老牌车企以及蔚来、理想、小鹏等造车

新势力上。 

随着 2021年以来各大车企密集发布 L2+功能的智能汽车，2022-2025年将

成为L3级汽车集中落地的年份，行业将逐步进入高级别智能驾驶阶段。在L3-L5

级智能驾驶阶段，高通在智能座舱领域占统治地位，已开发高度可扩展、开放

的、完全可定制化的 Snapdragon Ride 平台，并搭载在长城汽车的高端车型

上，且已于 2020年发布自动驾驶平台“骁龙 Ride ”，骁龙 Ride SoC 算力可

达 700-760TOPS，适用于 L1/L2 级智能汽车主动安全 ADAS、L2+级便捷 ADAS，

以及 L4/L5全自动驾驶，是智能座舱领域行业龙头。英伟达是自动驾驶领域行

业龙头，推出的 Atlan 芯片算力可达 1000TOPS，采用 7nm 工艺的 Orin 芯片可

实现每秒 200TOPS运算性能，比上一代 Xavier芯片提升 7倍。 

国产厂商主要包括华为、地平线和黑芝麻等，地平线拥有国内首款车规 AI

芯片征程，实现了中国车规级 AI 芯片量产的零突破，目前征程五代算力将达

到 96TOPS，实际性能超过特斯拉 FSD 芯片。黑芝麻于 2021 年在上海车展发布

了新一代 A1000pro，算力达到 106Tops。华为 MDC 600芯片算力高达 352TOPS，

可支持 L3/L4级自动驾驶，最新推出的麒麟 990A，使用 7nm工艺，但在华为芯

片代工受限的背景下，前景仍旧不明朗。 

表 4：全球主要 AI 芯片厂商情况 

AI 芯片厂商 合作车企 合作领域 AI 芯片介绍 

英伟达 

一汽（奥迪）、奔驰、吉利、

蔚来、小鹏、上汽、特斯拉、

法拉第、奇点等 

自动驾驶 

英伟达是自动驾驶领域行业龙头，推出的 Atlan 芯片算力

可达 1000TOPS，采用 7nm 工艺的 Orin 芯片可实现每秒

200TOPS 运算性能，比上一代 Xavier 芯片提升 7 倍。 

高通 

吉利、威马、蔚来、小鹏、理

想、天际、奇瑞、广汽、长城、

零跑、上汽、本田、路虎 

智能座舱 

高通已开发高度可扩展、开放的、完全可定制化的 

Snapdragon Ride 平台，搭载在长城汽车的高端车型上，

并于 2020 年发布自动驾驶平台“骁龙 Ride ”，骁龙 Ride 

SoC 算力可达 700-760TOPS，适用于 L1/L2 级智能汽车主动

安全 ADAS、L2+级便捷 ADAS，以及 L4/L5 全自动驾驶。 

英特尔

（Mobileye） 

理想、上汽、福特、宝马、吉

利、威马、小鹏、长城、蔚来、

广汽、一汽等 

辅助驾驶、自

动驾驶 

Mobileye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拥有较大优势，主打功能强大、

低功耗 EyeQ®系列芯片，同时，英特尔通过收购 Mobileye

进军自动驾驶领域，旗下 A3900 系列芯片与宝马、通用、

凯迪拉克、现代起亚、捷豹路虎、长城、奇瑞、斯巴鲁、

红旗、合众汽车等主流车企拥有合作。 

特斯拉 特斯拉 
辅助驾驶、自

动驾驶 

特斯拉拥有 HW3.0、HW4.0、DOJO 三款自研智能驾驶 AI 芯

片，8 月份发布超级计算机 DOJO，算力可达 362TOPS，并

使用 7nm 工艺。 

华为 北汽、比亚迪、江汽、赛力斯 
智能座舱、自

动驾驶 

华为 MDC 600 芯片算力高达 352TOPS，可支持 L3/L4 级自

动驾驶，最新推出的麒麟 990A，使用 7nm 工艺，但在目前

代工受限背景下，前景仍旧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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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 
长安、奇瑞、上汽、广汽、岚

图、理想、江汽等 
自动驾驶 

地平线拥有国内首款车规 AI 芯片征程，实现了中国车规级

AI 芯片量产的零突破，目前征程五代算力将达到 96TOPS，

可支持 L4 级自动驾驶，实际性能超过特斯拉 FSD 芯片。 

黑芝麻 一汽、中科创达、亚太股份 自动驾驶 
黑芝麻于 2021 年在上海车展发布了新一代 A1000pro，算力

达到 106Tops。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公开市场整理，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2.2 功率半导体：IGBT 是核心受益领域，国产化率尚处于

低位 

汽车智能化对电子元器件的功率管理和能量转换要求更高，电动化也将带

动功率半导体单车价值大幅提高，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将提升功率半导体需

求。在传统燃油汽车中，功率半导体主要适用于低压、低功率领域，在启动、

发电和安全等领域广泛应用。但在新能源汽车中，电池输出的高电压需要进行

频繁的电压变换和电流逆变，对电压转换电路需求提升，大幅提升了 IGBT、

MOSFET 等功率半导体器件的需求。根据 StrategyAnalytics数据，纯电动汽车

中功率半导体占比将由 21%提升至 55%，成为车用半导体领域第一大品类。此

外，汽车电动化程度越高，所需要的功率半导体器件数量越多。根据英飞凌数

据，传统燃油车功率半导体含量为 71美元，全插混/纯电池电动车的功率半导

体单车价值量为 330 美元，是传统燃油车的 4.65 倍，新能源电动车渗透率的

提升是车用功率半导体行业需求量增长主要的驱动因素。 

至 2025 年，全球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有望达 52.95 亿美元，国内功率半

导体市场规模将达 26.48 亿美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均近 40%。根据 Alix 

Partners 数据，2020 年全球汽车销量为 7050 万辆，2025 年有望达到 9400 万

辆，同时，根据 EV Tank预测，2025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1200万辆，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从 2020年 4.60%提升至 2025年 12.77%。此外，根据英飞

凌统计数据，202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单车价值为 330 美元，据以测

算，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52.95亿美元，是 2020

年市场规模的 4.95 倍。国内方面，根据中汽协数据，2020 年中国汽车销量为

2530 万辆，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汽车销量将达到 3000 万辆，其中 2020 年中国

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132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为 5.22%。根据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达到20%，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从 2020 年 132万辆提升至 2025年 600万辆，据以测

算，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26.48亿美元，五年复

合增长率为 43.47%。 

表 5：全球及中国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测算（亿美元） 

年份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五年 CAGR 

全球汽车销量（万） 7050 7467  7909  8378  8874  9400  5.92%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万） 324 421  547  711  924  1200  29.94% 

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4.60% 5.64% 6.92% 8.48% 10.41% 1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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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汽车销量（万） 2530 2618 2708 2802 2899 3000 3.47% 

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万） 132  179  242  327  443  600  35.37% 

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5.22% 6.83% 8.93% 11.69% 15.29% 20.00% - 

功率半导体单车价值（美元） 330 363 381  400  420  441  5.98% 

全球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 10.69  15.28  20.85  28.45  38.81  52.96  37.71% 

国内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 4.36  6.49  9.22  13.10  18.63  26.48  43.47% 

数据来源：Yole,Alix Partners,OICA,英飞凌,EV Tank，中汽协，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IGBT 市场规模在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中占比超 80%，是汽车电动化趋势

中核心受益领域。IGBT 兼具 MOSFET 的高输入阻抗和双极型三极管 BJT 的低导

通压降两方面的优点，具有开关速度高、开关损耗小、易于驱动的特点，常用

于 600V 以上的大功率装置，在充电桩、智能电网、轨道交通和新能源汽车等

领域应用较广。在新能源汽车中，IGBT主要用于大功率逆变器，将直流电转变

为交流电从而驱动汽车电机，以及辅助功率逆变器为车载空调等汽车电子设备

供电，是新能源汽车用功率半导体的最核心部件。根据 Yole 数据，2019 年全

球新能源汽车 IGBT 市场规模约 6 亿美元，对应 EV Sales Blog 公布的全年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池电动车的销量约为 221 万辆，可以推算出 IGBT 单

车平均价值量约为 273美元，占到单车功率半导体价值量的 83%。假设 IGBT在

新能源汽车功率半导体中的占比保持相对稳定，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逐步提

升，预计全球新能源汽车 IGBT市场规模将从 2020年约 9.29亿美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46.00 亿美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为 37.71%。国内方面，预计 2025 年

国内新能源汽车 IGBT市场规模将达到 23.00亿美元，是 2020年的 6.08倍。 

图 3：全球及中国新能源汽车 IGBT 市场规模测算（美元） 

 

数据来源：Yole,Alix Partners,OICA,英飞凌,EV Tank，中汽协，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IGBT 行业呈现寡头垄断格局，国产化率处于低位。德国和日本凭借在汽车

领域的传统优势，占据全球车用 IGBT 主要市场份额，其中英飞凌是全球 IGBT

龙头厂商，市占率达 32.7%，日本三菱电机仅次于英飞凌，占据全球市场 11.0%

的份额。国产厂商中仅斯达半导进入前十行列，市占率约 2.5%。在国内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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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NE时代数据，英飞凌以 58.2%的市场份额，占据国内绝对领先地位。国产

厂商中，比亚迪半导体借助于比亚迪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优势，成为国内

新能源汽车 IGBT市场的龙头，市占率达 18.0%，而斯达半导和时代电气也挤进

了前十，在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1.6%和0.8%，三家企业国内市占率合计约20.4%，

国内 IGBT国产化率尚处低位，未来国产替代空间广阔。 

图 4：全球 IGBT 模块市场竞争格局（2019） 
 

图 5：国内新能源汽车 IGBT 模块市场竞争格局（2019） 

  

数据来源：Omdia，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NE时代，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IGBT 行业技术门槛较高，国产厂商不断取得技术突破，在部分领域已实现

突围。国内企业在 IGBT 领域起步较晚，与国外厂商技术差距较大，但目前国

内企业已逐步实现技术突破，占据部分市场份额。在大功率高电压领域，中车

时代电气已实现 650V-6500V IGBT 全电压范围覆盖，并在高铁、动车等多个高

端领域得到认可和应用，目前在 4500V 以上高压领域具备一定竞争力。斯达半

导目前拥有国内最全面的 IGBT 模块产品线之一，广泛覆盖高压（3300V）至中

低压（600V）的应用领域，自主研发的第二代芯片（国际第六代芯片 FS-Trench）

已经实现量产，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整体来看，国产厂商在低压领域

布局较为完善，但在高压领域国产化率较低，与国外巨头差距仍旧比较明显，

是未来国产替代的主要方向。 

表 6：国内外厂商 IGBT 产品电压覆盖范围 

电压范围 <=450V 600V-700V 900V-1100V 1200V/1300V 1500V/1600V 1700V/1800V 2500V 3300V 4500V >=4500V 

英飞凌                     

三菱电机                     

富士电机                     

ABB                     

比亚迪半

导体                     

时代电气                     

斯达半导                     

士兰微                     

数据来源：Yole，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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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通信和存储芯片：座舱智能化提升存储容量需求，汽车

信息安全加速国产替代 

 存储芯片：座舱智能化提升存储容量需求，国产厂商开始崭露头角 

座舱智能化提升对存储容量需求，行业未来五年复合增速超过 15%。在智

能汽车中，存储芯片主要应用在车载信息娱乐系统、ADAS、车载通信系统和仪

表板四个领域，其中车载信息娱乐系统、ADAS和仪表板均位于智能座舱中，需

求占比近 80%。在车载存储芯片中，主要包括 DRAM和 NOR Flash，其中，车载

DRAM存储芯片主要受益于座舱智能化带来的算力需求提升。而随着智能座舱功

能进一步丰富，对信息娱乐系统的启动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若使汽车在启动

之时这些显示系统能迅速显示车辆信息，就需要搭载更高存储容量的 NOR Flash

以实现不同数据的快速读取，汽车智能化带来的单车价值量提升将成为车载

NOR Flash 行业需求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从市场空间看，根据搜狐汽车研究

室数据，2020年，全球汽车存储 IC市场规模约 40亿美元，至 2025年，有望

增长至 83亿美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约 15.7%。 

图 6：全球汽车存储 IC 市场规模（亿美元） 

 

数据来源：搜狐汽车研究室，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全球 DRAM 市场高度集中，国产厂商 ISSI 在车载领域份额位列全球第二。

全球 DRAM 市场集中度较高，前三大厂商镁光、三星、海力士合计占比超 95%，

尤其镁光全球市占率 42.7%。在车载 DRAM 领域，市场竞争格局相对比较分散，

镁光保持一家独大，继续保持领头羊优势，全球占比 45%。国产厂商中，典型

代表是 ISSI，已被 A 股上市公司北京君正收购，其车载 DRAM 产品覆盖 2GB 到

8GB 的 LPDDR4，全球车载 DRAM 产品市场份额已超过三星和海力士，在全球市

场排名第二。此外，兆易创新作为国内存储芯片行业龙头，其 4GB DDR4 内存

产品系列已经成功量产，在车载娱乐系统中有较大应用空间，未来有望受益于

车载 DRAM市场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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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全球 DRAM 市场竞争格局 
 

图 8：全球车用 DRAM 市场竞争格局 

  

数据来源：IC Insights，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IC Insights，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市场竞争激烈，国际巨头逐步退出，兆易创新 NOR Flash市场份额已进全

球前三。NOR Flash 行业竞争格局较为分散，目前华邦、旺宏、兆易创新和赛

普拉斯为前四大厂商，市场份额合计占比 74.4%。由于 NOR Flash 行业技术壁

垒相对较低，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目前国际厂商已经开始逐渐退出。其中，三

星于 2010年就开始退出 NOR Flash 市场，镁光于 2016年开始淘汰中低容量的

NOR Flash 产能，赛普拉斯则更加专注于利润更高的车载和工控领域 NOR Flash

产品。借此机会，兆易创新逐步实现技术突破，在国产替代浪潮中成为最大受

益者。目前兆易创新 NOR Flash 产品全球市占率已达 15.6%，全球排名第三，

并在车规 NOR Flash 方面已有突破。目前兆易创新 GD25 SPI NOR Flash 产品

已通过 AEC-Q100 车规认证，是国内首家全国产化车规闪存产品，产品容量覆

盖 2 MB-2GB，未来有望持续受益于国产替代浪潮。 

图 9：全球 NOR Flash 市场格局 

 
数据来源：CINNO，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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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芯片：行业渗透率正处于快速提升阶段，汽车信息安全下国产厂商

将迎来国产替代机遇 

行业渗透率正处于快速提升阶段，未来五年复合增速有望超过 20%。T-Box

主要用于和后台系统/手机 APP 通信，实现手机 APP 的车辆信息显示与控制，

是智能汽车与外界环境联系的的重要组成组分。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提升，

T-Box 在前装市场的渗透率正处于快速提升的阶段。根据佐思汽研数据，2020

年国内乘用车前装 T-Box渗透率为 50%，达到 940万辆，预计到 2025年，T-Box

在前装市场的渗透率有望提升至 85%。目前 T-Box市场空间整体尚小，2020年

国内市场规模约 4亿美元，但行业增速较快，未来五年复合增速有望超过 20%。

细分来看，T-Box 终端产品中芯片价值量占比约 31%，2020 年国内 T-Box 射频

及基带芯片市场空间约 1亿美元，未来随着 T-Box功能不断进化，5G移动通信

单元、GPS 高精度定位模块及加密鉴权模块等有望成为标配，单车通信芯片价

值量有望进一步提升。 

图 10：中国乘用车 T-Box 渗透率 
 

图 11： T-Box 终端产品价值量占比 

  

数据来源：佐思汽研，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移远通信招股说明书，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从行业竞争格局来看，T-Box 终端产品市场竞争格局较为分散，行业龙头

韩国 LG 集团市场份额仅 13.24%，国内厂商中联友科技和德赛西威已经脱颖而

出，份额分别达到 11.39%和 9.31%，未来随有望随着国产智能汽车的崛起占据

更多市场份额。而在通信芯片领域，海外厂商仍占据绝对优势，主要以高通和

联发科为主，尤其在蜂窝芯片领域，高通是绝对龙头，全球市场份额高达 47.3%，

国内紫光展锐和华为海思在消费领域已有突破，市场份额分别为 12.8%和 8.5%。

此外，在定位芯片领域，博通集成高精度定位芯片已进入全球前三，在高精度

定位芯片领域有一定领先优势。在安全芯片领域，紫光国微、复旦微电等国产

厂商安全芯片等级认证已经进入到全球第一梯队，在车载 T-Box 安全芯片领域

已有深度布局，出货量有望逐步抬升，尤其在国家汽车信息安全重视度不断提

升的背景下，国产厂商将迎来更多国产替代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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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020 年 T-Box 前装市场格局 
 

图 13：2020Q4 年全球蜂窝物联网芯片市场格局 

  

数据来源：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Counterpoint，物联网智库，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小结：芯片作为智能汽车的“大脑”，一方面受益于缺芯缓解下，汽车销

量的边际回暖，另一方面则主要受益于智能汽车渗透率的提升。目前，MCU 市

场主要被海外厂商垄断，国内少数几家企业虽实现了车规级 MCU 产品量产，但

主要以中低端市场为主，在车厂前装市场渗透率很低。AI芯片主要以高阶自动

驾驶应用为主，国产厂商包括华为、地平线和黑芝麻等均已实现产品量产。IGBT

是汽车智能化和电动化核心受益领域，行业呈寡头垄断格局，国产厂商开始崛

起，比亚迪半导体、斯达半导和时代电气在国内市场份额已超 20%。存储芯片

受益于座舱智能化提升存储容量需求，但全球市场高度集中，国产厂商在 DRAM

和 NOR Flash领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通信芯片行业渗透率正处于快速提升阶

段，汽车信息安全下国产厂商将迎来国产替代机遇。车规芯片技术壁垒高，产

品认证周期长，建议关注各细分赛道具备国产替代能力的龙头公司，如四维图

新、斯达半导、时代电气、北京君正、兆易创新等。 

3.汽车传感器：智能汽车的“眼睛”，有望率先放
量  

传感器是智能汽车的“眼睛”，在智能驾驶中占据关键一环。通过传感器

实现车况感知是实现智能驾驶的第一步，也是汽车智能化浪潮中最先受益的增

量领域。目前，辅助智能驾驶用传感器主要分为雷达和摄像头两大类，其中，

车载摄像头主要通过采集光学信息，进行算法识别，分辨率较高，成本也比较

低，在 L2-L3 级智能驾驶中广泛使用，但易受不良天气影响。车载雷达方面，

根据性能和工作原理不同，可以分为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和超声波雷达三大

类。其中，毫米波雷达主要是通过发射并接收毫米波，根据时间差测算距离，

在自适应巡航和自动紧急制动等方面应用较多，全天候适应能力较强。超声波

雷达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广泛应用于自动泊车系统，价格也比较便宜。激光雷

达主要通过发射激光束来探测目标的位置、速度等特征量，对于距离的探测很

强，在 3D 成像和高精度地图定位方面具备优势，但成本高，且技术成熟度最

低，目前仍处于量产关键时期。由于各传感器性能优势各有不同，彼此之间可

以实现优劣势互补，未来多雷达系统和摄像头并用是智能驾驶的必要条件，以

应对智能驾驶中面临的复杂的路况和天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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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车载传感器类型及特点 

传感器

类型 
工作原理 应用方向 

全天候

工作 

不良天气

适应能力 

探测距

离 
分辨率 价格/元 

摄像头 
采集光学信息，并进行

算法识别 

车道偏离预警，交

通标志识别等 
弱 弱 弱 高 100-350 

毫米波

雷达 

发射并接收毫米波，根

据时间差测算距离 

自适应巡航，自 

动紧急制动等 
强 强 强 低 300-1000 

超声波

雷达 

发射并接收超声波，根

据时间差测算距离 
自动泊车 强 一般 弱 无 10-100 

激光雷

达 

通过发射激光束来探

测目标的位置、速度等 

道路提取，环境建

模，障碍物识别等 
强 弱 强 中 大于 1000 

数据来源：小马智行，电子发烧友，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提升，单车传感器需求数量大幅增长。根据工信部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自动驾驶根据智能化程度不同可以分为 L0-L5 六个

等级，其中 L3 级以下主要针对辅助智能驾驶，包括车道内自动驾驶，换道辅

助，泊车辅助等，L3级及以上自动化程度较高，可逐渐实现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到完全自动驾驶的过渡，同时对硬件配置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汽车智能

化的提升，对摄像头、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感知层硬件的性

能和数量要求也逐渐提升。从 L2 级到 L3 级再到 L4/5 级，单车配备摄像头数

量将由 L0 级的 1 个提升 L2 级的 5 个，并进一步提升至 L3 级的 11 个，L5 级

的 15个，超声波雷达由 8个提升 12个，毫米波雷达从 3个提升至 8个，激光

雷达则从 0提升 3个。 

表 8：不同级别智能驾驶要求及传感器硬件配置 

智能等级 L0 L1 L2 L3 L4 L5 

智能化程度 应急辅助 部分自动辅助 
组合驾驶辅

助 

有条件自动驾

驶 

高度自

动驾驶 

完全自动

驾驶 

功能要求 

交通信号灯识别，夜

视系统，盲点监测 

车道偏离预警，

360°全景影像 

自适应巡航，

自动紧急刹

车，车道保持，

泊车辅助 

车道内自动

驾驶，换道

辅助，自动

泊车 

高速自动驾驶，

城郊公路驾驶，

编队行驶，交叉

路口通过 

车路协同，城市自动

驾驶 

硬件要求 摄像头 
摄像头，超声波雷达，毫米波

雷达 

摄像头，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

光雷达 

摄像头 1 3 5 11 15 

超声波雷达 0 4 8 12 12 

毫米波雷达 0 1 3 5 8 

激光雷达 0 0 0 1 3 

数据来源：工信部，盖世汽车研究院，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通过对车载传感器细分赛道市场规模测算，车载摄像头确定性最高，激光

雷达增速最高。根据《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规划，2020-2025 年，

L2-L3 级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合计超过 50%，同时 L4 级开始进入市场。到

2026-2030 年，L2-L3级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合计超过 70%，并实现 L4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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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高速公路上广泛应用，在部分城市道路规模化应用。到 2031-2035 年，各

类级别自动驾驶车辆全面广泛运行。根据上述假设，我们据以测算至 2030年，

车载摄像头市场规模将达 1232 亿元，未来 10 年复合增速为 21%，行业确定性

最强；超声波雷市场规模为 332 亿元，未来 10 年 CARG 为 12%；毫米波雷市场

规模为 960亿元，未来 10年复合增速为 16%；激光雷达市场规模为 1367亿元，

2022-2030年复合增速达 60%，行业增速最高。 

表 9：车载传感器细分赛道全球市场规模测算 

年份 2020 年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29E 2030E 

乘用车销量（万辆） 5360  5789  6078  6260  6323  6386  6450  6515  6580  6646  6712  

增速：% -16% 8% 5% 3% 1% 1% 1% 1% 1% 1% 1% 

L0 汽车数量 2680  2316  1763  1377  1201  894  774  261  197  199  134  

L0 渗透率 50% 40% 29% 22% 19% 14% 12% 4% 3% 3% 2% 

L1 汽车数量 1876  2316  2735  2504  2213  1916  1290  977  790  532  201  

L1 渗透率 35% 40% 45% 40% 35% 30% 20% 15% 12% 8% 3% 

L2 汽车数量 804  1158  1520  2191  2529  2874  3225  3583  2961  2392  2014  

L2 渗透率 15% 20% 25% 35% 40% 45% 50% 55% 45% 36% 30% 

L3 汽车数量 0 0 61  188  379  639  968  1303  1974  2525  3020  

L3 渗透率 0% 0% 1% 3% 6% 10% 15% 20% 30% 38% 45% 

L4/5 汽车数量 0  0  0  0  0  64  194  391  658  997  1342  

L4/5 渗透率 0% 0% 0% 0% 0% 1% 3% 6% 10% 15% 20% 

车载传感器搭载需求数量合计（万个） 

摄像头 12328  15051  18234  21910  24660  28993  34314  41303  48953  56487  64167  

超声波雷达 13936  18525  23826  29798  33638  39084  44893  52898  58428  63531  69268  

毫米波雷达 4288  5789  7598  10016  11698  14241  17351  21368  24806  28310  32083  

激光雷达 0  0  61  188  379  830  1548  2476  3948  5516  7048  

单价：元 

摄像头 143 147 152 156 161 166 171 176 181 186 192 

超声波雷达 80 76 72 69 65 62 59 56 53 50 48 

毫米波雷达 500 475 451 429 407 387 368 349 332 315 299 

激光雷达 8000 6400 5120 4096 3277 2949 2654 2389 2150 2042 1940 

市场规模：亿元 

摄像头 176  221  277  342  397  481  587  727  886  1051  1232  

超声波雷达 111  141  172  206  219  242  265  296  310  318  332  

毫米波雷达 214  275  343  430  476  551  639  746  824  892  959  

激光雷达 0  0  31  77  124  245  411  591  849  1126  1367  

数据来源：公开市场整理，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3.1 激光雷达：车规认证已有突破，2022 年或迎量产元年 

国产搭载激光雷达的智能驾驶车型陆续发布，2022年或将成为激光雷达量

产元年。目前，极狐阿尔法 S、小鹏 G9、威马汽车 M7、蔚来 ET7已发布搭载激

光雷达的智能网联汽车，单车搭载量 1-3颗不等，同时，广汽埃安搭载 3颗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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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雷达车型于广州车展正式亮相，并将于 2022 年 1 月正式上市；长城旗下高

端品牌沙龙汽车也在广州车展发布全球首款搭载 4颗激光雷达的高端纯电动车

机甲龙。目前，影响激光雷达大规模量产的难点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激光雷

达尚处于发展初期，产品价格相对较高，在 L3 级智能汽车中并不占据成本优

势，但在对环境感知要求更高、自动驾驶级别更高的 L3 级及以上智能汽车中

占据不可或缺的作用。目前，半固态激光雷达技术成熟度相对较高，占到

2017-2023 年预计上市车型的 70%，价格方面，自华为、大疆入局后，激光雷

达价格已从过去数万美元逐渐降至 1000 美元以内，逐渐具备大规模推广的价

格基础。另一方面，激光雷达厂商若要切入 Tier1厂商供应链，需要通过严格

的车规级认证测试，目前激光雷达厂商已有突破，法雷奥、镭神、华为和大疆

4家公司已经通过车规级认证。此外，当前大多数智能汽车厂商已能够实现 L2

级自动驾驶，并开始推出初步具备 L3 功能的车型，预计 2022-2023 年将成为

量产突破的关键时间节点，明年有望成为激光雷达量产的元年。 

表 10：主要激光雷达厂商产品价格的对比 

激光雷达厂商 型号名称 发布时间 主要技术方案 售价 

Velodyne 

HDL-64E 2007 年 

机械式 

8 万美元 

HDL-32E 2007 年 4 万美元 

VLP-16 2007 年 8000 美元 

Velodyne Velabit  2020 年 MEMS  100 美元 

速腾聚创 
RS-LiDAR-32 2017 年  机械式 128000 元 

RS-LiDAR-M1 2019 年  MEMS  1898 美元 

镭神智能 

LS20B 

2020 年 MEMS  

999 美元 

LS20D  868 美元 

LS20E 888 美元 

大疆（Livox） 
Horizon 

2020 年 非重复扫描 
6499 元 

Tele-15  8999 元 

华为 96 线中长距激光雷达 2020 年 MEMS  200 美元左右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激光雷达技术路径尚未定型，国内外厂商技术水平基本相当，竞争格局尚

不稳定，技术方案的选择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目前市场上的雷达主要是机械

式、混合固态和固态式激光雷达三类，其中机械式激光雷达技术成熟度相对较

高，供应链也比较成熟，但精密机构件复杂，硬件成本高，且产品寿命短，量

产难度比较大，单价一直居高不下，所以目前车企量产的 L3 级车型均采用的

是固态或混合固态激光雷达方案，这也将是未来激光雷达技术路径发展的趋势。

目前混合固态激光雷达技术已初步成熟，且相较于机械式激光雷达，使用寿命

更长，造价成本更低，2021年开始有量产项目陆续落地，未来有望逐渐取代机

械式雷达成为短期主流技术路径。 

全球激光雷达厂商主要包括三类，1）传统激光雷达厂商：Velodyne、大

陆等；2）激光雷达创业公司：Luminar、Aeva、Quanergy、Ibeo、禾赛科技、

速腾聚创、镭神智能等；3）科技巨头：华为、大疆（Livox）等。其中，国外

激光雷达产业起步较早，企业数目众多，Velodyne是行业龙头，激光雷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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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时间较长，在机械式激光雷达市场拥有较大优势，2018年前后在无人驾驶

领域占据近 80%市场份额。随着 Luminar、Ouster 等其他厂商进入固态激光雷

达领域，并在技术上相继有所突破，Velodyne传统机械式激光雷达市占率有所

下滑，现在已经开始向固态激光雷达领域拓展。我国激光雷达厂商技术水平基

本与海外相当，在产品的精度和价格方面占据一定优势。其中，禾赛科技、速

腾聚创、镭神智在国内自动驾驶公司中市占率相对较高，但均以机械旋转雷达

为主，目前开始向前装固态雷达领域覆盖，而新入场的科技巨头华为、大疆则

以固态雷达为主，已经进入极狐阿尔法 S/长城沙龙、小鹏 P5 等车型。目前，

国内激光雷达初创公司不断涌现，市场竞争或将进一步加剧，但由于激光雷达

尚处于量产前期，竞争格局变动较大，未来可以持续关注“机械+固态”双技

术路径布局的激光雷达领先企业。 

表 11：海内外主要激光雷达厂商及技术布局 

厂商类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产品类型 下游合作厂商 

海外厂商 

Velodyne 1983 年 机械式/固态激光雷达 现代、福特 

Luminar 2012 年 固态 MEMS 沃尔沃、Mobileye 

Innoviz 2016 年 固态 MEMS 宝马、麦格纳、安波福 

Aeva 2017 年 固态激光雷达 奥迪、采埃孚 

Ouster 2015 年 固态激光雷达 英伟达、赛灵思 

国产厂商 

华为 2016 年（预研） 混合固态 长安、北汽等 

禾赛科技 2012 年 机械式/固态 MEMS 
图森未来、文远知行、百度、地

平线、宝马、一汽红旗等 

速腾聚创 2014 年 机械式/固态 MEMS 
地平线、上汽、一汽、Sensible4、

autoX 等 

镭神智能 2015 年 机械式/固态 MEMS 东风汽车、蘑菇车联等 

大疆（Livox） 2016 年 混合固态 
小鹏、宇通客车、一汽、上汽通

用五菱、图森未来等 

数据来源：各公司官网，公开资料整理，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上游产业链光电系统成本占比最高，可关注核心零部件国产替代机会。激

光雷达成本构成为光电系统成本（70%）、人工调试成本（25%）、其他成本（5%），

其中光电系统中激光器、探测器、激光驱动芯片以及模拟前端芯片占据核心地

位。激光器和探测器是决定激光雷达的性能、成本、可靠性的重要元件，国外

厂商布局较早，技术相对成熟，以欧司朗和 AMS 等激光器厂商、滨松和 First 

Sensor 等探测器厂商为主，国内厂商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较快，如瑞波光

电、炬光科技、芯视界等已有部分产品可通过车规认证，未来有望实现国产替

代。FPGA 芯片是激光雷达的主控芯片，Xilinx 拥有绝对领先优势，其首创了

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FPGA）技术，并于 1985 年首次推出商业化产品，满足

了全球对 FPGA 产品一半以上的需求。国内企业紫光同创和高云半导体，产品

性能与国外尚有一定差距，但基本已能满足激光雷达的需求。模拟芯片主要用

于搭建激光雷达系统中发光控制、光电信号转换，以及电信号实时处理等关键

子系统。德州仪器（TI）耕耘模拟芯片多年，产品种类丰富，是全球模拟芯片

龙头厂商。国内模拟芯片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产品种类尚且不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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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竞争较为激烈，但部分产品性能已能比肩海外大厂，未来有望受益于国产替

代机遇。 

表 12：激光雷达产业链主要供应商 

产业链 地区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激光器 

国外 

OSRAM 

全球两大光源制造商之一，为汽车应用提供脉冲激光二极管十余年，首

次推出第一款用于激光雷达的激光二极管，提供全面产品组合，2020

年 2 月推出的新型红外激光器创下了 70%效率的新纪录。 

AMS 

致力于推动对小型外观、低功耗、高灵敏度、多传感器集成有要求的应

用，打造一站式传感器平台，推出的垂直腔表面发射激光器 (VCSEL)能

够在高达 150°C 的环境温度下正常工作，满足汽车 AEC-Q102 标准等级

1 认证水平。 

国内 

瑞波光电 

由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与国内外技术专家共同创建，致力于为半导体激

光器制作行业提供全面的、性价比高的测试解决方案，拥有半导体激光

芯片的全套核心技术，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开发了带自动

偏振测试功能的 RB-CT1004X 激光器测试设备系列，该型设备集成了 

LIV、光谱、远程发散角、偏振度自动测试功能，是目前市面上功能最

全的半导体激光器测试设备。 

炬光科技 
国内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领军企业，2017 年正式进军车载激光市场，技

术上已率先达到车规级量产标准。 

福晶科技 

公司是国内非线性光学晶体龙头厂商，积极布局激光器件，与美国相干、

德国通快等知名激光器公司建立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司已

与华为等激光雷达生产商开展密切合作，配合客户完成光学元件的研

发，开始进军车载激光雷达市场。 

探测器 

国外 

First Sensor 

全球领先的传感器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致力于研发和制造各类具有高

灵敏度和低暗电流的高速光电检测器，适用于紫外线光、可见光、红外

光和电离辐射等领域，推出的的 APD 产品 Series 9 非常适合采用传

播延迟方法进行光学距离测量和物体识别的激光雷达系统。 

滨松 

于 1953 年成立于日本，在激光雷达领域，滨松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

同时为车载激光雷达提供各类核心光学器件的企业，如激光器、MEMS

微镜和光电探测器等，并不断优化性能，推进更高级别自动驾驶的实现。 

国内 
芯视界 

成立于 2018 年，拥有自主研发的 SPAD（单光子雪崩二极管）和独特

的采集和处理技术，而且已推出多款针对不同应用的固态激光雷达。 

水晶光电 窄带滤光片为主的生物识别业务产品已小批供货于国内激光雷达厂商。 

FPGA 

国外 Xilinx 

全球领先的可编程逻辑完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首创了现场可编程逻辑

阵列（FPGA）技术，并于 1985 年首次推出商业化产品，满足了全球对

FPGA 产品一半以上的需求，可提供 4 个系列的成本优化型产品组合，分

别面向特定性能优化。 

国内 

紫光同创 

紫光集团下属子公司，专业从事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CPLD 等）研发

与销售，推出的 Titan 系列是中国第一款国产自主产权千万门级高性能 

FPGA 产品，Logos 系列高性价比，FPGA 采用了全新 LUT5 结构，Compact 

系列低功耗 CPLD 具备低功耗、低成本、小尺寸特性。 

高云半导体 
专业从事国产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研发与产业化为核心的高新

技术企业，2015 年一季度量产出国内第一块产业化的 55nm 工艺 4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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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中密度 FPGA 芯片，并开放开发软件下载。2016 年第一季度又顺利

推出国内首颗 55nm 嵌入式 Flash SRAM 的非易失性 FPGA芯片。 

模拟芯

片 

国外 TI 
全球模拟芯片龙头，全球市占率近 20%，可提供采样速度高达 10.4GSPS 

的高速器件和分辨率高达 32 位的精密器件。 

国内 

圣邦股份 
国内模拟芯片龙头，拥有 25 大类 3500 余款可销售型号产品，部分产品

性能和品质可对标世界一流模拟芯片厂商同类产品。 

思瑞浦 

成立于 2012 年，华为哈勃科技持股 6%，目前已拥有超过 900 款可供销

售的产品型号，以信号链模拟芯片为主，并逐渐向电源管理模拟芯片拓

展，产品已进入中兴、海康威视、哈曼、科大讯飞等各行业的龙头企业。 

数据来源：各公司官网，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3.2 毫米波雷达：国产 24GHz 产品已经量产，77GHz 市场有

望逐步实现国产替代 

毫米波雷达对外界环境容忍度较高，对烟雾、灰尘的穿透能力更强，可适

用全天候的工作环境，且成本处于千元级别，相较于激光雷达有明显的价格优

势。毫米波雷达主要分为 24GHz 和 77-79GHz 两种，其中 24GHz 毫米波雷达主

要用于中短距测量，技术壁垒和成本相对较低，在汽车盲点监测、变道辅助等

方面应用广泛，是市场上的主流毫米波雷达产品。由于中国、日本等地区目前

尚不允许 79GHz 频段的使用，77GHz 是目前市场上最主要的长距毫米波雷达产

品，其探测距离可达 150-250米，探测精度为 24GHz雷达的 3-5倍，但技术壁

垒和成本都比 24GHz毫米波雷达更高，目前主要应用于自动驾驶、前向碰撞预

警等，未来随着技术的成本和价格的下降，有望成为毫米波雷达市场的主流。 

海外传统 Tier 1 厂商占据主导地位，国产厂商 77GHz 毫米波雷达逐渐开

始量产，未来有望实现国产替代。目前，全球毫米波雷达市场竞争集中度相对

较低，尚未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行业前五大厂商分别为博世、大陆集团、海

拉、富士通和电装，市场份额合计占比达 68%。传统车厂 Tier 1供应商凭借下

游客户优势，在毫米波雷达市场占据绝对优势，但由于各巨头的市场定位侧重

不同，海外厂商在毫米波雷达方面的布局也有一定差异。其中，博世主攻中远

距离探测，产品以 76-77GHz 为主；大陆集团在 77GHz 和 24GHz 的毫米波雷达

市场有一定优势；海拉则以 24GHz 频率为主，在短距毫米波雷达市场拥有领先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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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全球毫米波雷达市场竞争格局 

 

数据来源：维科网，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国内厂商方面，国产厂商与海外巨头差距较大，目前仍主要集中在 24GHz

频率毫米波雷达领域，华域汽车、德赛西威、华阳集团等已有成熟产品实现量

产，并稳定供货给国产汽车厂商。而在 77GHz毫米波雷达方面，核心技术仍被

海外巨头垄断，国内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杭州智波、森斯泰克等多家国产

厂商已经开始送样，华域汽车和德赛西威的 77GHz毫米波雷达产品也开始量产，

未来有望逐步导入国产汽车厂商供应链。 

表 13：国内毫米波雷达主要厂商产品情况 

国产厂商 产品参数 毫米波雷达产品情况 

华域汽车 24GHz、77GHz  24GHz 雷达产品已实现量产，77GHz 雷达产品小规模量产。 

德赛西威 24GHz、77GHz  
24GHz 雷达已搭配在小鹏、奇瑞等国产品牌汽车上，77GHz 

雷达拿到量产订单。 

华阳集团 —— 已有集成毫米波雷达产品。 

深圳安智杰 24GHz、77GHz  24GHz 雷达具备小批量出货能力，77GHz 雷达产品发布。 

森斯泰克 24GHz、77GHz  24GHz 雷达已有少量供货，77GHz 处于样机送测阶段。 

北京行易道 77GHz  77GHz 雷达在北京车展由北汽无人驾驶汽车实车展出。 

杭州智波 24GHz、77GHz 24GHz 雷达处于样机阶段，77GHz 处于实验室阶段。 

南京隼眼 77GHz  77GHz 雷达已推出样机。 

深圳卓泰达  24GHz、77GHz 77GHz 雷达已在深圳九州车展展出。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公开资料整理，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3.3 超声波雷达：技术相对成熟，成本优势明显，国产厂商

已崭露头角 

超声波雷达测距方法简单，成本优势明显，在泊车辅助中已经应用成熟。

超声波雷达防水、防尘性能较好，主要是通过超声波发射装置发出超声波以及

接收器收到超声波的时间差来测算障碍物的距离，测距方法较为简单，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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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距离探测为主，探测范围在 0.1-3米之间，但精度较高，在泊车领域有较大

优势。目前，超声波雷达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于测量汽车前后障碍物的

倒车雷达，被称为 UPA，单个探测距离在 15-250cm之间，主要安装在汽车前后

保险杠上；另一种是用于测量汽车与侧方障碍物距离的超声波雷达，被称为 APA，

单个探测距离在 30-300cm 之间，主要安装在汽车侧面。一般情况下，倒车雷

达系统配备有 4个 UPA超声波传感器，而在自动泊车系统中，则需要增加 4个

UPA 和 4 个 APA 超声波传感器，构成前 4（UPA）、侧 4（APA）、后 4（UPA）的

超声波雷达布局。与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相比，超声波雷达整体成本较低，

单个超声波雷达售价仅 10-100 元，目前在泊车领域已有较为成熟的应用。根

据汽车之家数据，截至 2021 年 5 月，汽车之家在售车型中倒车雷达的渗透率

达到 79%，其中前向雷达渗透率达到 28%，未来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国外 Tier1 厂商占据超声波雷达主要市场，国产厂商奥迪威已崭露头角。

传统 Tier1厂商在超声波雷达领域布局较早，且拥有客户优势，目前在全球超

声波雷达市场中占据核心位置。根据 QYResearch 数据，法雷奥和博世占据全

球超声波雷达市场 5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法雷奥是全球老牌 Tier1 零部

件供应商，是超声波雷达行业龙头，最新推出的自动泊车系统 Park4U 可在狭

小空间内完成自动泊车过程，目前已进入路虎、起亚、大众、途安等众多车企

供应链。国内厂商方面，目前已具备成熟的技术储备，且与海外龙头厂商技术

差距相对较小，足以满足乘用车自动泊车和倒车等功能要求，放量难点在于主

流车企与现有供应商合作稳定，新入场玩家获得车企认证壁垒较高，时间周期

长，且难以提供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方案，所以一般局限于二级供应梯队。目

前，奥迪威是国内领先的超声波雷达制造企业，其超声波传感器、流量传感器、

发声器件及超声波换能器件等系列产品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广泛应用于汽车电

子、智能家居、智能仪表等多个领域，车载 UPA超声波传感器是公司核心产品

之一，在全球汽车超声波雷达市场份额约为 5.55%，在国内汽车超声波雷达市

场占有率近 30%。 

图 15：2018 年全球超声波雷达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QYResearch，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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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车载摄像头：L3 级以下智能驾驶中发挥主导作用，行

业增长确定性强 

车载摄像头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目前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在 L3 级以下智

能驾驶中将发挥主导作用。与手机摄像头非常注重成像质量不同，车载摄像头

工作环境较为复杂，需要在高低温、湿热、强微光和振动等各种复杂外部环境

下保持稳定，对安全性和稳定性较高，且相较于雷达感知，摄像头技术开发较

早，在汽车辅助驾驶中早有应用，目前市场上以摄像头为主的智能驾驶方案也

相对成熟，在对智能程度要求不高的 L3 级以下智能驾驶车型中将发挥主导作

用。根据 ADAS 功能要求不同，车载摄像头可以分为前视、后视、侧视以及内

置摄像头等，目前后市摄像头主要用于倒车影像，行业渗透率已达 50%，而用

于疲劳提醒、手势识别的内置摄像头行业渗透率尚不足 10%，未来随着汽车智

能化程度提升，行业渗透率有望不断提高。 

图 16：各类型车载摄像头渗透率 

 

数据来源：ICVTank，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车载摄像头主要由 CIS图像传感器、模组封装、光学镜头、红外滤光片和

音圈马达构成，成本占比分别为 50% 、25%、14%、6%、5%。其中，全球车载摄

像头模组封装市场相对较为分散，且主要以国外厂商为主。根据中国产业信息

网数据，前五大厂商分别为松下、法雷奥、富士通、大陆、麦格纳，全球市占

率分别为 20%、11%、10%、9%、9%，合计占比为 59%。国产厂商方面，欧菲光

通过收购富士集团天津工厂和车载镜头相关专利加大在车载摄像头模组方面

的布局，目前已取得上汽、北汽、广汽等超过 20 家优质车厂的供应商资质。

丘钛科技也是国内领先的模组供应商之一，在车载摄像头模组领域也有布局，

总投资 6亿美元的高清摄像头模组及汽车摄像头模组项目已落地昆山，未来在

汽车摄像头模组领域有望逐步实现突破。同时，在系统集成方面，德赛西威已

经实现了高清车载摄像头和环视系统的量产，产品已进入吉利、广汽和奇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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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品牌汽车，公司自动泊车系统以及夜视系统等摄像头也在吉利星越、奇瑞

捷途等车型中得到了应用。华域汽车和华阳集团作为国内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企

业之一，在车载摄像头领域也有深度布局，已有量产产品供货给国内主流车厂。 

图 17：车载摄像头成本构成 
 

图 18：全球车载摄像头模组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在车载摄像头镜头领域，国内已经占据领先优势。根据 ICVTank 数据，舜

宇光学、世高光、关东辰美、富士全球市占率分别为 34%、18%、14%、12%，合

计占比达到 78%。舜宇光学于 2004 年开始进入车载镜头领域，全球出货量稳居

第一，市场占有率高达 34%，目前公司的车载镜头产品已涵盖前视、后视、环

视、侧视和内视镜头，下游客户覆盖奔驰、宝马、奥迪、丰田等众多海外及国

内一线汽车厂商。联创电子在国内厂商中仅次于舜宇光学，2015 年进入车载镜

头并实现了突破性发展，目前公司已有2颗镜头产品通过 MobileyeEyeQ4认证，

8 颗镜头产品通过 MobileyeEyeQ5 认证，产品获得法雷奥、麦格纳、安波福等

核心 Tier 1厂商认可，并进入奔驰、宝马、特斯拉等一线知名车企供应链。 

车载 CIS图像传感器价值量占比最高，寡头垄断格局较为明显。安森美深

耕汽车电子领域，是全球车载 CIS 传感器龙头，市场占有率超过 60%。韦尔股

份旗下豪威科技和索尼兼顾手机和汽车市场，在车载 CIS传感器领域已有所突

破，全球市占率约 29%，仅次于安森美。索尼在手机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目前

已开始加大在车载 CIS传感器领域的布局，当前市占率达 6%。此外，比亚迪半

导体也推出了 2018年国内首款 130 万像素车规级图像传感器，格科微车载 CIS 

传感器产品在行车记录仪、车内摄像头、360 度环视、倒车后视和驾驶员疲劳

检测等场景中也开始大规模应用。目前，国内外厂商在车载 CIS 图像传感器领

域差距较小，未来均有望享受行业增长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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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全球车载摄像头镜头市场份额 
 

图 20：全球车载摄像头 CIS 传感器市场格局 

  
数据来源：ICVTank，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Yole，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小结：传感器是智能汽车的“眼睛”，通过传感器实现车况感知是实现智

能驾驶的第一步，在智能驾驶中占据关键作用。智能驾驶用传感器主要分为激

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和车载摄像头，各传感器性能优势各有不同，

彼此之间可以实现优劣势互补，未来多传感器并用是智能驾驶的主要趋势。目

前，车载摄像头领域增长确定性最强，镜头和车载 CIS芯片环节竞争格局较好，

国产厂商已具备全球竞争力。激光雷达行业未来增速最高，但目前尚处于量产

关键时间节点，技术路径尚未确定，竞争格局尚不稳定，建议关注“机械+固

态”双技术路径布局的激光雷达领先企业以及产业链核心公司。毫米波雷达技

术相对成熟，成本优势明显，但市场主要被国外 Tier1厂商占据，国产厂商逐

渐开始量产，未来有望实现国产替代。超声波雷达市场技术壁垒较低，行业竞

争激烈。建议关注：在车载摄像头领域拥有全球竞争力的舜宇光学、联创电子、

韦尔股份，在激光雷达产业链中已有产品量产的炬光科技、水晶光电，以及拥

有成熟毫米波雷达产品的华域汽车、德赛西威、华阳集团等。 

4.车载显示：智能驾驶直观感最强领域，智能化初
期增量空间巨大 

车载显示是汽车智能化的最直观感受，在汽车智能化初期具有较大提升空

间，也是各车厂比较重视的领域之一。目前，车载显示的趋势主要包括单车车

载显示屏数量提升、车载显示屏单屏大尺寸化，以及车载显示屏的高清化。 

单车车载显示屏数量提升。目前，在车载座舱中，中控屏渗透已经相对较

高，2020 年就已达到约 90%，预计 2025 年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至 100%。除此

之外，液晶仪表盘、后排显示屏、车内流媒体后视镜等提供增量空间，至 2025

年，行业渗透率有望分别达到 60%、7%、26%。 

车载显示屏单屏大尺寸化。汽车显示屏大屏化趋势确定性高，根据 Omida

和头豹研究院数据，在车载显示屏领域，10 英寸以上大屏显示器出货份额由

2018Q2 的 9.1%已提升至 2020Q3 的 52.9%。在造车新势力车型中，这一趋势进

一步加强，尺寸大于 12 英寸仪表盘占比高达 56%、尺寸大于 15 英寸的中控

屏幕屏占比达到 45%。尤其未来汽车前排的联屏化趋势明显，将进一步提升单

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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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显示屏高清化。LCD 面板由于技术成熟且成本低，是当前车载显示面

板的主流，但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提升，信息显示、车载娱乐等对高清显示

的要求将进一步提升，显示性能更高的 OLED和 Mini-LED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

有望在车端不断渗透。目前，OLED已经在个别车型中落地，但仍面临使用寿命

短的问题，而 Mini LED在技术成熟度和成本方面比 OLED更有优势，未来有望

成为车载显示面板主流。 

2025 年全球车载显示屏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78 亿美元，未来五年复合增

速 33%。根据上述车载各类显示屏渗透率数据，可以测算出单车显示屏价值量

将从 2020年的 61.56美元提升至 2025年的 189.3美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速为

25.2%。同时，假设 8英寸屏幕 ASP 为 35美元，12.3英寸 65美元，14.6英寸

75美元，相同尺寸显示屏幕价格每年降低 5%，同时预计 2025年全球汽车销量

达到 9400 万辆，则全球车载显示屏市场规模将从 2020 年的 43.4 亿美元，提

升至 2025年的 177.9亿美元，年化复合增速高达 32.6%。 

表 14：全球车载显示器规模及预测 

位置 显示屏类型 2020 年 2021 年 E 2022 年 E 2023 年 E 2024 年 E 2025 年 E 

前排 

（1）中控屏 

渗透率 90.2% 92.0% 94.0% 96.0% 98.0% 100.0% 

平均尺寸（英寸） 9.0  10.4  11.9  13.7  15.7  18.1  

尺寸增速 12.5% 15.0% 15.0% 15.0% 15.0% 15.0% 

ASP（美元） 44.00  55.00  65.00  70.00  80.00  85.00  

（2）液晶仪表屏 

渗透率 27.0% 35.0% 43.0% 50.0% 55.0% 60.0% 

平均尺寸（英寸） 9.0  10.4  11.9  13.3  14.9  16.7  

尺寸增速 12.5% 15.0% 15.0% 12.0% 12.0% 12.0% 

ASP（美元） 44.00  55.00  65.00  70.00  80.00  85.00  

（3）副驾驶娱乐屏 

渗透率 1.1% 2.0% 5.0% 10.0% 15.0% 18.0% 

平均尺寸（英寸） 9.0  10.4  11.9  13.3  14.9  16.7  

尺寸增速 12.5% 15.0% 15.0% 12.0% 12.0% 12.0% 

ASP（美元） 44.00  55.00  65.00  70.00  80.00  85.00  

（4）控制台显示屏 

渗透率 1.1% 2.0% 5.0% 10.0% 15.0% 18.0% 

平均尺寸（英寸） 8.5  9.0  10.0  10.0  10.0  10.0  

尺寸增速 6.3% 5.9% 11.1% 0.0% 0.0% 0.0% 

ASP（美元） 40.00  44.00  50.00  47.50  45.13  42.87  

前排屏幕价值量 

顶配前排屏幕 ASP（非联屏

车，美元） 
172.00  209.00  245.00  257.50  285.13  297.87  

单车前排屏幕价值量（非联

屏车，美元） 
52.49  71.83  94.80  113.95  141.17  159.02  

顶配前排屏幕 ASP（联屏车， 223.60  271.70  318.50  334.75  370.66  3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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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单车前排屏幕价值量（联屏

车，美元） 
66.86  89.12  117.21  138.92  168.65  187.81  

联屏渗透率 29.9% 32.8% 36.8% 41.5% 45.5% 48.5% 

单车前排屏幕平均价值量

（美元） 
56.79  77.50  103.05  124.31  153.67  172.98  

后排 

（5）后排显示屏 

渗透率 1.0% 2.0% 3.0% 4.0% 6.0% 7.0% 

平均尺寸（英寸，2 块） 29.2 29.2 29.2 29.2 29.2 29.2 

ASP（美元） 142.5 135.38 128.61 122.18 116.07 110.26 

单车后排屏幕平均价值量

（美元） 
1.4  2.7  3.9  4.9  7.0  7.7  

后视+侧视

镜 

（6）车内流媒体后视镜 

渗透率 8.0% 10.0% 14.0% 18.0% 22.0% 26.0% 

平均尺寸（英寸） 6.5 6.5 6.5 6.5 6.5 6.5 

ASP（美元） 23.75 22.56 21.43 20.36 19.34 18.38 

（7）车外流媒体侧视镜 

渗透率 3.8% 5.0% 7.0% 9.0% 11.0% 13.0% 

平均尺寸（英寸,2 块） 12 12 12 12 12 12 

ASP（美元） 38 36.1 34.3 32.58 30.95 29.4 

单车后视+侧视镜屏幕平均

价值量（美元） 
3.3  4.1  5.4  6.6  7.7  8.6  

单车价值

量合计 

单车价值量（美元） 61.56 84.27 112.31 135.80 168.30 189.30 

增速  36.9% 33.3% 20.9% 23.9% 12.5% 

全球市场

规模 

全球汽车销量（万辆） 7050 7467 7909 8378 8874 9400 

市场规模（亿美元） 43.40 62.92 88.82 113.77 149.35 177.94 

同比增速  45.0% 41.2% 28.1% 31.3% 19.1% 

数据来源：Omida，HIS，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从车载显示产业链来看，可分为盖板、触控层、显示层三个部分。其中，

触控层主要用于手指触控信号的探测，玻璃盖板用于对触控层的外层保护，显

示层则主要由驱动控制 IC+LCD panel+偏光片+柔性电路板+ LED 背光模组组成。 

表 15：车载显示产业链 

产业链环节 主要厂商 

上游显示

组件 

液晶材料 德国默克（Merck）公司、日本智索（Chisso）公司等 

玻璃基板 康宁、旭硝子、东旭光电、华映科技、华星光电等 

偏光片 日东电工、住友化学、三立化工、LG 化学等 

芯片 联咏科技、奇景光电、格科微电子等 

PCB 臻鼎科技、健鼎科技、欣兴电子、深南电路等 

背光模组 伟时电子、隆利科技等 

中游模组 

显示面板 深天马、京东方、LGD 等 

触控屏 蓝思科技、伯恩光学、长信科技等 

触显模组 长信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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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Tier1

或车厂 

Tier 1 哈曼、大陆、博世、伟世通、均胜电子等 

整车厂 特斯拉、大众、蔚来、奔驰、宝马、奥迪等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在车载显示面板领域，随着国内面板厂商技术逐步成熟以及产能爬坡，目

前国内面板企业在车载显示面板领域已经拥有较大领先优势，其中，深天马全

球市场份额已从 2018 年的 12.4%提升到 2020 的 16.2%，成为全球车载显示面

板龙头企业。此外，京东方在车载面板显示领域也有深度布局，全球市占率为

10.5%，位列全球第五。 

在背光模组领域，背光模组是液晶显示面板的核心组件，近年来随着全球

LCD 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国内背光模组厂商发展较快，但由于全球智能手机

销量的下滑，消费电子领域背光模组逐渐步入存量市场，市场竞争激烈，而车

载显示背光模组技术壁垒相对更高，成为龙头厂商突围的主要方向。全球车载

背光模组厂商主要包括日本企业美蓓亚、日本西铁城、伟志控股（总部位于中

国香港），以及大陆厂商永盛光电科技、京东方光电、伟时电子、隆利科技等。

目前，国内背光模组企业已成功进入海内外品牌新能源汽车厂商供应链，尤其

在下游企业深天马、京东方等面板企业在车载显示领域市场份额不断提升的背

景下，国内背光模组厂商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伟时电子已打入知名

面板企业与海内外品牌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下游客户涵盖 JDI、夏普、深天马、

京瓷、松下、三菱、华星光电、LGD、群创、阿尔派、信利国际等全球知名的

液晶显示器生产商，终端车厂包括奔驰、宝马、奥迪、大众、福特、通用、丰

田、日产、马自达、本田、沃尔沃、奇瑞、吉利、长城等海内外主流车厂。隆

利科技也实现了 Mini-LED 技术在车载显示领域的研发突破，目前已能够小批

量出货。 

在触控显示模组领域，长信科技在车载显示领域布局较早，在车载触控模

组、车载盖板、车载显示模组等关键元器件领域均有布局，尤其在大尺寸车载

触控显示模组市场有显著先发优势。目前，长信科技已经向特斯拉和比亚迪提

供中控屏模组、中控屏液晶显示模组产品，并通过阿尔派、哈曼、夏普、伟世

通和大陆电子向大众、福特、菲亚特、奔驰及本田等下游终端车厂提供后视镜

模组、显示面板、座舱后显及仪表盘模组等。 

在玻璃盖板领域，国内厂商凭借在手机产业链积累的经验优势，已经纷纷

入局车载显示盖板市场。其中，蓝思科技和伯恩光学在消费电子领域拥有绝对

话语权，2019年蓝思科技在玻璃盖板的市占率高达 35%，并开始进军包括汽车

仪表盘、中控、娱乐信息系统触控防护屏、B 柱等车载玻璃盖板市场。长信科

技在立足触控显示模组业务外，自主开发车载显示屏 3D 玻璃盖板，已经进入

日系、欧系、美系、德系以及国内自主品牌车厂的供应链。 

小结：车载显示是汽车智能化的最直观感受，在汽车智能化初期具有较大

提升空间，未来主要受益于汽车智能化下的单车车载显示屏数量提升、单屏大

尺寸化以及高清化，预计 2025 年市场规模将达 177.9 亿美元，年化复合增速

高达 32.6%。目前，国产厂商在车载显示面板、玻璃盖板领域拥有较大领先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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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背光和触控显示模组领域也有布局，建议关注具有领先优势，竞争格局

良好，且已经进入海内外主流车企供应链的龙头公司，如深天马、京东方 A、

长信科技、蓝思科技等。 

5.汽车 PCB：竞争格局分散，行业性机会可期  

PCB 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行业，行业竞争相对比较激烈。目前，中国是全球

PCB 行业最核心市场，2020年国内 PCB产值在全球市场中占比高达 53.83%，但

行业竞争格局较为分散，2020 年大陆地区 PCB 企业数量超过 2000 家。在经过

了 2019 年行业高景气后，2020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 5G 大规模基建速度放缓，

行业景气度持续下行。但自 2021Q3 以来，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快速提升的带

动下，PCB 行业已现回暖趋势。目前，汽车电子是 PCB 第三大应用市场，市场

占比 15%，是 PCB行业下游增长最快的领域。 

图 21：汽车电子在 PCB 下游市场占比 15%（2019）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电动化和智能化催生 PCB行业增量市场，车用 PCB行业未来五年复合增长

率达 12.3%。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的差别主要在动力系统，逆变器、DC-DC、

车载充电机、电源管理系统、电机控制器等设备均需要用到 PCB，催生 PCB 增

量市场。根据产业信息网统计数据，普通汽车单车 PCB用量约 1-1.5平米，豪

华车单车 PCB用量约 2.5-3平米，新能源车单车 PCB用量则高达 5-8平米之间，

新能源汽车单车用 PCB较普通汽车增长 3-8倍。以特斯拉 Model 3为例，其 PCB

总价值量超 2500元，是普通燃油车的 6.25倍。同时，汽车智能化趋势下，也

将带动单车 PCB 需求增加，尤其在智能汽车 ADAS 系统（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中，新增的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等传感器、控制器、安全系统是

车用 PCB 增长的主要领域。目前，特斯拉 Model 3 ADAS 传感器的 PCB 价值量

约 536-1364元，占整车 PCB价值总量的 21.4%-54.6%，汽车智能化也将显著提

升对车用 PCB的需求。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20年全球 PCB市场规模约 652亿美元，其中，

中国 PCB市场规模约 351亿美元，全球占比高达 53.8%。预计到 2025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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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市场规模将达到 433 亿美元，全球市场占比约 57.5%，未来五年复合增长

率为 4.3%。此外，根据前述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及单车 PCB用量数据，2020

年国内汽车 PCB市场规模约 30亿美元，据以测算出 PCB单价约 90.81美元/平

米。假设未来国内 PCB 价格维持维持不变，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600 万辆，即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完成产业规划目标（20%），则可以测算出，至

2025 年，国内汽车 PCB 行业市场规模约 63 亿美元，未来五年行业复合增长率

为 12.3%。 

图 22：中国 PCB 市场规模及全球占比（亿元） 
 

图 23：中国汽车 PCB 市场规模及下游应用占比（亿元）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汽车用 PCB行业竞争格局较为分散，前五大厂商市场占比合计 36.8%，前

十大厂商市场占比合计 58.1%。其中，日本厂商在车用 PCB领域占据强势地位，

全球前三大汽车 PCB 厂商 CMK、旗胜 NOK、Meiko 均为日本企业，市占率合计

24.0%。其次为中国台湾企业敬鹏，市占率约 6.5%，美国 TTM 企业排名第五，

市场占比 6.3%。目前，国产厂商在汽车 PCB市场已经挤进世界前列，但所占市

场份额相对较小，其中，景旺电子、沪电股份、依顿电子、世运电路、超声电

子为国内汽车PCB主要厂商，全球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3.3%、2.8%、2.5%、2.1%、

1.8%，合计市占率约 12.5%。 

图 24：汽车 PCB 市场竞争格局（2019） 

 

数据来源：覆铜板资讯，N.T Information，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强分散竞争格局下，预计汽车 PCB行业未来仍将以行业性机会为主，建议

关注车用 PCB业务占比高、深度绑定主力车厂的龙头厂商。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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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提升背景下，国内企业已纷纷加码布局汽车 PCB市场，业务收入占比逐步

提升，未来汽车 PCB 业务占比高的企业具有较强关注价值。目前，景旺电子、

沪电股份、依顿电子汽车 PCB业务占比已达 22%、25.39%、40%，依顿电子汽车

PCB 业务占比最高。此外，世运电路在汽车 PCB 板领域布局较早，是特斯拉全

球主力 PCB 供应商，已经批量供货特斯拉主力车型，为后续切入新能源汽车市

场奠定了基础。 

表 16：主要国产厂商汽车 PCB 业务布局 

国产厂商 汽车 PCB 业务布局 

景旺电子 

景旺电子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少数产品类型覆盖刚性电路板、柔性

电路板和金属基电路板等多品类、多样化产品的厂商，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择与

一站式服务。景旺电子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70.6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21

亿元。公司目前下游客户中汽车电子行业占比 22%-23%,通信行业占比 30%，消费电子占比 30%，工

控医疗占比 14%-15%。下游汽车客户涵盖电装、博世、法雷奥、安波福、海拉、丰田等，并于 2020

年耗资 17.80 亿投向年产 120万 m2 汽车多层印刷电路板项目。 

沪电股份 

沪电股份主导产品为 14-38 层企业通讯市场板、中高阶汽车板，同时涵盖办公及工业设备板、半

导体芯片测试板等，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74.60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 13.43 亿元。其中，企业通讯市场板和汽车板营收占比分别为 72.86%、17.82%，2021年上半

年，公司汽车 PCB 业务快速发展，营收占比已提升至 25.39%。目前，公司已成功开发 BSG控制板、

ADAS 主控板、车载能源板等，下游汽车客户涵盖大陆、博世等，并在持续扩充汽车板专线及高阶

汽车用 HDI 板产品的产能。 

依顿电子 

依顿电子的主营业务为高精度、高密度双层及多层印刷线路板的制造和销售，产品覆盖双面板、

四层板、六层板、八层及以上板，下游应用包括汽车电子、通讯设备、消费电子、计算机、医疗、

工控等。公司 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5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24 亿

元。其中，公司汽车电子产品营收占比 40%，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车用 PCB 业务占比最高的

企业。目前，公司拥有高安全性精密汽车线路板生产技术，下游汽车客户涵盖法雷奥、德尔福、

大陆、博世等。 

世运电路 

世运电路产品主要包括高多层硬板、高精密互连 HDI、软板（FPC）、软硬结合板（含 HDI）和金

属基板，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高端消费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工业控制、通信及医疗设备

等领域。公司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25.3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3.04 亿

元。公司在汽车 PCB 领域布局较早，是公司最重要的业务支撑，目前，公司已成为全球汽车用 PCB

的重要供应商，并于 2019 年和 2020 年相继通过了全球前十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二的现代摩比

斯（Hyundai Mobis）和电装（Denso）的认证并实现批量供货。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全球新能源

汽车龙头厂商特斯拉是公司最大的汽车终端客户，除此之外，公司下游汽车客户已覆盖电装、安

波福、万都、安费诺、丰田、松下、摩比斯等。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小结：PCB 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行业，主要受益于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但

行业竞争格局较为分散，预计未来仍将以行业性机会为主，建议关注车用 PCB

业务占比高、深度绑定主力车厂的龙头厂商，如景旺电子、沪电股份、依顿电

子、世运电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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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智能语音：行业空间尚小，国产厂商已占据领先
优势 

车载语音交互主要用在智能座舱中，是汽车智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人与车重要的交流媒介。在汽车智能化趋势下，车载语音交互主要有两大发展

趋势，一是车载语音渗透率持续提升。根据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数据，我国前

装车载语音交互功能的渗透率已从 2019年的 49.82%上升至 2020 年的 63.25%；

二是单车麦克风数量持续提升。车内语音交互主要面临外界声音嘈杂，识别率

较低的问题，为提升语音识别精度，需要提升单车麦克风数量，以消除回声、

降噪及完成人声分离。根据 HIS数据，在多麦克风趋势下，座舱内单车麦克风

数量有望从从 2020年的 2.2个增长至 2025年的 4个，2025年多麦克风阵列的

渗透率有望超过 57%。 

图 25：2025 年汽车单车麦克风数量有望提升至 4 个 
 

图 26：2025 年多麦克风阵列渗透率有望超过 57% 

  

数据来源：HIS，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HIS，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MEMS 麦克风凭借良好的降噪效果，有望成为车用麦克风主流，未来五年复

合增长率将达 10.5%。目前，传统的 ECM（驻极体电容器）麦克风已有几十年

的历史，技术较为成熟，价格也比较便宜，但缺点是噪声问题严重，而 MEMS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微机电系统）麦克风是在芯片上集成

数模转换器，并形成数字输出，能够在不同温度下实现性能的稳定，且因为采

用的是数字信号传输，降噪效果显著，已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助听器和汽车等终端产品中。目前，MEMS麦克风最主要的应用仍在消费电子领

域，市场占比超过 90%，但随着汽车智能座舱对语音交互的较高要求，智能汽

车有望成为 MEMS麦克风最主要的增量市场。根据 Yole Development数据，2017

年，单部手机 MEMS麦克风数量达到最高 5颗，而未来每辆汽车 MEMS麦克风实

际需求数量将超过 8 个，随着智能汽车渗透率提升，车用 MEMS 麦克风需求量

也将迎来高速增长。 

从市场规模方面看，随着车载语音渗透率和单车麦克风需求量的提升，国

内前装车载语音市场规模有望从 2019年的 14.8亿美元提升至 2025年近 30亿

美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达 9%。其中，MEMS 麦克风因拥有较好的降噪和稳

定性，未来将成为智能车载语音的主流。根据 Yole Development 数据，预计

全球 MEMS 市场规模将从 2019 年的 115 亿美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17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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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增长率达到 7.4%。其中，汽车用 MEMS 市场有望在 2025 年达到 26 亿美元

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为 10.5%。 

图 27：2025 年国内前装车载语音市场规模近 30 亿美元 
 

图 28：MEMS 主要细分市场规模及增速（亿美元） 

  

数据来源：ICVTank，电子发烧友网，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Yole，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全球 MEMS 麦克风市场双寡头格局已经形成，歌尔股份和瑞声科技位列前

三。从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国内企业凭借在智能手机、无线耳机等消费电子领

域积累的经验优势，在车载麦克风领域已占有较大优势。目前，楼氏电子是全

球 MEMS 麦克风龙头企业，市场占比为 36%，国产厂商歌尔股份和瑞声科技紧跟

其后，全球市占率分别为 31%、10%。目前，由于车载 MEMS声学市场规模尚小，

国产厂商车载 MEMS 麦克风业务占比尚小，但汽车智能化下，歌尔股份和瑞声

科技已开始大力拓展车载领域，未来有望受益于智能座舱渗透率的快速提升。 

表 17：主要国产厂商车载 MEMS 麦克风业务布局 

国产主要厂商 公司车载 MEMS 麦克风业务布局 

歌尔股份 

歌尔股份以声学起家，声学产品主要包括 MEMS 传感器、微型麦克风、微型扬声器/受话器等，是

全球声学龙头企业。2007 年，歌尔成为传统 ECM 麦克风全球细分行业第一名，并长期保持市占率

第一。在 MEMS 麦克风领域，公司已具备“芯片+器件+模组+系统+封装”的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

全球市场份达 31%，仅次于楼氏电子。目前，公司微型麦克风、扬声器等产品已经应用于汽车电子

领域，但目前出货量整体占比仍小。2021 年 4 月，公司宣布与全球高端 HiFi 音响品牌丹拿合作，

双方将加大在汽车音响领域的投入，公司在汽车领域的布局也在不断深入。 

瑞声科技 

瑞声科技是全球第三大 MEMS 麦克风生产厂商，市占率达 10%左右，仅次于楼氏电子和歌尔股份。

瑞声科技 MEMS 麦克风下游主要在消费电子领域，苹果是公司最主要客户，合作关系稳定。2021

年，公司正式开始向智能汽车领域推进，目前公司 MEMS 麦克风已成功进入车载市场，实现对头部

汽车企业的供货，是知名新能源汽车品牌的 MEMS 麦克风供应商，并积极与多家一级汽车供货商及

国内的造车新势力接触，公司麦克风产品有望在汽车领域逐步放量。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小结：车载语音主要用于智能汽车中的人车交互，未来主要受益于行业渗

透率提升和单车配置数量提升。车载麦克风行业技术相对成熟，国内企业歌尔

股份和瑞声科技凭借在智能手机、无线耳机等消费电子领域积累的经验优势，

在车载麦克风领域市占率合计超过 40%，未来有望受益于智能座舱渗透率的快

速提升，建议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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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车载 HUD：乘自主品牌汽车搭载放量东风，国产
市场份额快速提升  

HUD 主要用于降低事故发生频率，W-HUD 是当前主流方案。HUD（Head Up 

Display，抬头显示）即平视显示系统，最初主要应用在军用飞机上，飞行员

不需要低头就能够看到所需要的重要信息，使驾驶员保持平视状态，避免因低

头查看仪表数据而导致注意力的中断。目前，智能汽车已经逐渐开始安装 HUD

系统，以降低事故发生的频率，保证行车安全。HUD 目前包括 C-HUD（集合型

抬头显示系统）、W-HUD（挡风玻璃型抬头显示系统）和 AR-HUD（增强现实型抬

头显示系统），其中，C-HUD 要借助于一块外置的半透明树脂玻璃作为投影成

像的载体，以后装市场为主，优点是安装便利，并且价格较低，但是成像区域

较小、显示内容有限，易产生视觉疲劳，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W-HUD和 AR-HUD

都是以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作为投影成像的载体，目前 W-HUD是主流方案，2021H1

在国内市场 HUD 中占比高达 91%，在中高端车型中应用较广，中低端车型也在

逐步渗透。AR-HUD 将挡风玻璃信息显示与 ADAS 功能深度结合，能够将行车信

息与实际场景结合，直观感更强，安全性更好，但成本也比较高、对软件运算

能力有要求，目前仍处于量产初期阶段，2020 年奔驰 S 级轿车和大众 ID 系列

纯电动车已经率先实现量产搭载 AR-HUD，国产品牌长城、吉利、红旗等也在稳

步推进，未来有望成为 HUD主流。 

HUD 渗透率尚处低位，有望乘国产品牌汽车智能化东风。HUD 是汽车智能

化趋势之一，在驾驶员信息读取方面有突出优势，有强烈的市场需求，但目前

行业渗透率仅 8.7%，还处在比较低的位置，且从产业方面看，高端车型是目前

配置助力。根据汽车之家数据，总价 50 万元以上的高端车型占搭载 HUD 全部

车型的 44%，其中，宝马、奔驰、奥迪 HUD搭载率合计占到所有品牌的 36.9%。

另一方面，国产自主品牌走差异化路径，在汽车智能化方面敢于先行。目前，

长城、吉利、红旗等自主品牌 HUD 搭载量已于 2020 年以来开始明显加速，其

中长城旗下哈弗系列的三款车型（H5、大狗、初恋）均位于国内 HUD搭载车型

市场份额排名前十，合计占比约 11%，其次红旗 HS5 占比 10%，国产自主品牌

汽车 HUD渗透率的提升将是短期国内 HUD行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图 29：W-HUD 市场份额占比已近 91% 
 

图 30：2019-2021H1 国内 HUD搭载量快速提升 

  
数据来源：高工汽车，汽车之家，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高工汽车，汽车之家，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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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D 推广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技术不够成熟以及价格高企，但未来随着技

术的持续突破和价格的下降，行业渗透率有望快速提升。技术方面，HUD 技术

难点正在被逐个突破，如适配 HUD 的前挡风玻璃板与核心投影技术在近几年都

已取得一定突破。价格方面，根据佐思产研数据，W-HUD的平均价格已由 2016

年的 265美元下降至 2020年的 245 美元，C-HUD的均价也由 2016 年的 50美元

下降至 2020年的 38美元，产品价格的下降将有助于行业渗透率的提升。根据

ICVTank、前瞻产业研究院和亿欧智库数据，至 2025年，国内 HUD 渗透率有望

提升至 30%左右，市场规模也将由 2020年的 26.2亿元提升至 2025年的 100.8

亿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达 30.9%。 

图 31：HUD 渗透率将保持快速提升 
 

图 32：国内 HUD 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ICVTank，前瞻产业研究院，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ICVTank，前瞻产业研究院，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从市场竞争格局来看，目前国内 HUD市场仍以国外厂商为主导，但国产厂

商受益于自主品牌 HUD搭载放量，市场份额快速提升。海外巨头凭借在车厂的

资源优势，起步较早，技术也相对较为成熟，占据前装市场绝大部分合资品牌

整车厂订单，尤其日本企业实力较强，日本精机和日本电装两家厂商占据国内

HUD 市场 50%以上份额，其次德国大陆集团、美国伟世通分别占据 26.97%、2.97%

的市场份额。国产 HUD厂商起步较晚，在高端车企中资源不足，但凭借成本控

制能力和本土资源优势，在国产自主品牌车企中占有一席之地。2020 年以来，

随着长城、红旗、吉利等 HUD搭载放量，国产 HUD厂商市场份额快速提升。根

据高工智能汽车数据，2019年日本电装、日本精机和大陆集团三大龙头厂商占

据中国高达 90.16%的市场份额，但 2020年已下降至 80.36%，2021 年上半年进

一步下降至 68.05%。其中，华阳集团下游核心客户为长城汽车，已实现向长城

汽车稳定供货，受益于长城哈弗系列车型 HUD搭载放量，华阳集团 HUD国内市

占率已由 2020年的 2.39%提升至 2021H1的 14.44%。此外，江苏泽景与吉利汽

车，台湾怡利与一汽红旗也均建立了稳定的供货关系，在国内市场份额占比分

别为 3.6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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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国内自主及合资品牌汽车搭载 HUD 市场竞争格局 
 

图 34：HUD 主要制造商下游客户情况 

  
数据来源：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从产业链方面看， HUD上游零部件主要包括成像、投影、挡风玻璃及 PCB

等，市场价值量占比分别为 50%、20%、10%、20%。其中，成像部分价值量占比

最高，是 HUD的关键零部件。目前，HUD成像部件 PGU（图像生成单元）有 TFT-LCD、

DLP、MEMS 激光扫描、LCOS 方案（比较小众）四大技术路线，其中，TFT-LCD

技术成熟度最高，成本也比较低，是当前 HUD成像主流方案，但由于日企布局

较早，且具有下游整机客户资源优势，目前日本 JDI 和京瓷市占率超过 80%，

而国内京东方和深天马等已经开始布局，未来有望逐步实现突破。DLP 技术路

线成本较高，主要应用于高端车型，目前市场基本被德州仪器垄断，国产厂商

中广景视睿、水晶光电有所布局。MEMS激光扫描技术是将图像直接生成在挡风

玻璃上，而不是 PGU里，所以技术难度和发热量比较大，成本也比较高，但分

辨率高，结构简单，未来有望在 L3 级以上自动驾驶汽车中应用，目前日本企

业在 MEMS 激光扫描技术领域均有所布局，国产厂商上海丰宝电子、浙江视境

传感也开始进入，未来有待技术成熟落地。 

在光学领域，国内企业有明显比较优势。其中，全息光波导技术结构简单，

在挡风玻璃上安装全息膜即可实现投影，在 TFT-LCD、DLP 方案都可以使用，

未来有望成为 AR-HUD 光学显示的主流技术。目前，国内厂商水晶光电 PGU（DLP

技术路径显示模组）、W-HUD 以及 AR-HUD 产品已通过国内高端汽车品牌的产品

认证。舜宇光学作为 HUD光学方案提供商，已成功实现产品量产，并实现向国

内新能源汽车和领先的独立品牌汽车提供产品供应。 

表 18：HUD 产业链情况 

产业链环节 细分行业 主要厂商 

上游零部件 

影像源 

LED 光源 OSRAM、Stanley Electric 

芯片 Texas Instrument、EPSON 

投影设备 Texas Instrument、深天马 A、京东方 A、水晶光电、丰宝电子 

光学镜面 
自由曲面镜 舜宇光学、福建富兰、苏州亮宇 

光波导 灵犀激光、WaveOptics 

其他组件 
前挡风玻璃 福耀玻璃、NSG、Saint-Gobain、AGC 

配套软件 百度、高德地图、Google 

HUD 整机制造商 国外厂商 日本精机、大陆集团、美国伟世通、Alps Electric、博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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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厂商 江苏泽景、华阳集团、台湾怡利、未来黑科技等 

数据来源：彭博资讯，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小结：HUD 是汽车智能化趋势之一，在降低事故发生率方面有明显优势，

市场需求旺盛。目前国内 HUD市场仍以国外厂商为主导，国产厂商凭借成本控

制能力和本土资源优势，在国产自主品牌车企中占有一席之地。目前随着长城、

红旗、吉利等 HUD搭载放量，国产 HUD厂商乘国产品牌汽车智能化东风，市场

份额快速提升，建议关注已经进入国产自主品牌汽车厂商供应链的 HUD整机厂

商华阳集团，以及在光学显示领域拥有比较优势的舜宇光学、水晶光电等。 

8.投资建议 

汽车智能化作为汽车主线的延伸，缺芯局面自 10月起已经开始逐步缓解，

伴随汽车销量边际回暖，2022年有望成为智能汽车落地大年，汽车电子是智能

汽车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将深度受益汽车智能化渗透率的快速提升。

建议关注两大方向： 

一是，在智能汽车中占据关键位置，为智能汽车“大脑”和“眼睛”的芯

片和传感器领域，建议关注拥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如舜宇光学、韦尔股

份、斯达半导，以及具备国产替代能力的龙头公司，如四维图新、时代电气、

炬光科技、德赛西威、华阳集团等； 

二是，受益于智能汽车渗透率提升所带来的单车数量需求和性能提升的领

域，建议关注拥有全球比较优势，已经进入到主流车厂产业链的细分领域龙头

公司，如深天马 A、京东方 A、长信科技、蓝思科技、依顿电子、世运电路、

歌尔股份、联创电子、水晶光电等。 

9.风险提示 

智能汽车渗透率不及预期；技术研发不及预期；中美科技争端加剧；汽车

芯片紧缺加剧；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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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相关标的汇总表（市值、股价对应日期：2022 年 01月 09 日）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市值 收盘价 EPS PE 

评级 
（亿元） （元） 2021E 2022E 2023E 2021E 2022E 2023E 

603501.SH 韦尔股份 2715.74  310.42  5.26  6.88  8.77  59.05  45.09  35.40  推荐 

603290.SH 斯达半导 635.66  372.59  2.07  3.03  4.16  180.25  123.00  89.59  推荐 

002405.SZ 四维图新 381.59  16.07  0.02  0.11  0.21  733.79  142.09  77.60  推荐 

688187.SH 时代电气 1055.10  74.50  1.58  1.89  2.23  47.06  39.32  33.39  推荐 

688167.SH 炬光科技 183.52  204.00  0.71  1.27  2.24  285.39  160.58  90.89  推荐 

002920.SZ 德赛西威 737.96  132.90  1.37  1.89  2.46  96.80  70.26  54.09  推荐 

002906.SZ 华阳集团 254.73  53.65  0.63  0.90  1.17  85.21  59.54  45.98  推荐 

000050.SZ 深天马 A 325.65  13.25  0.87  1.06  1.34  15.16  12.46  9.92  推荐 

000725.SZ 京东方 A 1953.04  5.08  0.62  0.68  0.78  8.14  7.45  6.53  推荐 

300088.SZ 长信科技 346.13  14.10  0.45  0.57  0.71  31.43  24.59  19.78  推荐 

300433.SZ 蓝思科技 1167.77  23.48  1.10  1.48  1.82  21.37  15.89  12.91  推荐 

603328.SH 依顿电子 80.47  8.06  0.16  0.38  0.55  50.56  21.15  14.55  推荐 

603920.SH 世运电路 115.71  21.74  0.46  0.86  1.31  47.43  25.36  16.57  推荐 

002241.SZ 歌尔股份 1945.94  56.96  1.29  1.74  2.22  44.32  32.75  25.68  推荐 

002273.SZ 水晶光电 254.49  18.30  0.40  0.49  0.61  45.68  37.01  29.81  推荐 

数据来源：Wind，国融证券研究与战略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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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投资评级：以报告日后的 6-12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

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以报告日后的 6-12 个月内，行业相对于市场

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 

强烈推荐（Buy）：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推荐（Outperform）：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Neutral）：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谨慎（Underperform）：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看好（Overweight）：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Neutral）：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Underweight）：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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