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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V 高压快充时代开启 
——汽车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 800V 高压快充时代开启 

充电慢、充电难制约着电动车的发展。高电压平台技术和与之配套的超级充电桩

是目前最被看好的解决方案之一。2019 年，保时捷发布全球首款 800V 高压平台

车型 Taycan。目前国内大部分整车厂已进行了 800V 高压平台布局，相关新车将

在 2022 年之后陆续上市。超级充电桩的部署也在有序推进。 

电压平台的升高，意味着核心三电系统以及空调压缩机、DCDC、OBC 等部件都

需要重新选型。过高的充电电压或电流将导致电池电极材料和电解液的稳定性降

低，引起电池副反应增加，并在负极表面出现析锂现象。电压的提高也会对绝缘能

力、耐压等级以及爬电距离提出更高要求，将对电气部件的设计和成本带来影响。 

400V 升级到 800V 受益环节主要是电池材料升级和零部件升级。材料升级主要是

负极、碳纳米管、新型锂盐 LiFSI，推荐杉杉股份、璞泰来、天赐材料等。零部件

升级的核心是电驱，而碳化硅的使用是电驱升级方向上最大的增量，建议关注碳

化硅相关产业链个股，如三安光电、斯达半导、天岳先进、时代电气、士兰微、比

亚迪半导体等，除此之外，电机电控（汇川技术、大洋电机、英博尔）、OBC+DCDC

（欣锐科技、通合科技）、连接器及线束（瑞可达、中航光电、永贵电器、合兴股

份）、电容（法拉电子）等方面个股也将充分受益。 

市场回顾：  

截至 8 月 5 日收盘，汽车板块-4.4%，沪深 300 指数-0.3%，汽车板块跌幅高于沪

深 300 指数 4.1 个百分点。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跌幅在申万 31 个板

块中位列第 29 位，表现不佳。年初至今汽车板块-2.7%，在申万 31 个板块中位列

第 2 位。 

 子板块周涨跌幅表现：绝大部分板块出现下跌，电动乘用车（1.3%）为唯一

上涨板块，其他汽车零部件（-7.8%）、汽车电子电气系统（-6.5%）和其他运

输设备（-6.3%）跌幅居前。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表现：下跌板块数量大于上涨板块数量，电动乘用车

（21.1%）、其他运输设备（9.1%）和其他汽车零部件（5.2%）出现上涨，

汽车综合服务（-21.6%）、车身附件及饰件（-10.7%）和汽车电子电气系统

（-9%）跌幅居前。 

 涨跌幅前五名：晋拓股份、日盈电子、神通科技、金麒麟、常青股份。 

 涨跌幅后五名：襄阳轴承、春兴精工、祥鑫科技、今飞凯达、东箭科技。 

本周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 

汽车板块应关注低估值的整车和零部件龙头企业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新能源

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因此我们建议关注：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先

发优势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长城汽车、广汽集团、理想汽车、小鹏汽车等；业

绩稳定的低估值零部件龙头，如华域汽车、均胜电子、福耀玻璃等；电动化和智能

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如华阳集团、德赛西威、瑞可达、科博达、伯特利等；国

产替代概念受益股，如菱电电控、三花智控、星宇股份、上声电子、中鼎股份等；

强势整车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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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推荐组合：比亚迪 20%、德赛西威 20%、三花智控 20%、华域汽车 20%和

拓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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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V 高压快充时代开启 

随着续航超过 1000km 的车型陆续亮相，电动车里程焦虑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

解，但充电慢、充电难依旧制约着电动车的发展。高电压平台技术和与之配套的超

级充电桩是目前最被看好的解决方案之一。 

受限于硅基 IGBT 功率元器件的耐压能力，目前电动车高压系统普遍采用 400V 电

压平台。基于该电压平台的充电桩中，充电功率最大的是特斯拉第三代超级充电桩，

达到了 250kW，工作电流的峰值接近 600A。如果想要进一步提高充电功率、缩短

充电时间，就需要将电压平台从 400V 提升到 800V、1000V 甚至更高的水平，来

实现高压系统的扩容，实现 350KW 以上的快充。而且在充电功率相同的情况下，

800V 高压快充架构下的高压线束直径更小，相应成本更低，电池的散热更少，热

管理的难度相对也低一些，整体电池成本更优。 

2019 年，出于对充电速度和持续性能的追求，保时捷发布全球首款 800V 高压平

台车型 Taycan，可实现 23 分钟内把动力电池从 5%充至 80%。由于空调压缩机、

充电桩等部件电压限制，Taycan 具备 4 个电压平台，包括 800V（动力电池）、

400V、48V 和 12V（LFP 电池）。保时捷为仅支持 400V 的空调压缩机配备了一个

800V 转 400V 的转化器用于供电，并额外搭载一台直流车载充电泵，将 400V 的充

电桩输出电压升压至 800V 后再对电池进行充电。 

图1：保时捷 Taycan 高压架构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鉴于 800V 高压平台可有效解决补能焦虑，目前国内大部分整车厂已进行了相关布

局。2021 年比亚迪、吉利、长城、小鹏、零跑等相继发布了 800V 高压技术的布局

规划，理想、蔚来等车企也在积极筹备相关技术。从量产时间看，各大车企基于 8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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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技术方案的新车将在 2022 年之后陆续上市。 

表1：国内部分车企高压平台量产规划 

车企 电压 功率 电流 续航 量产时间 

长城沙龙 800V 400KW 600A 充电 10 分钟，续航 400 公里 机甲龙限量版将在 2022 年交付 

比亚迪 800V 228KW --- 充电 5 分钟，续航 150 公里 ocean-x 预计 2022 年发布 

东风岚图 800V 360KW 600A 充电 10 分钟，续航 400 公里 --- 

广汽埃安 1000V 480KW 600A 充电 5 分钟，续航 200 公里 率先搭载在 AION V 车型上 

吉利极氪 800V 360KW --- 充电 5 分钟，续航 120 公里 --- 

北汽极狐 800V --- --- 充电 10 分钟，续航 196 公里 阿尔法 S HI 版已上市 

小鹏 800V 480KW 670A 充电 5 分钟，续航 200 公里 G9 将于 2022 年 Q3 上市 

理想 850V 480KW --- --- 2023 年上市 

蔚来 800V --- --- --- 2024 年上市 

零跑 800V 400KW --- 充电 5 分钟，续航 200 公里 2024 年 Q4 上市 

资料来源：佐思汽研，申港证券研究所 

搭载 800V 高压平台的车在现有普通的充电桩充电，充电速度达不到预期，无法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快充。目前超级充电桩的部署也在有序推进。而整车厂除了与

运营商合作部署充电网络外，也在积极自建充电网络。无论自建还是合作运营，高

压都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表2：国内部分车企超冲桩部署情况 

车企 功率 高压值 充电桩部署 

吉利 240-360KW --- 2021 年极能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宁波、西安、长沙、武汉、

成都布局自建充电网络 

广汽 480-600KW 1000V 到 2025 年，广汽埃安计划建成超级充电站 2000 站，覆盖 300 个城市 

北汽 180-360KW --- 2021 年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投资建设 24 座专属超充站和 16

座目的地站、84 座认证站、267 座推优站 

小鹏 480KW 800V 截至 2021 年 10 月，小鹏品牌超充站上线 439 座，覆盖 121 个城市 

理想 480KW 850V 2025 年计划在全国建成超过 3000 个超充站 

资料来源：佐思汽研，申港证券研究所 

电压平台的升高，相应采用的元器件及相关材料的耐压等级都需要提升至 800V 以

上，意味着核心三电系统以及空调压缩机、DCDC 直流变压器、OBC 车载充电机

等部件都需要重新选型。对于电池包而言，调整电芯串并联的数量就能对电压进行

适配，但难点在于如何保证高电压、大电流情况下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过高的充

电电压或电流将导致电池电极材料和电解液的稳定性降低，引起电池副反应增加，

并在负极表面出现析锂现象。在电驱动系统方面，电压的提高会对绝缘能力、耐压

等级以及爬电距离提出更高的要求，将对电气部件的设计和成本带来影响，碳化硅

材料凭借耐压性好、稳定性好、频率优于硅基 IGBT、体积小等优点，受到行业的广

泛关注。 

 目前主流的动力电池包，已经能够支持 2C 充电倍率，通过电解液添加剂、各向

同性石墨、石墨烯等材料的使用，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电池材料的电导率，改善

高电压下三元材料的稳定性。但这些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副反应的发生，如

果想要实现 4C 甚至 6C 充电倍率的超快充，还需要在电池材料、高控制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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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 等方面实现突破。 

 碳化硅主要应用在车载电源和电机控制器领域。虽然目前 SiC 器件价格较高，大

范围应用会使单车成本有所上涨，但使用 SiC 器件可以增加续航里程，并降低电

池成本，与 SiC 器件带来的成本上涨抵消之后，单车成本有所下降。而且从长期

看，SiC 器件的价格将逐渐下探，国内部分厂商已经成功布局 SiC 器件领域，国

内厂商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国产化替代。 

400V 升级到 800V 受益环节主要是电池材料升级和零部件升级。材料升级主要是

负极、碳纳米管、新型锂盐 LiFSI，推荐杉杉股份、璞泰来、天赐材料等。零部件

升级的核心是电驱，而碳化硅的使用是电驱升级方向上最大的增量，建议关注碳化

硅相关产业链个股，如三安光电、斯达半导、天岳先进、时代电气、士兰微、比亚

迪半导体等，除此之外，电机电控（汇川技术、大洋电机、英博尔）、OBC+DCDC

（欣锐科技、通合科技）、连接器及线束（瑞可达、中航光电、永贵电器、合兴股

份）、电容（法拉电子）等方面个股也将充分受益。 

2. 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 

总体来看，汽车行业随着疫情防控向好发展的趋势和各项刺激政策的加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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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汽车行业目前

整体情况，建议关注低估值的整车和零部件龙头企业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新能

源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 

 长期看好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先发优势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长城汽车、广汽集

团、理想汽车、小鹏汽车等； 

 业绩稳定的低估值零部件龙头，如华域汽车、均胜电子、福耀玻璃等； 

 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如华阳集团、德赛西威、瑞可达、科博达、

伯特利等； 

 “国内大循环”带来的国产替代机会，如菱电电控、三花智控、星宇股份、上声

电子、中鼎股份等； 

 强势整车企业（特斯拉、大众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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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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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 20% 

德赛西威 20% 

三花智控 20% 

华域汽车 20% 

拓普集团 20%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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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回顾 

3.1 板块总体涨跌 

板块涨跌：截至 8 月 5 日收盘，汽车板块-4.4%，沪深 300 指数-0.3%，汽车板块

跌幅高于沪深 300 指数 4.1 个百分点。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跌幅在申

万 31 个板块中位列第 29 位，表现不佳。年初至今汽车板块-2.7%，在申万 31 个

板块中位列第 2 位。 

图2：各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3：各板块年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2 子板块涨跌及估值情况 

子版块涨跌： 

 子板块周涨跌幅表现：绝大部分板块出现下跌，电动乘用车（1.3%）为唯一上涨

板块，其他汽车零部件（-7.8%）、汽车电子电气系统（-6.5%）和其他运输设备

（-6.3%）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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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表现：下跌板块数量大于上涨板块数量，电动乘用车

（21.1%）、其他运输设备（9.1%）和其他汽车零部件（5.2%）出现上涨，汽车

综合服务（-21.6%）、车身附件及饰件（-10.7%）和汽车电子电气系统（-9%）

跌幅居前。 

图4：子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图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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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值情况：从估值来看，汽车行业估值水平自疫情以来持续处于高位，本周估值有

所回调。 

 PE-TTM 估值：申万汽车行业整体PE-TTM 为 37.36 倍，10 年历史分位 99.61%。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处于高位。 

 PB 估值：申万汽车行业整体 PB 为 2.65 倍，10 年历史分位 88.77%。乘用车处

于高位，汽车服务处于低位。 

图6：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E-TTM)  图7：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B)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表4：PE-TTM、PB 当周估值及十年历史分位 

  PE PE-TTM 近 10 年

历史分位 

PB PB 近 10 年历史分

位 

 汽车 37.36 99.61% 2.65 88.77% 

子版块 乘用车 40.62 97.46% 3.37 95.12% 

商用车 55.6 98.83% 1.79 51.37% 

汽车零部件 34.68 95.7% 2.48 60.25% 

汽车服务 22.32 30.47% 1.2 11.91% 

摩托车及其他 44.02 41.8% 3.07 35.16%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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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当周个股涨跌 

当周个股涨跌： 

 涨跌幅前五名：晋拓股份、日盈电子、神通科技、金麒麟、常青股份。 

 涨跌幅后五名：襄阳轴承、春兴精工、祥鑫科技、今飞凯达、东箭科技。 

图8：本周行业涨跌幅前十名公司  图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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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业重点数据 

4.1 产销存数据 

4.1.1 乘联会周度数据 

零售：7 月 25-31 日，乘用车零售 61.3 万辆，同比增长 14%，环比上周增长 44%，

较上月同期下降 21%，表现持续走强。 

表5：乘用车主要厂家 7 月周度日均零售数（单位：辆）和同比增速 

 1-10 日 11-17 日 18-24 日 25-31 日 1-24 日 全月 

20 年 34189 44797 46043 88832 40740 51600 

21 年 34129 41197 48657 76884 40428 48660 

22 年 39589 47909 60653 87501 48159 57043 

22 年同比 16% 16% 25% 14% 19% 17% 

环比 6 月同期 -6% -15% -9% -21% -10% -9%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批发：7 月 25-31 日，乘用车批发 87.8 万辆，同比增长 53%，环比上周增长 85%，

较上月同期下降 11%，表现明显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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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乘用车主要厂家 7 月周度日均批发数（单位：辆）和同比增速 

 1-10 日 11-17 日 18-24 日 25-31 日 1-24 日 全月 

20 年 39183 44763 47539 86240 43248 52956 

21 年 35184 38185 45905 82163 39186 48891 

22 年 40879 51400 67597 125370 51740 68366 

22 年同比 16% 35% 47% 53% 32% 40% 

环比 6 月同期 -1% -12% -10% -11% -8% -3%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4.1.2 汽车产销存数据 

汽车整车： 

 总体产销：当月同比快速增长。6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9.9 万辆和 250.2 万

辆，环比分别增长 29.7%和 34.4%，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3.8%。1~6 月，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1.7 万辆和 1205.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7%和 6.6%。 

 库存情况：较 5月有所好转，进入景气区间。6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36，

环比下降 20.9%，同比下降 8.1%，库存水平位于警戒线以下，进入合理范围内。

同期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49.5%，环比下降 7.3pct，同比下降 6.6pct，库存预

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下。得益于国家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包括财政补贴、减征购

置税、放宽汽车限购等在内的系列促进汽车消费的相关政策，汽车流通行业进入

景气区间。 

 出口情况：汽车出口连创历史新高。6 月，汽车整车出口 24.9 万辆，环比增长

1.8%，同比增长 57.4%。1~6 月，汽车整车出口 121.8 万辆，同比增长 47.1%。

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 94.5 万辆，同比增长 49.7%；商用车出口 27.4 万辆，同

比增长 38.8%。新能源汽车出口 20.2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 

乘用车：产销受政策促进效应明显。6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23.9 万辆和 222.2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31.6%和 36.9%，同比分别增长 43.6%和 41.2%。1~6 月，乘

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043.4 万辆和 1035.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0%和 3.4%。 

商用车：需求透支，表现依然低迷。6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 万辆和 28.1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5.7%和 17.4%，同比分别下降 33.2%和 37.4%。1~6 月，商

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68.3 万辆和 170.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8.5%和 41.2%。 

新能源车：供给改善带来市场火爆。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9 万辆和 5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33.4%和 129.2%，当月市场渗透率为 23.8%。1-6 月，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6.1 万辆和 260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8.2%和 115%，市

场渗透率为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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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月度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图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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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2：经销商库存系数及预警指数  图13：国内汽车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流通协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4：乘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图15：乘用车细分车型当月销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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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商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图17：新能源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4.2 汽车主要原材料价格 

成本端方面，8 月汽车主要生产原材料钢、铝、阴极铜、天然橡胶价格均环比下行。 

图18：钢铁价格及同比变化  图19：铝价格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0：铜及同比变化  图21：天然橡胶价格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5. 行业动态 

5.1 行业要闻 

三部门：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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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其中提到，围绕电器电子、汽车等产品，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三部门：2030 年新增新能源交通工具占 40% 

8 月 1 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中明确，要加大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产品供给。《方案》明确，到 2030 年，当

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到 40%左右，乘用车和商用车新车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分别比 2020 年下降 25%和 20%以上。未来要大力推广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新，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度；提高城市公交、

出租汽车、邮政快递、环卫、城市物流配送等领域新能源汽车比例，提升新能源汽

车个人消费比例；开展电动重卡、氢燃料汽车研发及示范应用。 

工信部:上半年我国 L2 级辅助驾驶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 30% 

8 月 1 日，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郭守刚在第九届国际智能网联技术年会上表

示，今年上半年我国 L2 级辅助驾驶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 30%。目前，全国已

开放道路测试里程超 5000 公里，发放测试牌照 900 余张。下一步，工信部将采取

更有力的措施，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快完善政策法规:二是支持关

键技术创新:三是强化各方统筹协调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四是推进产业生态建设:五

是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首次领投新能源汽车 阿维塔 A 轮融资后估值将达百亿 

阿维塔科技 8 月 2 日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本轮增资由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领投，

招商金台、国投聚力、韦尔股份旗下韦豪创芯（联合体）、中信新未来等多家投资

机构跟投。阿维塔科技现有股东长安汽车和南方资产等也进一步追加投资。其中，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同发起设立，此

次首次领投新能源汽车赛道。完成 A 轮增资后，阿维塔科技整体融资规模近 50 亿

元，投后估值近百亿，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目前该公司第二款新车正有序推进。 

5.2 一周重点新车 

表7：一周重点新车 

序号 生产厂商 车型 级别及类别 动力类型 价格区间 上市时间 

1 东风本田 XR-V 小型 SUV 燃油 12.79-17.59 万元 2022/8/1 

2 上汽乘用车 荣威 RX5 紧凑型 SUV 燃油 9.33-15.59 万元 2022/8/5 

3 上汽乘用车 荣威 eRX5 紧凑型 SUV 插混 15.28-16.59 万元 2022/8/5 

4 一汽大众 奥迪 A6L 中大型轿车 燃油 41.98-65.68 万元 2022/8/6 

5 一汽大众 奥迪 A6L PHEV 中大型轿车 插混 50.8 万元 20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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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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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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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授意。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

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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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市场有风险，投资者

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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