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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近日，禾赛科技、速腾聚创等多家国内外激光雷达公司亮相 CES 大会，并在会

上发布了各家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平安观点： 
 厂商纷纷发布新品，提升测距、分辨率等性能指标。本次禾赛科技发布

512 线超高清超远距激光雷达 AT512，作为 AT系列的“综合性能巅峰之

作”， 搭载第四代自研芯片，主要面向对性能、可靠性、安全性有极高要

求的高端智能驾驶量产车型。AT512 可实现 300 米标准测远（@10%反射

率），最远测距能力达到 400 米，是市场同类远距激光雷达的 2 倍，让车

辆至少提前一倍距离发现目标，为系统安全决策增加了 40%以上的反应时

间，同时拥有全局均匀的 0.05°x0.05°角分辨率，树立了行业性能标杆。

速腾聚创 RoboSense 发布首款 940nm 超长距激光雷达 M3，同样可实现

300 米标准测远（@10%反射率）与 0.05°×0.05°角分辨率的超高清三

维成像，可精准检出远处小物体。M3 打破业内“只有 1550nm 才能实现

大于 250m@10%测距”的技术瓶颈，且相较传统采用 1550nm 激光技术

的同类产品成本将降低约 50%、体积小 50%以上、功耗低 30%以上，打

造高性价比。 

 激光雷达交付量不断攀升，国内厂商在车载领域领跑。作为高阶智能驾驶

必备传感器之一，激光雷达凭借抗干扰、真三维、高置信度等优势，已逐

渐成为智能车型的标配。受益汽车智能化趋势，激光雷达交付量不断攀升。

在刚刚过去的 23年 12月，禾赛科技激光雷达实现单月交付量突破 5万台，

速腾聚创同样也实现了激光雷达单月销量约为 72,200 台的成绩。自成立

以来，禾赛激光雷达累计交付量突破 30 万台；速腾聚创 2023 年销量约为

25.6 万台，首次迈过 25 万台年交付量关口。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乐观估

计 2025 年国内乘用车搭载激光雷达将超 500 万台。根据灼识咨询的报告

数据，2022 年全球激光雷达解决方案市场规模约 120 亿元，预计到 2030

年将增加至 12537 亿元，CAGR 高达 78.8%。从全球车载激光雷达市场

格局来看，根据 YOLE 的报告，2022 年禾赛科技以 47%的份额领跑全球

车载激光雷达总营收榜，连续两年稳居榜首，速腾聚创则以 9%的市场份

额位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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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激光雷达一直是汽车智能化趋势下硬件的核心关注点。受益于中国智能驾驶及服务机器人等领域的需求

快速崛起，激光雷达有望迎来高速增长期。未来激光雷达主要还是应用在车载 ADAS 领域，随着 L3+的逐步落地，以及激光

雷达成本的逐步降低，国内外车厂对激光雷达“上车”的需求猛增，纷纷定点搭载激光雷达的车型，预计 2024 年将会有更

多搭载激光雷达的车型进入市场并量产，我们建议关注激光雷达及上游光学和电子元件相关产业链方向，如 VCSEL 等，建议

关注炬光科技、长光华芯、永新光学、万集科技等。 

 风险提示：1）汽车智能化应用不及预期。2）行业竞争加剧风险。3）技术路线变更风险。 



 

 

一、 厂商纷纷发布新品，提升测距、分辨率等性能指标 

1.1禾赛科技发布 512线超高清超远距激光雷达 AT512，树行业性能标杆 

禾赛科技正式发布 512线超高清超远距激光雷达 AT512。本次禾赛科技新发布的面向搭载智能驾驶系统量产车市场的AT系

列“性能王牌”产品 AT512 是一款 512 线超高清超远距激光雷达，可实现 300 米标准测远（@10%反射率），最远测距能

力达到 400 米，是市场同类远距激光雷达的 2 倍，极大提升了车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让车辆至少提前一倍距离发现

目标，为系统安全决策增加了 40%以上的反应时间。 

作为禾赛AT系列的“综合性能巅峰之作”，AT512主要面向对性能、可靠性、安全性有极高要求的高端智能驾驶量产车型。

AT512 搭载的第四代自研芯片，通过引入 3D 堆叠、光噪抑制等前沿技术，以极致的光学收发效率、顶尖的垂直整合能力，

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性能全面升级。得益于禾赛第四代芯片大幅提升的集成度，AT512以每秒约 1230万的超高点频

为汽车提供图像级超清晰三维感知，拥有全局均匀的 0.05°x0.05°角分辨率，点云密度是 AT128的 8倍，同时也达到市场

上其他同类远距产品的 10倍以上。 

图表1 禾赛科技 AT512激光雷达性能特点 

 

 

图表2 禾赛科技 AT512激光雷达关键参数 

 

 

资料来源：禾赛科技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禾赛科技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1.2速腾聚创发布首款 940nm超长距激光雷达 M3，打造高性价比 

速腾聚创 RoboSense发布首款 940nm超长距激光雷达M3。M3为 M 平台首款超长距激光雷达，同样可实现 300米标准

测远（@10%反射率）与 0.05°x 0.05°角分辨率的超高清三维成像，可精准检出轮胎、锥桶、小孩等远处小物体。M3也

是 RoboSense首款通过 940nm 激光收发方案实现 300m@10%测距能力的车载激光雷达产品，打破业内“只有 1550nm 才

能实现大于 250m@10%测距”的技术瓶颈。 

图表3 速腾聚创 M3激光雷达性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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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速腾聚创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M3采用RoboSense成熟的二维扫描技术与940nm激光收发方案打造，相较传统采用1550nm激光技术的超长距激光雷达，

成本将降低约 50%、体积小 50%以上、功耗低 30%以上，综合表现更为出色，让高阶智驾系统成本低、方案集成设计更简

单。 

二、 激光雷达交付量不断攀升，国内厂商在车载领域领跑 

2.1受益汽车智能化趋势，激光雷达交付量不断攀升 

作为高阶智能驾驶必备传感器之一，激光雷达凭借抗干扰、真三维、高置信度等优势，已逐渐成为智能车型的标配。激光雷

达拥有更远距离的测距能力，意味着智能汽车能够在更远处发现潜在危机，为系统决策提供更多的反应时间，从而极大地提

高行车安全性及舒适性。 

受益汽车智能化趋势，激光雷达交付量不断攀升。目前，禾赛 AT 系列已经获得了包括上汽、一汽在内的 15 家领先主机厂

和 Tier-1 客户超 50 多个车型的前装量产项目定点。自成立以来，禾赛激光雷达累计交付量突破 30 万台，并在刚刚过去的

23年 12月实现单月交付量突破 5万台。同样，速腾聚创在 23年 12月也实现了激光雷达单月销量约为 7.22万台，其中用

于 ADAS应用的激光雷达产品约为 7.1万台；2023年销量约为 25.6万台，较 2022年同比增长 349%，首次迈过 25万台年

交付量关口；其中ADAS 领域的车载激光雷达交付量约为 24万台，同比增长 550.41%。截至 2023年 12月 18日，速腾聚

创也已取得 21家车企及 Tier 1的 62款车型定点订单。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3年 1-11月，国内（不含进出

口）乘用车前装标配激光雷达 46.48 万颗，同比增长 372.35%，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乐观估计 2025 年国内乘用车搭载激光

雷达将超 500万台。 

图表4 2020-2023速腾聚创激光雷达销量（台） 

 

图表5 车载激光雷达前装搭载数据 

 

资料来源：速腾聚创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平安证券研究所 

 

2.2全球汽车市场激光雷达解决方案市场规模有望在 2030年过万亿 

根据速腾聚创招股书援引自灼识咨询的报告数据，2022年全球激光雷达解决方案市场规模约 120亿元，预计到 2030年将

增加至 12537亿元，CAGR高达 78.8%。在全球激光雷达解决方案的众多应用场景中，汽车应用将占整体市场的最大份额。

由于自动驾驶汽车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2022年全球激光雷达解决方案在汽车市场的市场规模为 34亿元，并预计以 103.2%

的 CAGR增长至 2030年的 10003亿元，占整体激光雷达解决方案市场的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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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全球激光雷达解决方案按应用划分的市场规模（十亿元）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速腾聚创招股书，平安证券研究所 

2.3国内厂商在全球车载激光雷达领域领跑 

从全球车载激光雷达市场格局来看，根据 YOLE 的报告，禾赛连续两年稳居全球车载激光雷达总营收榜首，并且其市场份额

从 2021年的 42%进一步扩大至 2022年的 47%；图达通依靠蔚来汽车的持续出货，以 15%的市场份额夺得第二名；速腾聚

创则以 9%的市场份额位列第四。 

图表7 2021-2022年全球车载激光雷达市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YOLE、盖世汽车，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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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资建议：激光雷达有望搭载更多量产车型，看好激光雷达及上游
光学和电子元件相关产业链方向 

我们认为激光雷达一直是汽车智能化趋势下硬件的核心关注点。受益于中国智能驾驶及服务机器人等领域的需求快速崛起，

激光雷达有望迎来高速增长期。未来激光雷达主要还是应用在车载ADAS 领域，随着 L3+的逐步落地，以及激光雷达成本的

逐步降低，国内外车厂对激光雷达“上车”的需求猛增，纷纷定点搭载激光雷达的车型，预计 2024 年将会有更多搭载激光

雷达的车型进入市场并量产，我们建议关注激光雷达及上游光学和电子元件相关产业链方向，如VCSEL等，建议关注炬光

科技、长光华芯、永新光学、万集科技等。 

 

四、 风险提示 

1）汽车智能化应用不及预期。若后续自动驾驶进展不及预期，则汽车智能化的应用落地将存在低于预期的风险。 

2）行业竞争加剧风险。若后续市场竞争持续加剧，公司不能持续更新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将影响产业链相关公司业绩。 

3）技术路线变更风险。激光雷达行业技术变化迅速，如果视觉等其他技术能够取代激光雷达在汽车及机器人等领域的应用，

激光雷达的渗透率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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