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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数字化驱动智能汽车发展。①汽车加速数字化，提升企业价值；②智能硬件软件替代传统发动机，

整车价值提升；③智慧交通空间扩大，道路数字化成新趋势。华为汽车构建智能解决方案，以

“平台+生态”战略推动智能化，构建七大解决方案。

u 华为智能造车冲击行业。华为造车致力于三个领域：①智能驾驶聚焦软件、计算平台和传感器；

②智能座舱专注芯片算力、应用和操作系统；③智能网联注重云服务和路侧基础设施。

u 智能化带来价值和增量。①激光雷达&4D毫米波：确定性最强赛道；②车载模组：智能催化5G+智

能模组扩张；③算力芯片：智能推动高性能芯片爆发；④车载通信：大宽带/以太网是必然选择；

⑤汽车线束：新能源驱动的低压/高压全面增长；⑥智慧大灯：智能光源时代开启。

u 建议关注标的：炬光科技、菲菱科思、美格智能、光庭信息、永鼎股份、电连技术

u 风险提示：与厂商合作进展不及预期；算力芯片量产风险；自动驾驶落地不及预期。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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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

part 01
1. 内因外驱共促智能汽车行业变化

    汽车加速数字化，提升企业价值

    智能硬件软件替代传统发动机，整车价值提升

    智慧交通空间扩大，道路数字化成新趋势

一、2022年

一、数字化智能汽车浪潮

二、华为智能造车的冲击  

三、智能化带来价值增量

四、建议关注标的

五、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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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1：汽车数字化加速落地，为企业带来高增值

u 数字化大势所趋，汽车智能化已成为行业共识。2022年比亚迪研发投入达到了202.23亿元,同比增长90.31%;研发人员

数量达到69697人,较上年同期增长72.59%，携手华为云推出车联网系统，自研DiPilot高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u 数字化/数字技术加速汽车迭代，为企业带来高溢价增值。汽车工业中设计、研发和营销环节呈现出更高的增效价值。

数字化设计/研发加速汽车的更新迭代，道路状况信息系统、车辆防碰系统、智能座舱屏等已逐渐形成购车标配。

资料来源：华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2 车数智化后功能变化图表1 汽车工业微笑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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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2：整车价值量提升，智能软硬件替代发动机

u 电动车时代，三电、感知系统和芯片是电动车的核心，产品技术快速迭代，整车价值量提升。以电动车为代表的比亚

迪销量增速远超传统车大众。

u 2022年，我国汽车销量超2686万辆，新能源市占率25.6%；单车软件价值将从当前的8,000-16,000元增长至2030年的

16,000-32.000元，其价值占整车硬软件物料清单(BOM)的比例预计将从当前的4-9%增加至2030年的8-12%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比亚迪官网、盖世汽车资讯、《智能汽车软件白皮书》罗兰贝格、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3 整车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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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3：智慧交通空间不断扩大，道路数字化成为新趋势

u 智能交通行业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2021年中国城市智慧交通（不包括停车）的千万项目市场规模达到了276.41亿

元，同比增长了21.63%；江苏已累计安装车联网路侧设施超过1700个，覆盖道路里程1400多公里。

u 智慧交通千万项目规模快速增长。尚普咨询公布数据，截止2022年12月底，智能交通千万项目中标金额总和最高的企

业是电信系，中标总金额达到了17.23亿元，中标项目数量为52个；排名第二的是移动系，中标金额为16.38亿元，中

标项目数量为98个。

资料来源：新华社、尚普咨询、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6 智慧交通千万项目中标金额 图表5 纯电无人驾驶公交小巴穿梭在苏州高铁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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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

part 01
2. 华为智能造车梳理

    聚焦汽车智能化增量

    进入新车型周期

    构建三大平台+三种合作模式+七大解决方案

一、2022年

一、数字化智能汽车浪潮

二、华为智能造车的冲击  

三、智能化带来价值增量

四、建议关注标的

五、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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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行业增速放缓，华为需开辟全新增长曲线。智能汽车市场是华为所选择的重要赛道，上万亿产值，行业格局也在重塑，

存在大量创新点；截至2022年底，累计投入已达30亿美元，研发团队达到7000人的规模；

u 战略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增量部件。主要产品涵盖电动化数字能源业务和智能网联化，包括车载充电系统、端云

电池管理系统、智能座舱、智驾驶、智能电动、智能车云、毫米波雷达等。

图表7 华为业务发展演进历程 图表8 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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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业务 35%，1988-2010

华为业务起点，华为通信设备产品完整布局基站接入网，
传输网以及核心网络全产业链。

消费者业务 54%，2010-2015

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硬件，向外辐射手机配件、个人电脑和
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具产品等硬件终端。

企业业务 35%，2015-2019

切入企业级业务，通过云计算推动传统ICT产业向开放通
用方向发展，利用最新技术帮助政企行业数字化转型。

智能汽车业务

延伸华为“端、管、云”的ICT能力，聚焦ICT技术，提供智
能网联汽车增量部件，帮助车企造好车。

？%,2019至今

华为智能汽车：ICT能力外延，聚焦汽车智能化增量



  9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华为2022年年度报告》、华尔街见闻、澎湃新闻、证券时报、雷锋网、华金
证券研究所

业务萌芽期

2013-2015

2016-2018

2019-2023

2023.9以来

联合开发期

量产落地期

新车型周期

通信模块获得订单，进入车联网供应链
推出车载通信模块ME909T，进军车联网行业
成立车联网实验室，专注车联网领域纵向开发
拿到奥迪、奔驰的通信模块订单，进入供应商行列

与奔驰、宝马、奥迪、爱立信、诺基亚、高通、
英特尔联合成立“5G汽车通信技术联盟”
与广汽、上汽、北汽等车企达成车联网、自动
驾驶战略合作，建立联合创新中心

正式成立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
发布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品牌HI，宣布与长安、北汽、
广汽展开HI合作（HI模式上线）
2020年以来多款搭载华为智能软硬件的汽车发布

2023年9月，问界新M7系列上市
华为智选车与奇瑞合作首款纯电轿跑（LUXEED）智
界S7发布

华为智能汽车业务组织架构变革

u 第一阶段：2019年5月27日，任正非签发《关于成立智能汽车解决方

案BU的通知》文件，批准成立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华为“智能汽

车解决方案BU”和“网络产品与解决方案”、“Cloud&AI产品与服

务”成为并列的一级业务部门，与运管商BG、企业BG均属于ICT业务

组织。。

u 第二阶段：2020年11月，华为正式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的业务管

辖关系从ICT业务管委会调整至消费者业务管委会，再次重申，华为

不造整车，而是聚焦ICT技术，帮助车企造好车，造好车，成为智能

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

u 第三阶段：华为智能汽车业务架构再次调整。2021年，华为设立终

端BG、数字能源、华为云计算、海思、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等一级部

门。2023 年 9 月华为对汽车业务相关高管进行调整。

图表9 华为智能汽车发展周期 图表10 华为智能汽车业务组织架构变革

华为智能汽车：深耕十年进入新车型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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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华为“平台+生态”的发展战略，依托三大平台（iDVP、MDC、HarmonyOS）构建生态圈，截至2022年3月，华为已经构

建智能驾驶、智能电动、智能座舱、智能车控、智能网联、智能车载光和智能车云共七大解决方案。

三大平台

三种合作模式

七大解决方案

iDVP华为汽车数字平台：提供计算与通信架构CCA、车载操作系统、多域协同软件框架HAS Core和整车级
工具链，帮助车企快速开发跨厂、跨设备应用。
MDC智能驾驶计算平台：用于实现智能驾驶全景感知、地图&传感器融合定位、决策等
HarmonyOS智能座舱生态：提供工具和技术支持，降低座舱系统的集成和开发难度。

零部件供应模式：向车企提供零部件，包括电机、电池管理系统、智能驾驶部件等；
HI模式：向车企提供全栈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包括计算与通信架构、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
智选车模式：深度参与车企的产品定义、核心零部件选用等领域，合作车型华为终端店面销售

智能驾驶：MDC平台+自研传感器+ADS系统
智能电动：三合一电驱动系统、多合一电驱动系统
智能座舱：座舱模组、车载智慧屏和AR-HUD三大硬件平台
智能车控：VDC智能电动平台

智能网联：车载通信模组、T-Box、RSU、路侧
天线
智能车载光：括AR-HUD、智能光显、智能车灯
智能车云：高精地图、车联网等云服务

图表11 华为智能汽车发展战略

华为智能汽车：三大平台+三种合作模式+七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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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

part 01

 华为智能造车的冲击

   智能驾驶：聚焦软件、计算平台和传感器

    智能座舱：专注芯片算力、应用和操作系统

    智能网联：注重云服务和路侧基础设施

一、2022年

一、数字化智能汽车浪潮

二、华为智能造车的冲击  

三、智能化带来价值增量

四、建议关注标的

五、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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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驾驶：L2级进入标配量产阶段

u 自动驾驶主要构成：硬件上包括：收集各种信息输入的传感器，对输入信息进行处理、对车辆运动进行规划和控制的计算

平台，以及实现转向、制动、加速的底盘执行器。软件上包括：感知数据处理的感知层，对车辆运动规划、决策的规划层、

对执行器精准控制的控制层。

u L2自动驾驶正成为前装标配：36氪研究院公布数据，自动驾驶分五级，我国量产乘用车正在由 L2 向 L3+过渡，新车搭载 

L2 功能正在逐渐成为前装标配，23年预期渗透率为51%。

自动驾驶分级

名称 定义 驾驶操作 周边监控 接管 应用场景
2023年
预期渗
透率NHTSA SAE

L0 L0 人工驾驶 人类全权驾驶汽车 人类 人类 人类 无

L1 L1 辅助驾驶
车辆对方向盘和加减速中

的一项操作提供驾驶
人类和

车
人类 人类

限定
场景

11%

L2 L2
部分自动

驾驶
车辆对方向盘和加减速中

的多项操作提供驾驶
车辆 人类 人类 51%

L3 L3
条件自动

驾驶
由车辆完成绝大部分驾驶

操作
车辆 车辆 人类 20%

L4

L4
高度自动

驾驶

由车辆完成所有驾驶操作，
人类驾驶员无须保持注意

力
车辆 车辆 车辆

11%

L5
完全自动

驾驶
由车辆完成所有驾驶操作， 车辆 车辆 车辆 所有

环
环
境

传感器

控制单元

感知层

规划层

控制层

环境感知

定位

任务规划

行为决策

动作规划

路径追踪

轨迹追踪
硬件 软件

图表12 自动驾驶主要构成 图表13 自动驾驶分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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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智能驾驶：软件是核心—ADS2.0升级

u ADS 2.0升级。HUAWEI ADS 1.0已实现基于Transformer的BEV架构，HUAWEI ADS 2.0进一步升级，基于道路拓扑推理网

络进一步增强；ADS2.0新增低速紧急制动、异形物紧急制动和紧急车道保持、新增城区车道巡航辅助增强和哨兵模式。

u 主流车型已配备。问界智驾版第一款搭载ADS2.0车型，其智能驾驶系统具备L2+级别的能力，准确判断道路上突然出现

的各种异形障碍物，并对它们进行细致清晰的辨识。比如避让人或动物的选择，停车、超车等。

• BEV架构

• GOD网络• 高速NCA

图表14 华为智能驾驶软件组成部分 图表15 ADS 2.0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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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智能驾驶：计算平台是基础—MDC 610 驱动 ADS 2.0 高效实现

u 华为MDC定位为智能驾驶的计算平台。搭载智能驾驶操作系统AOS、VOS及MDC Core，兼容AUTOSAR，支持L2+L5平滑演进。

适用于乘用车（如拥堵跟车、高速 巡航、自动代客泊车、RoboTaxi) 、商用车（如港口货运、干线物流）与作业车（如

矿卡、清洁车、无人配 送）等多种应用场景。

u 华为MDC计算单元内部包括四大模块。CPU模块、图像处理、A处理、数据交换。其中数据交换模块主要负责其余各个模块

的数据交互，图像处理模块主要用于把摄像头的原始数据处理成YUV格式或者RGB格式。

u MDC210用于中低端车的出量；MDC610用于高端车的出量。MDC810用于robotaxi，或高级别的自动驾驶。

图表16 华为智能驾驶计算平台 图表17 MDC610、810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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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智能驾驶：硬件是支撑—传感器减法，功能加法

ADS1.0 ADS2.0
激光雷达 3 1

毫米波雷达 6 3

视觉传感器 13 11

主动安全类 新增

（L0功能） 低速自动紧急制动

异形障碍物自动紧急制动

紧急车道保持辅助

舒适类 新增

（L1-L2功能） 城区车道巡航辅助增强

哨兵模式

u 传感器减法：ADS1.0产品使用的传感器非常豪华，传感器数量非常多；2.0相比于1.0激光雷达减少2个，毫米波

雷达减少3个，视觉传感器减少2个；

u 功能加法：ADS2.0对比于ADS1.0，在主动安全类和舒适类功能上都做了加法；2.0还提供基础包、进阶包、高阶

包；毫米波雷达（110～170GHz），激光雷达（905nm ToF ～ 1550nm），摄像头（从可见光到红外热成像），

“全频谱”构建汽车的感知能力

图表18 华为智能驾驶硬件升级 图表19 传感器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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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驾驶产业增量：功能带动增量提升，千亿空间释放可期

u L2级具有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刹车辅助和自动泊车四大类功能；聚焦到同一层级的不同功能配置上，传

感器、算力都有成倍增长，泊车所需的产业增量为1200-2500元，行泊一体的产业增量为2900-30000元之间。

u 自动驾驶需要毫米波雷达、摄像头、超声波雷达、激光雷达、4D毫米波雷达等传感端产品的保障，同时需要电控

转向和电控制动的配合，2016-2021年，全球智能驾驶市场规模从929.39亿元增长至1835.2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14.5%；同期中国智能驾驶市场规模从43.9亿元增长至93.7亿，年复合增长率16.4%，高于全球平均增速。

泊车 行车 行泊一体

功能级别 L2 L2 L2 L2+

传感器配
置

4V12U 1R1V 1-5R5V12U
5R9-

12V12U1-3L

芯片算力 <10 TOPS <10 TOPS <10 TOPS >100 TOPS

单价（元） 1200-2500 800-1500 2900-4400 4400-30000

图表20 智能驾驶行、泊车配置信息 图表21 我国智能汽车市场规模（亿元）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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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车载座舱代际演变：包括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仪表盘、抬头显示（HUD）、流媒体后视镜、语音交互系统等HMI交互产品，

正在经历从机械仪表盘+简单娱乐系统向电器仪表盘+智能系统的演变，当前仍处在辅助座舱阶段。

u 人车交互方式日趋丰富：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语音交互已经成为智能汽车的标配。华经情报网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0年10英寸以上的中控屏幕渗透率达30.1%，HUD渗透率达10.6%，语音识别系统渗透率已经高达65.7%。这一趋势在电

动车领域表现更明显，截至2021年10月，新能源汽车中全液晶仪表搭载率已经高达61.4%，语音识别系统更是高达73.8%。

智能座舱：代际加速演变，智能化渗透快速提升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电子发烧友、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22 车载座舱代际演变

座舱1.0：机械式（2000年以前）
u 机械式仪表盘
u 简单音频播放设备
u 单一物理功能按键

座舱2.0：电子式（2000~2015）
u 出现小尺寸液晶仪表盘
u 小型、低集成娱乐系统，配置导

航功能
u 单一物理功能按键

座舱3.0:智能辅助座舱
（2015~2025）
u 大尺寸、高清显示和AR等新型

显示
u 丰富的娱乐系统
u 触控和基于智能感知和人机交互

座舱4.0：智能移动座舱（2025~）
u 驾舱高度融合
u 基于使用场景可实现半自主决策
u 更加丰富和流畅的娱乐和交互功

能

图表23 2020年中国智能座舱交互产品搭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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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智能座舱：以芯片算力为基础，座舱OS为核心承载的软硬件能力

u 汽车智能座舱系统结构：先后顺序如下：芯片（麒麟系列）-OS（车载鸿蒙操作系统）-Middleware（中间件）-应用-HMI

（人机交互）。

u 华为智能座舱解决方案包含三大平台。 Harmony车机OS软件平台Harmony车域生态平台以及智能硬件平台。通过

“Harmony车机OS软件平台+Harmony车域生态平台+智能硬件平台”为数字座舱提供更多交互、全场景出行体验。

 
智能硬件平台

华为已发布车规级芯片麒麟 
9610A.麒麟990A.麒麟 990A 
算力有了显著。

Harmony车机
OS软件平台

Harmony车域
生态

基于华为1+8+N的全场景生
态能力，负责提供语音、搜
索、推荐等便捷信息。

已有问界 M5几何 G6/M6 等
多款车型搭载华为座舱生态
系系统一次开发。

图表24 华为智能座舱解决方案三大平台 图表25 汽车智能座舱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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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智能座舱：麒麟芯片超强算力车机模组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汽车之家、华金证券研究所

u 华为智能座舱芯片超强算力。包括710A、980A、 990A以及最新推出的9610A。目前应用较广泛的麒麟990A，已先后搭载

于问界M5、阿维塔11、北汽魔方、北汽极狐阿尔法S等多款车型，麒麟9610A的算力达到了200kDMIPS，当前主流的车规

级芯片高通8155算力为100kDMIPS。

u 智能座舱芯片性能大幅提升。目前市场上已经量产的智能座舱芯片呈高性能化，比如高通的第四代骁龙汽车数字座舱平

台8295已分别超过了200 KDMIPS及3TFLOPS。国产厂商芯驰科技发布的智能座舱芯片X9SP，AI处理能力达到8TOPS，上汽、

奇瑞、长安部分车型均已量产上车。

企业 型号 发布 制程
CPU算

力
GPU算

力
配套情况（部分）

英特尔 A3950 2016 14n
m 42K 187 Model3/Y、宝马、奇

瑞星途

高通

骁龙
8155 2019 7nm 105K 1142 小鹏、岚图、蔚来、

零跑等

骁龙
8295 2021 5nm 超200K 近3T 极越01、极氪001FR、

全新奔驰长轴距E级

联发科
MT86

66 2019 12n
m 56.8K 113 宝骏云朵、长安欧尚

 华为
麒麟
990A 2021 7nm — — 阿维塔11、问界M5、

法S华为HI版

图表26 各企业芯片性能配置情况 图表27 瑞风RF8搭载华为超强算力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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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智能座舱：车载鸿蒙，华为智能座舱核心

u 车载鸿蒙至今已迭代升级到4.0。鸿蒙自2019年发布， HarmonyOS 4，主要的迭代在于多模式交互（尤其是语音和视觉交

互）和无缝体验（在各种设备之间）；能够实现超级桌面应用、车机双分屏显示，让手机生态和车机生态融合共享、手机

车机硬件互相调用。

u 方舟引擎和分布式软总线技术底座是HarmonyOS 4升级核心。方舟图形引擎保证高效流转不卡顿，多模式交互流畅；分布

式软总线技术底座，打通多个硬件设备物理空间的限制，将各类设备的硬件能力拆散，让多设备之间融合为一体。

图表28 手机、车机生态融合共享 图表29 车载HarmonyOS x MagLink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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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华为MagLinkTM魔吸车载接口+智能互联：支持将平板吸附在座椅后背，27W快充；智能互联：分布式协同，车机与后排

平板智能互联，可通过车机进行内容点播。

u 车载超级快充：两个40W无线超级快充，三个66W有线超级快充，一个60W有线快充，有/无线同时充电。

u 空间音频+主家私享头枕：采用19单元声学设计8+7.1环绕声场+1000W独立功放结合虚拟声像技术、舱内声场匹配算法，

让音乐具备空间感、流动感和临场感。配有单元主驾私享头枕，与乘客互不干扰。

u 后视镜自动调节：基于眼球追踪识别技术和高精度坐姿定位模型，后视镜自动调整到合适位置。

u AR HUD：将时速、导航等行车信息投影在主驾驶前风挡玻璃上，还可根据车主眼睛位置，自适应调节 HUD 高度。

华为智能座舱：华为智选落地应用，鸿蒙智能座舱3.0进入市场

资料来源：华为、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30 MagLink 魔吸车载接口 图表31 车载超级快充 图表32 后视镜自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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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预计我国25年市场规模破千亿：根据ICVTank的数据显示，我国2022年智能座舱市场规模约为739亿元，2025年预计整体

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30亿元，5年复合增长率预计达到12.7%，高于全球的复合增速。

u 我国渗透率高于全球市场：根据集微咨询的数据显示，智能座舱包括仪表显示系统、中控屏、车载娱乐信息系统、流媒

体后视镜、抬头显示系统、视觉感知系统、语音交互系统等，目前我国市场座舱智能配置水平的新车渗透率约为48.8%，

到2025年预计可以超过75%，均高于全球市场的装配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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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3 2019-2025座舱智能科技配置新车渗透率趋势 图表34 2017-2025年中国智能座舱市场规模(亿元)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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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实现人/车/路/云数字化信息交互

u 智能网联是基于无线通信、传感探测等技术进行车路信息获取，通过车车、车路信息交互和共享，并实现

实现人、车、路、云之间的数字化信息交互，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堵。

u 车路协同中的车指的是智能网联车辆，路则是由路侧感知单元（包括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行

人及车辆检测、气象传感器）、边缘计算单元（MEC）、路侧通讯单元（RSU）等三大单元模块组成。

图表35 智能网联整体架构

边缘计算

OBU智能驾驶芯片

T-BOX/RSU 激光/毫米波/超声波雷达

通信模组

图表36 智能网联主要涉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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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路协同：高阶智能驾驶落地，单车智能到网联智能

大车遮挡协同感知

u 高阶辅助驾驶需要与车路融合。在单车智能自动驾驶的基础上，通过车联网将“人-车-路-云” 与要素有机地联系在一

起，V2X 会作为整个自动驾驶系统的一项感知源，与雷达、摄像头等感知设备数据融合，被集成在自动驾驶域控制器。

u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分三个阶段。阶段一和二维信息交互和协同感知，阶段三实现协同决策与控制。百度 Apollo 已开展

了V2X测试验证和先导示范，实现了动静态盲区/遮挡协同感知以及路边低速车辆感知，达到了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

图表37 参与控车的 V2X 车载方案 图表38 参与控车的 V2X 车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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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智能车云：“平台+生态”形式打造智能车云服务

u “平台+生态”形式打造智能车云服务。整合云计算、大数据、车联网、V2X等ICT技术，四大子服务方案包括自动驾驶云

服务、车联网云服务、高精地图云服务和三电云服务。此外，V2X云服务不仅提供基础的V2X联接能力，还能为无人驾驶

车队提供车队协同、路径规划、统筹调度等服务。

HUAWEI Octopus（华为八爪鱼），与华为MDC智能驾驶计

算平台和智能驾驶OS一起，提供高效、便捷的自动驾驶云开

发服务。华为八爪鱼是一个按需获取的全栈云平台，向车企及

开发者提供覆盖自动驾驶数据、模型、训练、仿真、标注等全

生命周期的服务。

自动驾驶云服务——HUAWEI Octopus
OceanConnect是华为云核心网推出的以IoT连接管理平台为

核心的IoT生态圈，通过对车况和驾驶行为等车辆大数据的采

集与分析，在云上实现人和车的数字画像（Digital Twins），

通过精准车主驾驶行为及出行场景分析，使能智能内容分发

和业务推荐。

车联网云服务——OceanConnect

华为高精地图云服务帮助汽车预先感知路面复杂信息，辅助汽

车进行高精度定位，并结合智能路径规划，让汽车做出更准确

可靠的感知和规控决策，使自动驾驶汽车更舒适更安全，为行

业客户提供海量地图数据存储及应用合规能力，并基于大数据

及人工智能，助力客户快速构建车联网位置应用、自动驾驶仿

真、自动驾驶运营等业务。

高精地图云服务

三电云服务基于车辆VHR数据，在云端基于电池的温度、电

压、内阻等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对电池异常、电池自燃等

进行提前预测、预警。同时，三电云服务可结合云端OTA，

制定智能充电策略，保障电池安全和更长寿命。

电池管理云服务——三电云

图表39 OTA架构 图表40 智能车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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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智能车云：面向智能驾驶提供数据/训练/仿真服务

p训练服务：Octopus训练服务提供在线的算法管理和模型训练，

方便开发者专注于核心算法开发，无需过多关注底层资源。

训练任务、算法管理、模型管理、算法迭代、模型评估

p数据服务：Octopus数据服务提供对自动驾驶车辆采集的原始

数据进行自动化处理，方便开发人员数据管理、KPI统计和问题

点回放定位，通过标注平台进行新的训练数据集加工。

    数据存储、流水线数据处理、数据总览、数据回放、标注平台、

数据管理

p仿真服务：Octopus仿真服务提供在线的决策及规控算法管理

和仿真测试工具，满足复杂道路交通环境下的车辆仿真测试需

求。
仿真场景、在线仿真、任务管理、仿真算法

u 自动驾驶云服务提供数据/训练/仿真服务。面向车企、研究所全托管平台，在华为云上提供自动驾驶数据云服务、自动

驾驶标注云服务、自动驾驶训练云服务、自动驾驶仿真云服务、配置管理服务，包含数据资产、数据处理、数据标注、

增量数据集、模型训练、仿真测试等操作都可以在Octopus上完成，支持用户从数据到应用的全流程开发。

图表41 华为智能车云数据、训练及仿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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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产业增量：百公里千万投资释放增量空间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36氪研究院、新华财经、懂车帝、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43  百公里车路协同设备测算

u 根据ICVTank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球V2X行业市场规模为900亿美元，中国V2X行业市场规模为200亿美元，

占全球市场约22.2%。

u 交通部在全国测试车路协同，双向车道预计带动50-100万/公里投资（RSU7-8万、雷达30万、边缘计算控

制器3-6万）。

u （半）封闭道路是最有可能优先爆发的场景：港口、码头、物流园区、景区、运动场馆等。

图表42 2020-2030年中国车路协同主要IT设备投资规模（累计）预测（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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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海外厂商主导关键部件：激光器、接收器等价值量高的关键零部件市场仍由海外厂商主导。根据YOLE数据，2022年，VSCEL激光器

市占率前三的公司均为海外厂商，市占率合计85%。前六中仅有纵慧芯光（Vertilite）为国内厂商，市占率仅为1%。

u 我国厂商向高附加值延伸：根据乾照光电统计，我国内地VSCEL厂商主要集中在Fabless供应模式，台湾厂商主要集中在OEM模式。

IDM模式下，仍由海外厂商主导，考虑到IDM模式的优势，未来内地厂家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光探测芯片方面国内厂家也开

始在各自技术路线下开始突围。

激光雷达产业链：关键部件海外占据，我国由代工向高附加值延伸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乾照光电、中国光博会、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44 2021年VSCEL激光器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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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6 光探测芯片国产化现状

OEM Fabless IDM

全新光电、
高平磊晶、
AWSC、华
兴激光、全
磊光电

Vertillite、
宁波睿熙、
仟目激光、
柠檬光子

II-VI、AMS、
LUMENTUM、
OSRAM、乾
照光电、三安
光电、长光华
芯

图表45 VCSEL产业链的国内外相关公司

探测芯片 传输速
率

国内产品化能力 国外产品化能
力

PIN

10G及
以下

量产、光迅科技（自用）、
三安光电等

量产

25G 小批量：光迅科技（自用） 量产

53G 研发：光迅科技、芯思杰 量产：CGS、
Albis

APD

10G及
以下

量产、光迅科技（自用）、
三安光电等

量产

25G 研发：光迅科技 量产

53G 研发：芯思杰 样品:Macom

SPAD/SiPM
- 中低端：灵明光子等；高端

（车载雷达）：阜时科技
中高端均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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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激光雷达核心模块：激光雷达可以拆分为四大模块：发射模块、接收模块、控制及处理模块、扫描模块（如有）。

u 发射模块，成本占比在30-50%：核心部件为激光器，包括EEL边缘发射激光器、VCSEL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光纤激光器。

u 接收模块，成本占比在20-30%：核心部件为探测器，包括PIN光电二极管、APD雪崩式光电二极管、SPAD单光子雪崩式光电二极管等。

u 控制及处理模块，成本占比在20-30%：主要包括FPGA、DSP、模拟芯片等电子元器件。其中FPGA占主要成本。

图表47 ToF 激光雷达核心模块

资料来源：禾赛科技招股说明书、康冠光电、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48 激光雷达成本结构及主要供应商

结构部分 成本占比 内容 主要厂商

发射端 30%-50%

激光器、发射系统等。激光器浮动比较大，用
905和1550nm、EEL和VCSEL都会影响成本。发
射端是激光雷达重要的成本构成。

日本滨松、奥地利AMS、
美国Lumentum等

接收端 20%-30%
接收系统、光电探测器等APD/SPAD、ASIC处理
芯片。905nm通常采用硅基接收端，1550nm还
需铟镓砷光子二极管。

日本滨松、德国
FirstSensor、美国

Onsemi等

主板
20%-30%

模拟芯片、FPGA、DSP、MCU、放大器、数模转
换等。主要成本是FPGA，用于整体架构数据处
理。

AMD-赛灵思

外壳结构件 10% \ \

光学部件 10% 微振镜、透镜等光学部件 \

其他 10%-50% 装调和人工费用，机械式人工费用占50%以上。 \

激光雷达拆解：发射模块成本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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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4D毫米波是传统的升级。工作原理与传统类似，但增加虚拟通道数(MIMO)实现俯仰角度（高度）的测量，输出结果呈现

立体点云状，在识别度、灵敏度、分辨率上都有提升，与激光雷达是补充而不是替代关系。目前4D毫米波雷达已搭载于

飞凡R7、深蓝SL03等量产车型，产品有望加速渗透。

u 自动驾驶和智慧交通双赛道需求：“3D+高度”四个维度的信息感知，可更好监测标志牌、高度信息（高速指示牌、地

面井盖）；两个场景：1、车载环波雷达，自动驾驶所需包括前向雷达、后脚雷达、4D雷达等；2、智慧交通，道路上获

取多目标车辆的实时状态、速度及行驶轨迹，满足信号控制和流量监测需求。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第一财经、中国经济网，CSDN、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49 4D毫米波雷达能提供更“立体化的”探测结果

单价 预计4D成像雷达的价格在100-150美元左右。

配比
L1等级的车将配备1-2个毫米波雷达，L2等级的车
将配备3-5个毫米波雷达

乘用车总量 2023年2554.6万辆，预计2025年达到2600万辆。

市场空间

假设1:2025年4D毫米波渗透率为10%;
假设2:L1+L2渗透率，在25年将达到76%;
假设3：每辆车用4个4D毫米波雷达；
则2025年4D毫米波市场空间有望达到56.9亿。

图表50 4D毫米波雷达市场信息

4D毫米波：毫米波升级，与激光雷达功能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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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新车智能化渗透率提升。23年6月的上市新车智能化配置水平为50.4%，20-30万价位上市智能新车型占比超九成。

u 智能化需求推进加速。城市NOA陆续落地，华为/小鹏/理想开城目标45座/50座/100座.

u 激光雷达从配角到主角。根据麦肯锡，从L2到L4/L5级，车载传感器的数量将从约8个上升到约24个，其中激光雷达搭载

数量将从0上升至约4颗。

2023激光雷达增量来源

第一梯队

华为、蔚来、理想、BYD、极氪

第二梯队

小鹏、哪吒、吉利、上汽

u 以保守出货量30万台为标准，激光雷达均价4500计算，单

车搭载方案平均2颗为例，可得出2023年国内激光雷达市场

规模可达27亿元。

图表51 激光雷达价格趋势(元)

激光雷达价值和增量：价格下探+渗透加速撑起千亿空间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投资快报、汽车之家研究院、车东西、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52 车载激光雷达需求及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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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激光雷达出货量主要依靠车企推动，其次是消费者对于

ADAS体验的消费。

u 2023年搭载激光雷达汽车出货量保守估计30万台，合理预

计30-5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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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模组：传统模组高阶形态，功能/场景/性能均提升

资料来源：未来智库、通信世界、华金证券研究所

u 车载模组主要构成：按照网络制式不同分为蜂窝类通信模组（4G、5G等）和非蜂窝类模组（wifi、蓝牙等）。其前装常

用于车载T-Box中，为整车提供远程通讯接口，另外智能后视镜、行车记录仪、中控屏等部分产品也配置通信模组。

u 车载模组是传统模组高阶形态：与传统终端相比，在移动性、业务、环境及使用场景上均有提升。汽车通信模组厂商推

出的新产品看，主要集中在5G C-V2X模组、智能模组等领域。

主要指标 传统终端 车载通信模组

移动性 80%以上为静态或低速移动场景 l 大量高速移场景
l 小区间切换频繁

业务 个人通信和娱乐 l 驾驶信息，定位信息
l 车载娱乐系统

产品设计 l 天线布放空间局促，但方案成
熟

l 功耗敏感

天线设计形态千差万别，需要单
独优化

典型场景 传统的室外和室内场景 高速、隧道、地库等典型场景

使用环境 高低温、生活防水、掉落等 更严格的高低温、防水、雷电、
振动、冲击等

图表53 车载模组主要指标 图表54 部分车用通信模组厂商产品

代表作品 厂商 产品概述及特点

4G通信模组

AG35 移远通信 已支持全球30多家整车厂实现车载智能
连接

MA800系列 美格智能 已实现大批量量产出货，为多款主流车
型提供4G网络连接

5G通信模组

AG55xQ系列 移远通信

先后在上汽集团、长城汽车、一汽红旗、
华人运通、蔚来汽车、理想汽车等近二
十多家主流主机厂陆续成功量产

AG59x系列 移远通信

新产品，2023年上半年开始提供样片，
首款符合3GPP Release 16标准的模组，
智齿5G NR独立组网（SA）和非独立组
网（NSA），支持选配C-V2X，兼容第
一代车规5G模组，提供灵活的GNSS定
位服务，还可以提供相匹配的高性能天
线

MH5000 华为 使用自研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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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模组：三大应用场景，高算力配置

资料来源：《2023车载模组技术发展白皮书》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华金证券研究所

u 智能模组主要分为数据传输、智能座舱、智能驾驶三大场景，内部集成了高算力的芯片和内存，拥有强大的处理能力、

丰富接口，可以实现行车记录、360环视、抬头显示等功能，未来有可能会成为智能座舱、车身域控制器的主流方案

01

02

03

数据传输场景

智能座舱场景

智能驾驶场景

车辆数据采集

OTA升级

超高清视频场景

沉浸式场景

出行服务类场景

交通管理类场景

安全预警类场景

监控遥控类场景

协作通行类场景

场景 业务应用 主要场景 端到端时延 可靠性

数据传输类

车辆数据采集 远程车辆状态监控 30,000ms >99.99% 定位精度（m）1.5

OTA升级 娱乐系统、智能驾
驶

100ms >90% 网络带宽（Mbps/单用户）

智能座舱类 AR业务 AR-HUD <20ms 99% 网络带宽（Mbps/单用户）>60

VR业务 VR（8K高清视频） <20ms 99% 网络带宽（Mbps/单用户）>250

场景 业务应用 主要场景 车速范围 通信距离 侧向精度

智能驾驶类 协作通行
协作式变道 0~120km/h ≥200m ≤0.5m

协作式交叉口同行 0~70km/h ≥200m ≤1m

场景 业务应用 主要场景 车速范围 通信距离 定位精度（m）

智能驾驶类

出行服务
闯红灯预警 0~70km/h ≥150m ≤1.5

道路危险状况提示 0~130km/h ≥300m ≤1.5

     
 交通管理

浮动车数据采集 0~120km/h ≥200m ≤1.5

动态车道管理 0~70km/h ≥200m ≤1.5

场景 业务应用 主要场景 通信距离 端到端时
延

网络带宽（Mbps/单用户）

智能驾驶类
安全预警 交叉路口碰撞预警 ≥150m ≤100ms

监控遥控 远程遥控驾驶 （100ms，
20ms）

上行带宽：60-64Mbps；下行带宽：400kpbs

图表55 智能模组应用场景 
图表56 智能模组不同应用的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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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车载模组价值和增量：搭载率提升，增量市场快车道

资料来源：工信部、上海市通信制造业行业协会、财联社、有驾、华金证券研究所

u 5G 车载模组需求有望在自动驾驶、智能座舱带动下快速提升：5G模组能够实现车与人、车与车、车与路之间的毫秒

级通信；广通远驰推出基于MT2735 平台的首个 5G 模组 AN768 已在国内某新能源品牌正式量产交付，成为全球首款

量产的基于 MT2735 5G 平台的车规模组，可快速与 TBOX、ADAS、OBU、RSU、TCAM 等车载 ECU 产品进行适配。

u 5G前装搭载率提升，进入增量市场快车道。据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测算，2024年国内乘用车市场5G上车前装搭载率将

突破10%，据我们测算，随着5G模组单价降低、渗透率提升，市场规模有望达50亿元。

乘用车总量 预计2025年达到2600万辆，2030年达到2960万辆

5G模组渗透率
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预计，2024年将突破
10%，2025年将达到 25%。

5G模组单价
目前5G模组价格已经下探至500元，合
理区间预计300-500元之间

假设25年渗透率为25%，单价为500元；30年渗透率为60%，单价为300元 

5G 车载模组市场规模约在30-50亿元之间

图表57 5G车载模组应用于智能驾驶 图表58 5G车载模组装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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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车载电脑芯片向SOC转移：电子控制单元ECU， 又称车载电脑。由微控制器（MCU）、存储器（ROM、RAM）、输入/输出

接口（I/O）、模数转换器（A/D）等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在集中式E/E架构下，新增的域控制器被集成了更多的功能。

使得主控芯片算力必须随之提升。在此趋势下，汽车芯片将从MCU向SoC（系统级芯片）开始转移。

u 智能座舱SoC芯片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海外芯片企业：从全球范围来看，在2022年，高通座舱SoC芯片市占率最高，占比

为43.4%；瑞萨电子排在第二位，占比为19.7%；英特尔排在第三位，占比为18.16%。前三家占比超过80%的市场份额，智

能座舱SoC芯片市场高度集中。

汽车算力芯片：主控芯片升级，MCU向SoC转移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立鼎产业研究网、公开新闻、焉知汽车、机器之心、华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59 2022全球座舱SoC芯片市场份额 图表60 自动驾驶SoC芯片能效比

43.40%

19.70%

18.16%

18.74%

高通 瑞萨 英特尔 其他

厂商 产品 算力 功耗 能效比

英伟达 Xavier 30TOPS 30W 1TOPS/W

特斯拉 双芯片FSD平台 144TOPS 72W 2TOPS/W

华为 昇腾910 512TOPS（INT8） 310W 1.7TOPS/W

地平线 征程5 128TOPS（INT8） 30W 4.3TOPS/W

黑芝麻智能 A1000Pro 106TOPS（INT8） 25W 4.2TOPS/W

零跑汽车 凌芯01 4.2TOPS 4W 1.1TOP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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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算力芯片竞争格局：高算力芯片集中化，国内崛起

资料来源：财经网、电子发烧友、华金证券研究所

u 高算力芯片头部集中化：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预估，2022年在全球高算力（算力大于50Tops）自动驾驶SoC芯片

领域，英伟达、地平线、黑芝麻智能、华为海思、高通这几家巨头占据全球94.7%的市场份额。

u 各家主流算力芯片对比：应用场景争取覆盖L2-L5，算力从个位数卷到百位数、千位数。比如，英伟达相继推出Orin芯

片（254TOPS）、Thor芯片（2000TOPS）；地平线相继推出征程3 芯片（5 TOPS）、征程5芯片（128 TOPS），黑芝麻智

能推出A1000Pro芯片（最高196TOPS），英伟达市场份额独占鳌头。

企业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排名

英伟达 81.6% 82.5%01

地平线    6.7% 6.2%02

黑芝麻智能. 2023 5.2% 4.8%03

华为海思 0.7% 0.7%04

高通 0.4% 0.5%05

合计                94,6%                     94.7%

图表61  2022年中国及全球高算力自动驾驶SoC出货量排名

企业 量产交付情况 定点情况 量产车型

地平线

2023年预计全年征程系列芯片出
货量超过300万颗。
据高工智能汽车数据（不包括特斯
拉自研FSD芯片），2023年上半
年，地平线战略30.71%的NOA前
装（标配）市场份额，位列第二

截至2023年4月，
已与超过20家车
企共计120多款
车型达成定点合
作。

截至2023年4月，量产车
型超过50款，博爱阔理想
ONE、理想L8、荣威RX5、
长安UNI-T等，在研在交付
车型超过120款。

黑芝麻智
能

截至2022年底，已拿下超过15家
车企的量产项目，2022年主力芯
片产品华A1000/A1000L Soc全年
出货量超2.5万颗。
预计于2023年交付超过10万颗
SoC

收获一汽红旗项
目定点。将应用
于一汽红旗80%
左右车型。

一汽集团和江汽集团旗下
的多款量产车型，合作车
型一汽红旗E001和E202，
最快2024年量产落地

英伟达

据高工智能汽车数据（不包括特斯
拉自研FSD芯片），2023上半年，
英伟达占领52.57%的NOA前装
（标配）市场份额，位列第一

比亚迪、蔚来、小鹏、理
想等旗下一众车型

图表62 各企业主流芯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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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算力芯片价值和增量：智能需求倒逼，三年翻倍增长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汽车电子与软件、亿欧智库、华金证券研究所

u 2020年汽车领域芯片需求量已占全球芯片市场11.4%，车载计算芯片市场将迎来高速发展期。亿欧智库测算，2021年中国

车载计算芯片市场规模将达15.1亿美元，2025年市场规模将迅速增长至89.8亿美元。

u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新能源汽车的芯片使用量要普遍高于传统燃油汽车。以全球水平的汽车芯片搭载量初步测算，

2021年我国汽车芯片需求量为178亿颗。

指标 2020年 2021年

中国汽车生产量（万辆） 2523 2608

L3级别以上自动驾驶汽车渗透率（‰） 0.4 1

潜在L3级别以上自动驾驶汽车产量（万辆） 1 2.6

汽车大算力芯片售价（美元/颗） 400 400

L3级别以上自动驾驶汽车装配数量（个） 3 3

年度平均汇率（美元/人民币） 6.90 6.45

中国大算力芯片市场潜在规模（亿元） 0.83 2.01

图表63 2020-2021年中国汽车大算力芯片市场潜在规模体量 图表64 2021-2025年中国汽车销量及车载计算芯片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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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信息多媒体系统网络带宽需求高。车内通信传输为四类：A类为20kbit/s以下的低速通信网络，B类为20-

125kbit/s的中速网络，C类为0.125-25Mbit/s之间的高速网络，D类为25-150Mbit/s的信息多媒体系统网络。

u MOST总线利用光脉冲，传输速率快。车内通信四大总线技术：CAN总线、LIN总线、FlexRay总线和MOST总线。

MOST总线利用光脉冲传输数据，应用场景为多媒体音视频传输，一个网络中最多可以有64个结点。

车载通信：大带宽车载通信成必然趋势

资料来源：阿宝说车、华金证券研究所

网络分类 位传输速率 应用范围 主流协议

A类 <20kbit/s 刮水器、后视镜以及其他
智能传感器

LIN、TTP/A

B类 20~125kbit
/s

车灯、车窗等信号多、实
时性要求低的控制单元

低速CAN

C类 0.125~25M
bit/s

发动机、ABS等实时性要
求高的控制单元

FlexRay、
TTP/C、高速
CAN

D类 25~150Mbi
t/s

导航、多媒体系统 IDB-1394、
MOST

E类
（非车内通信）

10Mbit/s 气囊的面向乘员的被动安
全系统

Byteflight

图表65 不同类型网络应用 图表66 不同通信技术介绍

类型 介绍

CAN通讯技术

是一种世界标准的串行通讯协议，为数据高速公路确定统一的“交通”
规则。CAN 是由ROBERT BOSCH 公司和Intel公司专门为汽车内数
据交换开发的总线系统。不仅能简化车辆各电子控制单元的设计和安
装，还减轻布线的重量和降低了对空间的要求。

LIN通讯技术

最初由奥迪、宝马、大众、摩托罗拉等汽车及其供应商组成的LIN联
盟提出。一种低成本、串行通信网络，通信接口为UART。LIN分主节
点和从节点，通过单线连接。LIN主要应用通信带宽要求比较低车身
控制方面，如车窗、座椅等，作为CAN通信补充。

FlexRay通讯技术

FlexRay总线采用时间触发和事件触发的方式，可以确保将信息延迟
和抖动降至最低，尽可能保持传输的同步与可预测。使用周期通信，
划分为静态、动态、特征窗和网络空闲时间，满足高速应用需求如线
控刹车、线控转向。

MOST通讯技术
面向媒体的系统传输总线，MOST 是汽车业合作的成果，而不具备正
式的标准。它是一种专门针对车内使用而开发的、服务于多媒体应用
的数据总线技术。MOST 表示“多媒体传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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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车载以太网是车载通信/智能座舱的核心：车载总线通信正逐步由“CAN总线为主、其他总线为辅”的分布

式架构，向“以太网为主、CAN及其他总线为辅”的域集中式架构转变。

u车载以太网优势：1、成本：使用一对非屏蔽双绞线进行全双工信息传输，大大减少连接器成本和整体重量；

2、性能：大带宽，传输速率10M-10Gbit/s；3、场景：智能座舱、智能驾驶

车载通信：车载以太网是车载通信/智能座舱的核心

资料来源：智子实验室、汽车电子与软件、汽车以太网技术研究实验室、华金证券研究所

对比项 Ethernet CAN/FD Flexray MOST LIN

带宽（Mbps） 100/1000/… 5 20 150 0.02

最大节点数 限于端口数 30 22 64 16

传输长度
（m）

15/40/… 110 24 1280 40

网络访问 全双工无竞
争

非破坏性仲
裁

时间触发 时间触发 时间触发

成本 低 低 低 高 非常低

拓扑结构 星、树 总线 总线、星 环、星 总线

标准 IEEE802.3 ISO11898 Flexray联盟 MOST公司 ISO17987

传输介质 UTP/STP/… UTP UTP Optical/UTP 单线

错误检测 强 强 强 强 弱

主要应用 娱乐系统、
ADAS

常规通信 安全相关 娱乐系统 门、座椅

图表67 车载以太网架构 图表68 不同网络系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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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车载以太网渗透率逐渐提升。据Frost＆Sullivan预测，到2020年，40％的汽车销售商会将汽车以太网投入使用，且到2020年，汽车以太

网总端口数将达到3亿个。到2025年，渗透率预计会增加到80％；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数据统计，2021年中国大陆以太网物理层

芯片市场交易规模达38亿元，预计2025年中国大陆以太网物理层芯片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0%以上。 

u 渗透提升带动以太网交换机增长。佐思汽车公布的数据显示，车载以太网需要交换机组网，预计到2028年，平均每辆车使用2-4片以太网

交换机芯片，2-4片物理层芯片。2023年以太网交换机/物理层芯片市场规模大约8亿美元，2028年预计将达到25亿美元。

车载通信（以太网）价值和增量：车载以太网带动芯片/交换机提升

图表69：以太网芯片市场结构 图表70：以太网交换机不同厂商市场情况

资料来源：佐思汽车研究、谈思实验室、裕太微招股书，华经产业研究院、未来智库、华金证券研究所

车载以太网交换机与物理层主要玩家有NXP、Marvell、
博通、Microchip、德州仪器和瑞昱。

厂商 市占率及相关情况

Marvell
约50%，市场占有率最高，高端市场占有率

极高，至少有90%。

NXP
约15%，主要产品是物理层芯片，集中在低

端产品，带宽低，通道数少。

博通 约15%，是网络通信领域霸主，实力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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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车载网关数量四倍增长。网关即网间连接器、协议转换器，CAN通讯架构，中央网关（分布式ECU架构）和服务型网关的中央网关只有1个，

以太网通讯架构，升级到中央计算单元，1个中央计算单元配4个区域网关，分布在车身四角。

u 中央单元网关市场将破百亿。根据恒州诚思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汽车中央网关模块市场规模达到了1177.50百万美元，预计2027年

将达到1540.49百万美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2.26%。传统独立网关的主要供应商包括海外Tier1如大陆、博世、迈隆、联电、李尔等，

国内企业主要有欧菲光、比亚迪、广州华望等。

车载通信（智能网关）价值和增量：网关数量成倍增长，市场破百亿

图表71：车载网关分布 图表72：全球汽车中央网关模块市场销售额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佐思汽车研究、恒州诚思、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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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线束：低压线束+高压线束全放量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华金证券研究所

u 汽车线束是汽车电路的网络主体。将中央控制部件和汽车控制单元、电子电器执行单元、电器件连接在一起，构成汽车的电控系统低

压线束（＜60V），座舱等低压环境，汽车电能、电信号传输，受益智能化+车内通信爆发；高压线束（≥60V），底盘区域，新能源高

压电气系统（动力电池）。

u 高压线束作为电动汽车上动力输出的主要载体：线束可以分为：车身总成线束、发动机线束、仪表板线束、底盘线束、顶棚线束、门

线束等。新能源汽车高压线束系统是电动化下的全新系统，取代了传统车的发动机线束，主要包括高压连接器、高压线缆、充电插座等。

图表73 汽车线束分类 图表74 传统/新能源车用线束对比

                                                    汽车线束分类

产品 功能

车身总成线束
实现了整车电路无触点化及对系统多个负载的控制功能，解决了
线束复杂问题，提高了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电喷发动机线束
采用一束普通导线传输多路信号，实现了对发动机电喷系统多个
负载的控制功能，解决了线束复杂问题

仪表盘线束 线束装配极为方便，工艺性更好

门控系统线束
通过与车身线束的对接，实现了电动玻璃升降、电加热控制反光
镜、电控门锁及扬声器等功能

车顶线束
通过与车身线束的对接，实现了车内顶灯、电动天窗、雨量传感
器及ONSTAR等功能

地板线束
连接四门、驻车、座椅等地板上所有电气件，如门开关、手刹、
安全带预警、座椅调节等

高压线束 新能源车中专用

类型 主要用途

传统车用线束 低压线束为主

低档传统乘用车（10万元车型）

低档传统乘用车（20万元车型）

高档传统乘用车

新能源车用线
束

低压线束

高压线束

高压连接器

高压线缆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

硅橡胶电缆

充电插座
交流充电插座

直流电充电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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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线束：新能源汽车是第二驱动曲线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中国汽车高压线束行业发展趋势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线束世界、华金证券研究所

u 新能源汽车是汽车线束的第二驱动：新能源采用三电系统作为整车的动力来源，车内电压升级至百伏，带来了高压线

束新增量，根据Asserts Strategic Market Research数据，2020~2030年电动汽车是汽车线束的主要应用领域，约占

全球汽车线束总需求的58.21%。

u 线束行业为外资主导，国内高压线束突破：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汽车线束企业CR3为71%，分别为矢

崎、住友和安波福，市场份额为别为30%、24%、17%。目前外资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国内企业（中航光电、瑞可达

以及永贵电器等）主要集中在高压连接器领域，已得到整车厂认可。

30.00%

24.00%

17.00%

6.00%

5.00%
4.00%

3.00% 1.00%

矢崎 住友 安波福 莱尼 李尔 古河 藤仓 裕罗

图表75 新能源三电系统 图表76 2021年线束行业厂商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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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线束价值和增量：价值量提升，空间超千亿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中国汽车高压线束行业发展趋势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华金证券研究所

u 2023年市场空间超千亿：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传统乘用车中低、中、高档车用线束平均价值量分别为2500、3500、

4500元。新能源车用线束平均价值量为5000元。结合2016-2023年汽车产量，可得车载线束历史市场空间。自2020年开

始车载线束市场连续4年保持正增长。2023年市场总额达到1100亿元，同比增速12%。

u 高压线束比重逐年提升：高压线束是新能源汽车产生的增量， 2021年我国汽车高压线束行业市场规模为88.6亿元，较

上年同比增长159.82%;2022年我国汽车高压线束行业市场规模为141.4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59.59%

图表77 2016-2023车载线束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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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8 2016-2022年我国汽车高压线束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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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AR-HUD 产品有望实现弯道超车。融合ADAS的AR-HUD作为未来发展趋势，其核心技术在于成像技术、空   
     间光学和数字显示界面，国内厂商逐渐崭露头角，研发技术持续突破。

u 2022年中国市场乘用车新车搭载HUD约为150.7万台，渗透率逐渐提升；2022年中国汽车HUD市场规模约   
     40.2亿元，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20亿元，渗透率将超过30%。

智慧大灯：AR-HUD有望弯道超车

图表79 HUD技术原理

u 2022年上汽飞凡R7首发搭载华为AR-HUD，实现全球量产

车型最大可视角13°×5°和最高清分辨率1920×730。

u 2022年华阳基于单PGU 设计方案，打造了在体积、显示

效果、BOM成本方面具备优势的双焦面AR-HUD，并获长城

定点项目。

图表80 飞凡R7 AR-HUD平视系统 图表81 华阳双焦面AR-HUD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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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大灯：华为智能光显+智能车灯

u 智能车载光主要包括光源、成像芯片、空间光学、光学算法等技术应用，系列产品包括AR-HUD、智能光显、智能车灯等；

u 华为光场屏引领新一代车内显示创新。华为光场屏具备成像距离远、画幅大、分辨率高等优势，车内投影和光场屏技术，

将带动未来车内显示单车价值量提升，已在华为问界M9首发。

u 激光大灯逐渐成为车厂标配。激光大灯狭窄的光斑，照射力和穿透性极强，照射距离可达传统的两倍，宝马、奔驰、汉

兰达、凯美瑞、凯迪拉克、比亚迪等众多车型逐步标配激光大灯。

图表81 光场屏原理示意图 图表82 不同厂商智慧大灯搭载情况 

厂商 车型 搭载车灯

智己汽车
首款纯电动

车型智己L7

DLP数字投影大灯具备260万像素的投影分辨

率，集成了DMD数字微型晶片以及3 TOPS算

力的AI视觉芯片；ISC智能交互灯组由全车

前后共5000颗LED单元构成，通过高集成度

的独立LED像素点控制。

高合汽车
主力舰车型

HiPhi X、Y、Z

PML可编程智能大灯和ISD智能交互灯，具备

文字、图像及影片的投影功能，以及显示动

态个性化图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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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当前ADB大灯已下探到10-20万元的价格区间，装配AFS功能的车型相对集中于中高端车型，DLP仍以40万元以

上的高配新能源车型为主。

u据统计，近几年我国智能大灯市场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22年市场规模约为181.4亿元，智能大灯市场均价

整体呈下降态势，2022年我国智能大灯市场均价约为2448元/套，其中ADB市场均价约为4130元/套，AFS市场

均价约为1920元/套。

智慧大灯价值和增量：均价下探渗透提升，百亿市场空间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华碧检测、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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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公司看点：炬光科技主要从事光子产业链上游的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元器件和原材料、激光光学元器件领域，并利用自身在上游的技术优势，在泛

半导体制程领域提供中游解决方案，专注大规模、大幅面加工应用场景。激光雷达作为新型传感器拥有巨大市场和应用空间，炬光科技作为高功

率半导体激光产业领先企业，向中游应用领域进行布局，开拓了汽车激光雷达（LiDAR）及智能舱内驾驶员监控系统（DMS）市场。

u 业绩增速：根据公司业绩快报,2023年实现营收5.61亿元，同比增长1.69%；归母净利润约0.9亿元，同比减少约29.44%。炬光科技持续开拓未来市

场和客户群体，导致销售、研发费用都有所增加；

u 投资机会：光纤激光器行业客户价格整体下调幅度较大，市场环境日趋竞争激烈，毛利率有所下降，同时中游领域的产品销量有所增长，炬光科

技持续开拓未来市场和客户群体，盈利预计将有所增长。

图表85 公司营收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86 公司归母净利润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87 公司费用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炬光科技官网、炬光科技财务报表、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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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菱科思：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汽车电子业务重点布局

u 公司看点：菲菱科思主营业务为网络设备、汽车电子等通信相关产品，围绕主营业务，菲菱科思在交换机方面逐步提升中高端交换机的研发综合

实力，在网络设备其他产品方面加快如无线产品、智能终端、光通信等产品线的建设，将汽车电子相关业务作为重点布局的新领域和新业务，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实施和落地。目前，菲菱科思主要营业收入来自国内客户，同时不断拓展海外业务和布局海外市场。

u 业绩增速：2023三季度营收14.9亿元，同比减少18.63%，归母净利润1.215亿元，同比减少22.67%；前三季度管理费用率、销售费用率同比2022年

前三季度小幅度增长，前三季度研发费用率同比2022年前三季度有明显增长，研发投入增大。

u 投资机会：菲菱科思重视费用与成本合理管控，汽车电子领域等新业务贡献业绩持续增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未来业绩向好。

图表88 公司营收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89 公司归母净利润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90 公司费用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菲菱科思官网、菲菱科思财务报表、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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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公司看点：美格智能业务围绕无线通信模组、物联网解决方案、技术开发服务及云平台系统化解决方案。美格智能的主要产品包括无线通信模组

和以模组技术为核心的物联网解决方案。美格智能4G智能模组出货量保持行业前列，是业内首家推出5G智能模组的公司。近期，美格智能推出5G 

RedCap系列FWA解决方案，显著降低5G应用复杂度，快速实现5G网络接入，提升FWA部署的经济效益。

u 业绩增速：2023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5.6亿元，同比减少13.34%，归母净利润6866万元，同比减少43.91%。研发、销售、管理费用率同比2022年前

三季度的费用率都有小幅度上升。

u 投资机会：物联网行业需求减少，美格智能营收受到影响，在车载领域与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紧密合作，算力模组产品加速落地，市场规模有望

进一步增长。

图表91 公司营收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92 公司归母净利润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93 公司费用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美格智能官网、美格智能财务报表、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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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公司看点：光庭信息业务包括汽车电子软件和技术服务及地理信息系统（GIS）行业应用，光庭信息首创“超级软件工场”，运用AI赋能自动驾驶

领域，为车企加快车型量产，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在车内座舱领域，光庭信息推出基于Unreal虚拟引擎设计的全新一代数字化情感座舱。光庭

信息开发多款三维HMI概念座舱原型，与国内外多家OEM伙伴展开相关合作，引领“AI+座舱”模式。

u 业绩增速：2023前三季度营收3.914亿元，同比增加20.54%，归母净利润338.2万元，同比增加274.32%；2023前三季度研发、管理费用率与2022年

同期有所下降。业绩预告报告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400万元到2000万元，同比由盈转亏。

u 投资机会：2023年资产减值等因素对业绩有重大影响，光庭信息积极开拓业务、推行精细管理，2023年单季度毛利率持续增长，盈利水平有所回

升。

图表94 公司营收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95 公司归母净利润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96 公司费用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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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光庭信息官网、光庭信息财务报表、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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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公司看点：永鼎股份最早主营光纤光缆，逐步扩张电力传输业务。公司积极拓展海内外客户，涉及海外工程、汽车产业、超导产业，形成了以通

信科技产业为核心，四大产业齐头并进的产业格局。永鼎股份当前投入研发高速率芯片，近期，镀膜芯片试制成功，发布了 50GHz DWDM TFF，应

用于密集波分复用的薄膜滤波片。永鼎股份基于全产业链战略布局，逐渐形成产业链互补，汽车线束业务发展良好，逐步拓展各类新能源车。

u 业绩增速：2023前三季度营收29.5亿元，同比减少5%，归母净利润8700万元，同比增长7%；前三季度销售、研发、管理费用率同比2022年前三季

度有所上升。永鼎股份公告2023年全年业绩预减。

u 投资机会：永鼎股份2023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减少，光通信板块收入及利润不及预期，超导、芯片板块业务稳步推进，有望进一步打开市场。

图表97 公司营收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98 公司归母净利润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99 公司费用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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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永鼎股份官网、永鼎股份财务报表、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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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公司看点：电连技术专业从事连接器、连接线，天线以及电磁屏蔽产品研发和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智能物联、通信设备及基础设施、

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等领域。电连技术经营的汽车电子产品主要包括射频类和高速类连接器，应用于燃油车及新能源车厂商、自动驾驶电子系统

客户等，可提供包括ADAS 摄像头、激光雷达、智能中控显示、汽车天线等多种车载高频高速连接解决方案。

u 业绩增速：2023前三季度营收22.05亿元，同比减少0.43%，归母净利润2.47亿元，同比减少40.02%%；销售、研发费用率前三季度同比2022年同期

有所增加。

u 投资机会：华为回归和行业景气度回升，手机和汽车业务持续增长，同时汽车连接器产品供应链成本降低，未来盈利能力向好。

图表100 公司营收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101 公司归母净利润与同比增速（亿元,%） 图表102 公司费用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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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电连技术官网、电连技术财务报表、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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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数字化驱动智能汽车发展。①汽车加速数字化，提升企业价值；②智能硬件软件替代传统发动机，

整车价值提升；③智慧交通空间扩大，道路数字化成新趋势。华为汽车构建智能解决方案，以

“平台+生态”战略推动智能化，构建七大解决方案。

u 华为智能造车冲击行业。华为造车致力于三个领域：①智能驾驶聚焦软件、计算平台和传感器；

②智能座舱专注芯片算力、应用和操作系统；③智能网联注重云服务和路侧基础设施。

u 智能化带来价值和增量。①激光雷达&4D毫米波：确定性最强赛道；②车载模组：智能催化5G+智

能模组扩张；③算力芯片：智能推动高性能芯片爆发；④车载通信：大宽带/以太网是必然选择；

⑤汽车线束：新能源驱动的低压/高压全面增长；⑥智慧大灯：智能光源时代开启。

u 建议重点关注：炬光科技、菲菱科思、美格智能、光庭信息、永鼎股份、电连技术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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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智能化解决方案与厂商合作进展不及预期;华为成立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宗旨是不造车，对外提

供智能化方案，为厂商赋能。目前华为已与赛力斯、北汽等厂商合作，但车厂如长安、广汽一

直对合作持谨慎态度，后期合作存在未知性。

u 汽车算力芯片量产风险。算力芯片是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的底座，制程也在向7纳米等高制程演

进，随着车的销量提升，将大大增加芯片的需求量，华为的高端芯片生产仍未完全解决，后期

存在一定的芯片量产不足风险。

u 自动驾驶落地不及预期。华为一直投入高人力、高资金进行自动驾驶研发，目前自动驾驶初期

效果显著，但自动驾驶完全落地一直存在着技术和安全层面的问题，需求政策/法规/技术合力

解决，因此自动驾驶存在落地不及预期的风险。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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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涛：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硕士，十五年通信实业和7年金融从业经验。曾就职于中国电信集团、

方正证券研究所、中航基金专户部、财通证券、太平洋证券等，2018、2021wind金牌分析师，2020年

金麒麟新锐分析师，2021年choice最佳分析师通信行业第一名。

华金证券研究所通信研究团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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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300指数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300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10%；

落后大市 — 未来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300指数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6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300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6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300指数波动。

评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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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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