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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数说智能汽车 5月报之智慧光源： 

矩阵式大灯标配率环比提升，AR-HUD华阳份额领先   
核心要点： 

智能化水平提升，光源应用逐步丰富。光源在车端的应用已经逐步从最初

的外车灯延伸至座舱内的各类显示产品，其中 HUD结构向 AR-HUD升级，单

车 ASP 提升带动行业持续成长；ADB 大灯成为大灯重要升级方向，作为实

现 ADB功能主流方案的矩阵式大灯有望带动车灯行业产品持续升级。 

 2024 年 4月矩阵式大灯标配率环比提升 

车灯控制器可融合智驾传感器信息，并结合光源的升级提供智能照明，车

灯交互等功能从而提升行车安全性，目前矩阵式大灯是实现大灯 ADB 功能

的主流方案。2024 年 4 月国内乘用车矩阵式大灯标配渗透率 9.3%，同比

+0.9pct，环比+1.2pct，2024 年 1-4月国内乘用车矩阵式大灯标配渗透率

8.2%，同比+0.2pct，矩阵式大灯标配渗透率稳中有升。 

 国产高端化助力矩阵式大灯标配率提升 

由华为与赛力斯合作的旗舰级 SUV问界 M9于 2023年 12月上市，全系标配

自适应矩阵大灯，售价 46.98-56.98 万元。问界 M9 在 2024 年 2-4 月的上

牌量分别为 0.1/0.6/1.3 万辆，环比呈现快速提升态势。销量的高速增长

带动自主品牌矩阵式大灯标配率快速提升。2024年 2-4 月自主品牌矩阵式

大灯标配率分别为 6.6%/8.9%/10.9%，环比分别-0.7/+2.3/+2.0pct，其中

问界 M9 占自主品牌整体上牌比重分别为 0.2%/0.7%/1.5%，环比分别

+0.2/+0.5/+0.7pct，问界 M9 的放量为自主品牌矩阵大灯标配率的提升提

供强劲增长动能。 

 AR占比快速提升，华阳份额领先 

2024年 4月 HUD标配渗透率为 14.2%，同比+3.75pct，环比+0.59pct；AR-

HUD 占比达到 30.67%，同比+25.14pct，环比+7.26pct；W-HUD 占比达到

69.27%，同比-22.56pct，环比-7.26pct。2024年 4月，华阳集团 HUD市场

份额为 24.85%，同比提升 12.28pct，环比下降 3.14pct；AR-HUD方面，华

阳集团市场份额为 30.06%，同比提升 8.52pct，环比提升 2.16pct，华阳集

团市场份额呈现稳步向上态势。 

 爆款车型带动 AR-HUD渗透率快速突破 

2024年 4月， 10-15万/15-20万/20-25万/25-30万/30-35万/35-40万 

/40万以上 AR-HUD标配率分别为 0.4%/7.5%/4.7%/16.1%/2.5%/0.7%/  

12.6%，同比分别+0.3/+6.3/+3.1/+14.9/+2.0/+0.2/+12.3pct，环比分别 

+0.2/+0.4/-0.6/+10.1/-0.6/-0.6/+6.0pct。AR-HUD标配率在 25-30万、 

以及 40万以上价格带快速提升，主要系小米 SU7、全新极氪 001以及问界 

M9放量。 

 投资建议 

车端光学应用不断丰富、持续升级，我们认为应该重视车端智慧光源时代

带来的投资机会： 

车灯领域重点推荐星宇股份，公司自主及新势力客户持续放量，叠加车灯

产品升级带动公司车灯 ASP 持续提升，收入有望高速成长。HUD 领域重点

推荐华阳集团，公司较早布局 HUD 产品，持续受益于 HUD 渗透率提升，客

户资源丰富，在手订单充沛，有望随下游客户放量迎快速成长。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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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灯：矩阵式大灯标配率环比提升 

1.1 矩阵式大灯标配率环比提升  

汽车灯具可分为照明灯和信号灯。按功能类型划分，汽车灯具可分为照明灯和信

号灯，其中照明灯涵盖前照灯、前雾灯、倒车灯、室内灯、阅读灯等，信号灯涵盖转

向灯、日间行车灯、后雾灯等。前照灯也被称作大灯，即远光灯与近光灯，是汽车行

驶过程中重要的照明装置。 

图表1：车端灯具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之光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智驾水平提升，车灯控制升级带来第二成长空间。智驾的快速发展为车灯升级提

供了软硬件基础，车灯控制器可融合智驾传感器信息，并结合光源的升级提供智能照

明，车灯交互等功能，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性。从功能来看，目前 ADB（Adaptive 

Driving Beam，自适应远光灯）已经实现规模应用，带动汽车大灯单车价值量提升，

驱动行业规模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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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智能化水平提升对于照明系统的要求发生变化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国联证券研究所 

ADB充分与 ADAS结合，完成灯光范围的调节。ADB系统由前视主动安全摄像头、

大灯控制器、光源模组驱动器、光源模组、传输线等几部分组成。ADB能借助摄像头

输入信号，判断前方来车的位置与距离，相应地调整灯光照射的区域与亮度，在满足

驾驶员视野需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行车安全。目前矩阵式大灯是实现大灯 ADB

功能的主流方案。 

图表3：传统远光灯影响他车行车安全性 

 
图表4：ADB 原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爱卡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智能汽车俱乐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2024年 4 月矩阵式大灯标配渗透率环比提升。2024年 4月国内乘用车矩阵式大

灯标配渗透率 9.3%，同比+0.9pct，环比+1.2pct，2024年 1-4月国内乘用车矩阵式

大灯标配渗透率 8.2%，同比+0.2pct，矩阵式大灯标配渗透率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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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矩阵式大灯标配渗透率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中系车型矩阵式大灯标配率有所回升。分派系来看，2024年 4月美/欧/日/中系

矩 阵 式 大 灯 标 配 率 分 别 为 3.4%/12.4%/1.7%/10.9% ， 同 比 分 别 -

0.8/+1.1/+0.1/+0.5pct，环比分别+0.6/-0.1/-0.2/+2.0pct，美系和日系矩阵式大

灯标配率处于较低水平，中系标配率在春节后逐步提升，主要系唐 DM-i、汉 DM-i、

极氪 001 等车型销量增长所带动。中系车型矩阵式大灯标配率高于行业整体，随着

自主品牌持续放量，行业矩阵式大灯标配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图表6：矩阵式大灯各车系标配渗透率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国产高端化助力矩阵式大灯标配率提升。由华为与赛力斯合作的旗舰级 SUV 问

界 M9于 2023年 12月上市，全系标配自适应矩阵大灯，售价 46.98-56.98万元。问

界 M9在 2024年 2-4月的上牌量分别为 0.1/0.6/1.3万辆，环比呈现快速提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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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的高速增长带动自主品牌矩阵式大灯标配率快速提升。2024 年 2-4 月自主品牌

矩阵式大灯标配率分别为 6.6%/8.9%/10.9%，环比分别-0.7/+2.3/+2.0pct，其中问

界 M9占自主品牌整体上牌比重分别为0.2%/0.7%/1.5%，环比分别+0.2/+0.5/+0.7pct，

问界 M9的放量为自主品牌矩阵大灯标配率的提升提供强劲增长动能。 

图表7：问界 M9 百万像素智能投影大灯 

 
图表8：问界 M9 上牌量走势 

  

资料来源：鸿蒙智行，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1.2 多样化灯具标配率逐步提升 

日间行车灯与自动头灯标配率同环比均有所提升。日间行车灯可帮助车辆更容

易在行驶过程中被其他车辆识别，提升驾驶安全性。自动头灯可在驾驶环境变暗且驾

驶员未开启头灯时自动开启大灯，提升在昏暗环境中的驾驶安全性。2024 年 4 月，

日间行车灯标配率 88.7%，同比+0.7pct，环比+0.5pct，自动头灯标配率为 89.4%，

同比+9.3pct，环比+0.7pct。日间行车灯与自动头灯标配率同环比均有所提升。 

图表9：日间行车灯标配率 

 
图表10：自动头灯标配率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转向头灯与转向辅助灯标配率环比微增。转向头灯能够在车辆转弯时随着转弯

方向转动一定角度，从而拓展驾驶员视野并提升驾驶安全性。转向辅助灯能够在驾驶

员转弯时点亮单侧灯泡从而提升过弯安全性。2024年 4月转向头灯标配率 5.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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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0.7pct，环比+0.1pct，转向辅助灯标配率 16.9%，同比-3.2pct，环比+0.7pct。

转向头灯与转向辅助灯标配率同比有所下滑，环比均有所增长。 

图表11：转向头灯标配率 

 
图表12：转向辅助灯标配率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车内环境氛围灯渗透率同比显著提升。触摸式阅读灯可通过触摸方式为车内乘

客提供车内照明功能。车内环境氛围灯作为一种装饰性灯具，具备多种亮度及颜色配

置，可用于烘托车内氛围。2024年 4月触摸式阅读灯标配率为 21.7%，同比+2.1pct，

环比-0.3pct，车内环境氛围灯标配率为 51.2%，同比+8.4pct，环比+0.3pct，车内

环境氛围灯标配率同比显著提升。  

图表13：转向头灯标配率 

 
图表14：触摸式阅读灯标配率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2. HUD：AR 占比快速提升，中系车型标配率持续攀升 

2.1 AR占比快速提升，华阳份额领先 

主驾第一屏是驾驶员获取信息的主要显示载体。主驾第一屏为驾驶员提供前述

关键信息，是驾驶员默认的、最主用、最重要的屏幕。在汽车座舱发展初期，仪表作

为主驾第一屏显示驾驶过程中的重要信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用户的需求变化，主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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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屏也在不断发展，由最初的机械、电气仪表升级为液晶仪表，同时随着辅助驾驶

和娱乐功能的引入，中控屏幕开始作为仪表的辅助成为驾驶员操作和获取信息的重

要显示设备。 

图表15：主驾第一屏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CAICV联盟《HUD打造主驾第一屏研究报告》，国联证券研究所 

安全驱动叠加差异化竞争，HUD有望成为新的主驾第一屏。近两年，HUD作为新

的显示方案快速实现上车应用，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驱动因素： 

1）液晶仪表安全性不足：尽管液晶仪表性能大幅提升，但产品仍位于驾驶员斜

下方，需要驾驶员低头获取信息。根据《HUD 打造主驾第一屏研究报告》：在高速时

速 100 公里/时速度下低头 1 秒行进将近 30 米，在城区复杂路况下以 36 公里/时速

度行驶低头 1S会产生 10米盲行，存在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 

2）主机厂差异化竞争：座舱产品落地后驾乘客易感知，同时可以增加座舱内的

科技感，是自主进行差异化竞争聚焦的主要环节，也是车型销售的重要卖点。 

根据显示方式不同，分为 C-HUD、W-HUD和 AR-HUD。C-HUD是车上最早出现的产

品，C-HUD需要在仪表上方安装一块半透明的树脂玻璃作为投影介质，它的特点是成

本低，可以实现后装，但显示面积偏小，同时还存在二次碰撞危险；W-HUD将图像直

接呈现在前挡风玻璃前方，需要对挡风玻璃进行特殊处理，具有更大的显示面积和更

远的投影距离，整体光学结构较 C-HUD 更复杂；AR-HUD 是在 W-HUD 的基础上将图像

进行增强，同时还可以融入 ADAS 采集的行车信息进行显示，视觉效果更好。 

图表16：C-HUD 示意图 

 
图表17：W-HUD 和 AR-HUD 示意图 

  

资料来源：杨茂华《浅谈 HUD（抬头&平视显示）整车布置设计思路及 

系统解决方案》，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杨茂华《浅谈 HUD（抬头&平视显示）整车布置设计思路及 

系统解决方案》，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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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C-HUD、W-HUD 和 AR-HUD 三种方案对比 
 

项目 C-HUD W-HUD AR-HUD 

视觉显示区域 透明树脂玻璃 前挡风玻璃 前挡风玻璃 

产业应用情况 后装或前装，已量产 前装，已大规模量产 前装，已量产 

优点 
成本低，不需要对前挡风玻璃进

行处理 
成本相对低，显示面积大 

显示面积大，投影距离远，可以

融合 ADAS信息与路况信息 

缺点 显示面积小，存在二次碰撞问题 
需要对前挡风玻璃进行处理，显

示信息相对 AR-HUD少 

需要对前挡风玻璃进行处理，成

本高同时技术难度大 

代表厂商 Navdy 等 华阳、大陆等 华为、华阳、大陆等 

资料来源：CAICV联盟《增强现实抬头显示 AR-HUD白皮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HUD渗透率进入 10%-50%阶段。2024年一季度，HUD标配渗透率达到 12.60%，同

比+2.73pct，渗透率稳步提升。产品结构来看，性能更优且成本逐步下探的 AR-HUD

占比提升明显，2024 年一季度 AR-HUD 占比达到 20.36%，同比+15.14pct；W-HUD 占

比达到 79.09%，同比-13.27pct；作为最早方案的 C-HUD 占比达到 0.55%，同比-

1.88pct，占比呈现持续下滑趋势。 

2024 年 4 月 HUD 标配渗透率为 14.2%，同比提升 3.75pct，环比提升 0.59pct；

AR-HUD 占比达到 30.67%，同比提升 25.14pct，环比提升 7.26pct；W-HUD 占比达到

69.27%，同比下降 22.56pct，环比下降 7.26pct。 

图表19：HUD 渗透率稳步提升 

 
图表20：AR-HUD 占比提升明显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2024 年初以来华阳集团份额提升明显。受益核心客户放量，2024 年 Q1 华阳集

团市场份额提升明显，Q1市场份额为 27.76%，同比+13.96pct，位列行业第一。AR-

HUD 配套方面，华阳集团表现优异，Q1 市场份额为 22.23%，同比+4.81pct，份额提

升明显。 

2024年 4月，华阳集团 HUD 市场份额为 24.85%，同比提升 12.28pct，环比下降

3.14pct；AR-HUD方面，华阳集团市场份额为 30.06%，同比提升 8.52pct，环比提升

2.16pct，华阳集团市场份额呈现稳步向上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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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国内 HUD 竞争格局 

 
图表22：华阳集团 AR-HUD 份额明显提升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2.2 爆款车型带动 AR-HUD 渗透率快速突破 

近几年，W-HUD成本逐渐下探，已经成为了 HUD前装市场的主流方案，C-HUD存

在安全问题已经逐步退出市场，AR-HUD已经处在加速研发阶段，我们认为尽管 W-HUD

是现阶段主流方案，但 AR-HUD 是座舱抬头显示的更优方案，可以将更丰富的行车信

息和路况信息进行融合从而在行车过程中进行安全提示。 

车载 AR-HUD 优势明显。一方面 AR-HUD 相比 W-HUD 有更远的虚像距离，一般可

达到 10-20米，驾驶员对于视场中图像或物体的视觉深度区分能力下降，感觉投影图

像与环境融为一体，减轻眼睛疲劳同时提升驾驶体验感；另一方面，AR-HUD 融合传

感器信息，可将行人、车辆及障碍物呈现在驾驶员眼前，提升车辆在极端环境下的行

驶安全性。 

图表23：AR-HUD 安全辅助驾驶功能 

 
图表24：AR-HUD 雨雾夜视画面显示 

  

资料来源：CAICV联盟《增强现实抬头显示 AR-HUD白皮书》，国联证券研

究所 

资料来源：CAICV联盟《增强现实抬头显示 AR-HUD白皮书》，国联证券研

究所 

AR-HUD 可实现更大的视场角。FOV（视场角）是从驾驶员眼点位置出发到 HUD虚

像边缘的连线夹角，表征图像的大小，其大小决定驾驶员所观看到的场景尺寸。传统

HUD 的水平 FOV一般在 8度以内，而 AR-HUD对 FOV的要求需要达到 10度以上，从而

实现跨车道显示。FOV越大，安全警示信息提示可越早，留给驾驶员反应的时间越充

裕；FOV越小，警示信息提示会变晚，留给驾驶员反应时间变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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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AR-HUD 不同 FoV 覆盖范围示意图 

  

FOV 13°× 5° FOV 10°× 3° 
 

资料来源：CAICV联盟《增强现实抬头显示 AR-HUD白皮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爆款车型带动 AR-HUD渗透率快速突破。2024年 4月， 10-15万/15-20万/20-

25 万/25-30万/30-35万/35-40万/40万以上 AR-HUD标配率分别为 0.4% / 7.5% / 

4.7% / 16.1%/ 2.5% / 0.7% / 12.6%，同比分别+0.3 / +6.3 / +3.1 / +14.9 / 

+2.0 / +0.2 / +12.3pct，环比分别+0.2 / +0.4 / -0.6 / +10.1 / -0.6 / -0.6 

/ +6.0pct。AR-HUD标配率在 25-30万、以及 40万以上价格带快速提升，主要系小

米 SU7、全新极氪 001以及问界 M9放量。 

在 25-30万价格带，2024年 4月 AR-HUD标配率为 16.1%，环比+10.1pct，其中

极氪 001/小米 SU7占该价格带销量比重分别为 9.6%/4.9%，环比分别+5.6/+4.7pct，

极氪 001与小米 SU7为 25-30 万 AR-HUD标配率的增长贡献主要增长动能。 

在 40万以上价格带，2024 年 4月 AR-HUD标配率为 12.6%，环比+6.0pct，其中

问界 M9 占该价格带销量比重为 10.9%，环比分别+5.5pct，40 万以上价格带 AR-HUD

标配率的提升主要由问界 M9的放量所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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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AR-HUD 各价格带标配渗透率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2.3 自主品牌车型 AR-HUD 标配率持续攀升 

自主品牌车型 AR-HUD 标配率持续攀升。分派系来看，2024 年 4 月欧/中系 AR-

HUD 标配率分别为 0.5%/7.4%，同比分别-0.1/+6.4pct，环比分别-0.3/+2.1pct。中

系 AR-HUD 标配率快速攀升，欧系 AR-HUD 标配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美系与韩系车型

尚未配备 AR-HUD。 

图表27：AR-HUD 各车系标配渗透率 

 
资料来源：高工产研，国联证券研究所 

 

3. 光场屏：突破空间限制，产业化进程有望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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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华为引领，光场屏有望破局 

华为发布全新车载娱乐屏品类 HUAWEI xScene 光场屏。在 2023年 4月 16日举

办的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发布会上，华为首次发布全新车载娱乐屏品类-光场屏，

该产品采用独创的光学引擎技术，首创大画幅、景深感、低晕动、眼放松的极致体验，

大幅提升车内视觉感知，实现 3米远距成像，40英寸超大画幅，90PPD超视网膜级清

晰度，将沉浸的私人影院装进车内。从产品定义来讲，光场屏主要服务于乘客，华为

发布的光场屏形态包括椅背款、头枕款和副驾款。 

图表28：HUAWEI xScene 光场屏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市场，国联证券研究所 

光场屏可以突破座舱空间限制。光场屏的基本原理是光场折叠技术的应用，通过

多次折反射和高精度曲面镜集成实现拉远成像。具体来看，光线从像源屏出发，经过

物理镜面透反屏幕的一次折射到高精度曲面镜，曲面镜将全部光线再度折射到透反

屏幕，此时光线穿过透反屏幕聚焦后射入人眼，根据虚像成像原理，人眼沿着光线的

反方向看过去，会在曲面镜后方的远方位置看到一个大屏幕，此时实现“图像拉远放

大”的观看效果。 

图表29：光场屏基本原理 

 
资料来源：CAICV联盟《车载光场屏白皮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车载光场屏实现远距观看，保护乘客眼睛健康。光场屏可在乘客眼前 3m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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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35英寸以上的画面，同时光场屏内部的黑腔结构隔绝了图像与外界环境的直接

接触，可以为后排乘客提供影院级的观影体验。3m 左右的视距图像对比近距离观看

也可以大幅降低眼睛疲劳，根据《车载光场屏白皮书》，多个权威眼科医院的临床测

试验证了次理论的正确性，光场屏对比液晶屏幕可降低睫状肌调节力 96%，可较好的

保护乘客的眼睛健康。 

车载光场屏保证运动信息一致，降低晕车感觉。光场屏拉远成像实现核心视觉范

围内画面处于远焦面，可清晰感受运动状态，眼耳感知同步，保证大脑接受的都是“运

动”信息，可有效缓解晕车。根据《车载光场屏白皮书》，光场屏的缓解晕车效果经

过权威机构的测试验证，通过主观体验及客观脑电仪测试，晕车系数对比液晶屏可以

下降 35%，对比 VR眼镜可以下降 90%。 

图表30：行车过程近距观看图示 

 
图表31：行车过程拉远成像图示 

  
资料来源：CAICV联盟《车载光场屏白皮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AICV联盟《车载光场屏白皮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车载光场屏可以提升主驾安全性。光场屏通过虚像原理成像，只有坐在正位的乘

客可观看，超过观看角度 20度以上就不能获取完整图像，能极大程度减少驾驶员位

置的光污染和驾驶干扰信息，确保驾驶员集中精力保障驾驶安全。 

车载光场屏可提升座舱内应用体验。在汽车座舱“第三空间”属性越来越强的背

景下，光场屏可以在观影、商务办公、游戏娱乐等方面为乘客提供更好的体验。例如

当后排乘客有办公需求时，光场屏可以为其提供清晰、不晕车的画面，同时还可凭借

其成像特性保证只有乘客可看到屏幕，满足对于个人隐私保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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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商务办公场景 

 
图表33：车载游戏场景 

  
资料来源：CAICV联盟《车载光场屏白皮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AICV联盟《车载光场屏白皮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3.2 本田跟进光场屏配置，线下体验渠道扩张 

本田新品牌车型配备华为光场屏。2024年 4月 16日，本田发布全新品牌“烨”，

首发三款车型烨 P7、烨 S7与烨 GT CONCEPT，其中烨 GT CONCEPT 在副驾位配备有华

为光场屏产品。光场屏有助于车型实现差异化竞争，搭载车型有望起到示范效应，并

带动更多车企跟进光场屏配置，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智能驾乘体验。 

图表34：烨 GT CONCEPT 搭载华为光场屏产品 

 

资料来源：本田中国发布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携手经销商，光场屏线下体验渠道扩张。2024 年 4月 24 日，华为举办 2024华

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发布会，提出将与国内经销商合作并在线下门店展示光场屏产

品，全国 100+家 4S店均可体验。线下体验渠道的扩张能够进一步加强消费者对光场

屏的认知，有望带动光场屏后续搭载车型销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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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华为光场屏可在全国 100+家 4S 店进行体验 

 

资料来源：2024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发布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4. 投资建议：重点关注智慧光源各环节投资机会 

星宇股份：优质客户放量，产品结构持续升级。公司积极拓展自主及新势力客户，

优质车型销量的高增带动公司车灯产品放量。行业内自主品牌较合资品牌更倾向于

使用 ADB大灯，带动 ADB大灯需求不断增长，叠加问界 M9 的 DLP大灯配套项目逐步

放量，公司车灯 ASP有望持续提升。随着优质客户的放量以及产品结构的升级，公司

收入有望高速成长。 

华阳集团：HUD优势明显，有望迎订单收获期。公司在 HUD 领域布局较早，HUD

放量过程中持续受益，HUD 及 AR-HUD 市场份额位列行业前茅。目前公司客户涵盖长

城、长安、奇瑞、北汽、理想、极氪、赛力斯、广汽埃安、蔚来、比亚迪等，在手订

单充沛，有望随下游客户放量迎快速成长。 

 

5. 风险提示 

1、下游需求不及预期。下游汽车消费需求不及预期将影响车灯企业产品的放量； 

2、行业竞争加剧风险。行业竞争加剧将影响车灯产品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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