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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数说智能汽车 5 月报之线控底盘： 

One-Box 伯特利市占率提升   

核心逻辑： 

高阶智能驾驶提升，底盘域各组件有望迎来升级。2023 年 L2+级车型占比

6.0%，L2级车型占比为 32.7%；2024年 Q1 L2+级车型占比 8.2%，L2级车

型占比为 34.3%。2024年预计 L2占比为 39%，L2+占比为 13%。底盘域作为

重要的智能驾驶的执行层，线控制动/线控转向/空气悬架分别起到接收电

信号后完成制动/转向/舒适度调节等方面的功能。数据指标选择上，底盘

域各组件渗透率、零部件供应商市占率与客户配套关系是重要指标。 

➢ 线控制动：EHB方案加速推进，配套能力是竞争关键 

线控制动赛道中产品和技术的先发优势决定了客户配套速度，产能建设速

度或决定行业格局。线控制动 EHB 方案中份额的领先是盈利能力提升的关

键；EMB方案为高阶智能驾驶的执行终端，产品落地和产能建设速度成为格

局的核心指标。EHB 各方案均保持渗透率提升，其中 One-Box 逐步成为方

案的主要方案，2024年 Q1 One-Box渗透率为 26.7%，同比+7.7pct，环比

增长 1.4pct；Two-Box渗透率为 15.4%，同比-0.3pct，环比-1.8pct。格局

来看，Two-box方案中博世份额保持领先，市场参与者增加明显；One-Box

方案中弗迪科技产能增长明显，伯特利成长性显著。 

➢ 线控转向：EPS占比保持高位，线控转向尚无法落地 

电动助力 EPS 为目前主要转向方案，2024 年 Q1 渗透率为 98.9%，同比

+0.4pct，环比-0.1pct。目前线控转向系统受制于安全性和法律法规，仍

保留了部分机械件，以保证电子器件失灵时的转向安全。未来的线控系统

将会增加安全冗余，提高控制器在故障诊断和故障处理的能力。增强路感

模拟技术的同时，并从目前的单路感电机增加至双路感电机。低压系统升

级，从 12V提升至 48V，进而转向系统反应速度和灵敏度将进一步提升。 

➢ 空气悬架：国产替代加速，各组件渗透率提升 

2024 年 Q1 空气悬架标配 /选配渗透率为 2.5%/0.9%，同比分别 -

0.1/+0.3pct；电磁悬架标配/选配渗透率为 0.4%/0.3%,同比持平。分价格

带看，30-40 万和 40 万以上仍是空气悬架配置的主要价格带。2024 年 Q1

空气悬架在 30-40 万/40 万以上标配渗透率分别为 10.6%/16.9%，同比

+0.7/-0.5pct。供给单元、MCU等组件供应商中，保隆科技、中鼎股份、经

纬恒润等公司市占率持续提升。 

➢ 投资建议：重点关注线控底盘细分赛道投资机会 

受益于智能驾驶水平的提升，当下时间点线控底盘处于技术升级和渗透率

提升的快速成长阶段，建议关注线控底盘细分赛道投资机会。线控底盘中

主要包括底盘域控制器、线控制动、线控转向、线控油门和空气悬架等组

件。重点关注空气悬架、线控制动、线控转向的投资机会。线控底盘技术

持续迭代，建议关注细分赛道中技术领先的零部件企业。重点推荐伯特利、

拓普集团、中鼎股份、保隆科技等，建议关注经纬恒润。   
风险提示：智能化普及进度不及预期；增量零部件装配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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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化渗透率加速，线控底盘升级正当时 

2023 年城市 NOA元年，高阶智能驾驶方案有望快速落地，2024年 L2+渗透率有

望加速。政策端与主机厂积极配合，共同推进 L2+级别自动驾驶功能落地。2023 年

L2+级别车型占比 6.0%，L2级别车型占比为 32.7%；2024年一季度 L2+级别车型占比

8.2%，L2级别车型占比为 34.3%。2024年预计 L2占比为 39%，L2+占比为 13%，优质

供给增加或逐步成为影响车型销量的原因。（注：L2+标配高速 NOA或 ALC） 

图表1：智能驾驶年度渗透率（分级别） 

 
图表2：智能驾驶月度渗透率（分级别）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中保信，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L2+为标配高速

NOA 或 ALC（自动变道辅助）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中保信，国联证券研究所 

受益于智能驾驶水平的提升，当下时间点线控底盘处于技术升级和渗透率提升

的快速成长阶段，建议关注细分赛道投资机会。线控底盘中主要包括底盘域控制器、

线控制动、线控转向、线控油门和空气悬架等组件。从渗透率和技术成熟度两个维度

来看，线控油门和线控换挡相对成熟，空气悬架技术相对成熟但渗透率较低，线控制

动、线控转向技术成熟度和渗透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时间规划来看，预计 2025完

成智能底盘预控系统方案的落地，2030 年完成一体化集成底盘的应用。后续我们将

通过技术跟踪、数据跟踪等方式判断产品生命周期与渗透率拐点。  

图表3：线控底盘各部分技术成熟度与渗透率对比 

 
图表4：智能底盘发展节奏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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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车端智能驾驶产业链图谱 

 
资料来源：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2. 线控制动：EHB 方案加速推进，配套能力是竞争关键 

线控制动细分赛道中，产品和技术的先发优势决定了客户配套速度，产能建设

速度或决定行业格局。线控制动主要包括 EHB方案和 EMB方案，EHB方案中包括 Two-

Box 方案和 One-Box方案，向 EMB方案过渡有 EHCB方案，目前主要应用的方案为 EHB

的 One-Box 方案和 Two-Box 方案，EHB 方案中份额的领先是盈利能力提升的关键；

EMB 方案为高阶智能驾驶的执行终端，产品落地和产能建设速度成为格局的核心指标。 

图表6：线控制动技术方案迭代路径 

 
资料来源：国联证券研究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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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B方案产能：博世为代表的外资零部件供应商保持领先，国内厂商加大投入快

速推进产线建设。真空助力器是 EHB 方案的核心组件，一套 EHB 方案中只需要一个

真空助力器，故而 EHB 方案产能和真空助力器产能匹配，后续的分析中也将真空助

力器产能作为 EHB 方案的产能。产能来看，博世当前 EHB 方案产能 360 万套，2024

年底预计实现 480万套产能。大陆、采埃孚等国际厂商产能分别为 200万套、354万

套，保持产能上的领先。内资处于产能投入阶段，产线建设速度或成为份额提升的关

键因素。国内供应商中，伯特利产能优势明显，预计 2024H2实现产能超过 340万套，

有望成为国产供应商中产能最大，拓普集团、亚太股份、同驭汽车、拿森科技等公司

均具备较大生产规模，标准化产品销量提升带来的规模效应或帮助利润率稳步上行。 

图表7：国内主要 EHB 方案产能布局  

  主要线控产品 量产时间 国内产能情况 

博世 
IPB（One-Box）、 

Ibooster（Two-Box） 
2019 年 IPB 首次量产搭载 

当前 360 万套，预计 2024

年底实现 480 万套 

大陆 MK Cx（One-Box） 2016 年 MK C1 开始量产 MK C2 年产 200 万套 

采埃孚 IBC（One-Box）、EBS 
2018 年 IBC 在北美开始量产；2022

年第二代 IBC 在上海首发量产 

张家港 300 万套，嘉定 54

万套 

伯特利 WCBS(One-Box)、 2021 年月量产 WCBS 

WCBS 产能 240 万套（30 万

套/条线进行测算），在建

100 万套 

同驭汽车 
EHB(Two-Box)、 

iEHB(One-Box)、 
2020 年 8 月 EHB 量产上车 150 万套 

拿森科技 
NBC(One-Box)、 

NBooster(Two-Box) 
2018 年 Nbooster 量产 规划年产能 300 万套 

拓普集团 IBS Pro(One-Box) 2023Q3 量产 满产 50 万套 

亚太股份 
iEHB(One-Box)、IBS（One-

Box/Two-Box)、eBooster 

2020 年 IBS（Two-Box）量产；2023

年下半年 iEHB(One-Box)量产 
 

 

资料来源：苏州市工业协会，各公司官网，高工智能汽车，盖世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线控制动行业渗透率：线控制动下游以新能源车为主，部分燃油车使用线控制

动。2024 年 Q1 上牌口径新能源渗透率为 36.3%，线控制动渗透率为 42.2%，同比提

升 7.3pct，环比下降 0.5pct。线控制动与新能源渗透率差值 5.8pct，二者差距进一

步扩大。EHB 各方案均保持渗透率提升，其中 One-Box 逐步成为方案的主要方案，

2024年 Q1 One-Box方案渗透率为 26.7%，同比提升 7.7pct，环比提升 1.4pct；Two-

Box 方案渗透率为 14.7%，同比下降 0.3pct，环比下降 1.8pct，主要系自主品牌在线

控制动的选择中更偏向 One-Box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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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线控制动渗透率略高于新能源渗透率 

 
图表9：EHB 方案中 One-Box 逐步成为主要方案 

  

资料来源：中保信，高工智能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Two-box 方案：博世份额保持领先，市场参与者增加明显。Two-box方案中博世

保持市场份额领先，2024 年 Q1 博世市占率为 73.4%，同比下降 3.5pct，环比下降

2.3pct。竞争加剧导致博世在 Two-box份额出现下滑。 

图表10：博世 Two-box 方案市场份额 

 
图表11：除博世外其他厂商 Two-Box 方案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中保信，高工智能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保信，高工智能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One-Box 方案：弗迪科技产能增长明显，伯特利成长性显著。从市占率来看，博

世保持领先，2024年 Q1市占率为 37.8%，同比下降 17.5pct，环比下降 0.4pct，主

要系弗迪科技出货量的提升。考虑到弗迪科技线产品仅面向比亚迪内部供货，剔除弗

迪销量后，2024 年 Q1 博世市占率为 55.6%，同比下降 8.7pct，环比下降 0.1pct。

2024 年 Q1 伯特利市占率为 19.0%，同比提升 7.3pct，环比下降 0.4pct，伯特利在

手订单充沛有望保持市占率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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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One-box 方案中博世和弗迪动力市占率 

 
图表13：One-box 方案中供应商市占率（剔除弗迪） 

  

资料来源：中保信，高工智能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保信，高工智能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电子驻车制动（EPB）渗透率超过 90%，产品成熟度与渗透率保持高位。EPB系统

2024年 Q1渗透率为 92.0%，同比提升 4.8pct，环比提升 1.4pct。 

图表14：电子驻车制动产品相对成熟，渗透率已超过 90% 

 

资料来源：中保信，高工智能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EMB方案技术路线：需要整车完成低压到高压平台升级、电机升级和控制算法升

级。EMB方案需要 42V及以上的直流电源电压，主要系在制动过程中需要更大的制动

力夹紧制动盘，充分保证短距离制动；电机等硬件需要完成更大瞬时功率完成更短时

间的制动行为；执行算法来看，基于制动力的合理化分配和对每个车轮的单独控制均

实现控制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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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EMB 方案需要低压平台完成电压提升 

 
图表16：大陆集团集成制动器的轮毂驱动单元 

  
资料来源：特斯拉发布会，芝能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大陆集团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17：EMB 方案中增加传感器应用 

 
图表18：EMB 方案通过多种算法实现控制能力升级 

 

 

资 料 来 源 ： A Review of Automobile Brake-by-Wire Control 

Technology，Xuehui Hua 等，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 料 来 源 ： A Review of Automobile Brake-by-Wire Control 

Technology，Xuehui Hua 等，国联证券研究所 

EMB产品规划：国内供应商与整车厂协同，研发及量产进度有望实现领先。产品

进度和客户进展来看，国内供应商有望实现进度反超。产品进展来看，外资零部件供

应商将于 2025 年集中量产 EMB 方案，其中布雷博的 EMB 系统 SENSIFY 于 2021 年发

布，预计 2025 年量产；大陆集团的 EMB 系统 FBS 预计 2025 年量产。国内供应商进

展加速，伯特利首轮 EMB功能样件已顺利研制完成，拿森科技、利氪科技、比博斯特

等公司均开始布局 EMB方案。产能方面，伯特利年产 60万套电子机械制动（EMB）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加速推进项目落地，项目建设期为 3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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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主要供应商 EMB 方案产品进度及产能布局  

  布雷博 大陆集团 伯特利 拿森科技 利氪科技 比博斯特 

产品进展 2021 年发布 正在研发 
首轮 EMB 功能样

件完成 
正在研发 正在研发 正在研发 

产线规划 2025 年量产 2025 年量产 
2025 年量产，年

产 60 万套 
— — —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盖世汽车，伯特利可转债公告，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3. 线控转向：EPS 占比保持高位，线控转向尚无法落地 

转向系统升级与自动驾驶级别匹配。转向系统作为底盘的另一核心部分，发展至

今，经历了机械转向系统、液压助力转向系统（HPS）、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冗

余转向系统（RSS）、线控转向系统（SBW）等多个阶段，逐步实现从机械件到电动化

再到智能化的转变，转向系统操作性能逐步提升，集成度、电动化、智能化水平持续

变高。未来，随着自动驾驶渗透率的逐步提升，转向系统将加速向线控转向系统演进。 

图表20：转向系统方案升级路径 

 

资料来源：易车，电动邦，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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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车端智能驾驶产业链图谱 

转向

系统 
细分大类 细分类别 说明 区别 

助力

转向

系统 

机械助力转

向系统 

机械助力

转向 

所有传力的部件则是机械，以驾驶员的体力作为

转向系统主要动力源。 
人力提供转向动力 

动力助力转

向系统 

机械液压

助力 

保留机械助力转向结构，增加了液压泵这个助力

源，由发动机通过皮带驱动。 
液压泵（发动机驱动） 

电子液压

助力 

原理与机械液压助力相似，增加了电机，液压泵

的助力源也由发动机驱动变成了电机驱动。 
液压泵（电机驱动） 

液压助力 
归属于机械液压助力或电子液压助力中的一种，

暂时无法区分其具体类别。 
机械/电子的一类，总体有液压泵 

电动液压

助力 

部分车企为了实现电动助力的随速转向功能，通

过在液压助力系统上增加电磁阀，达到了随速转

向功能的目的，被命名为电动液压助力，其本质

是液压助力。 

液压泵+电磁阀 

电动助力 

与液压助力区别，就是去掉了液压泵这个复杂的

液压机构，纯粹依靠电机产生助力，电机直接对

转向杆或转向拉杆施加助力。 

纯电机驱动（无液压泵 电磁阀） 

电子电传

助力 

原理是线控转向，依靠电子信号完成控制，但出

于安全考虑，现阶段其还不能完全脱离机械结

构，主要是英菲尼迪 Q50 在用。 

纯电机驱动（无液压泵 电磁阀，方

向盘解耦）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PS方案为当下主要转向方案，EPS方案 2024年 Q1渗透率为 98.9%，同比提升

0.4pct，环比下降 0.1pct。根据转向电机布局位置不同包括四种技术方案，包括转

向管柱助力式 EPS（Column-EPS,C-EPS）、小齿轮助力式 EPS(Pinion-EPS,P-EPS）、

双小齿轮助力式 EPS(Double Pinion-EPS,DP-EPS）和齿条式助力式 EPS（Rack-

EPS,R-EPS）。工作原理方面，C-EPS将电机布置在转向管柱上，通过电机的转矩和

驾驶员的转矩共同转动转向管柱实现主力；P-EPS将电机布置在小齿轮和齿条啮合

处；DP-EPS将转向机有两个小齿轮与齿条啮合完成传动；R-EPS将电机直接布置在

齿条上，通过滚珠丝杆和皮带完成传动。 

图表22：EPS 方案持续迭代升级 

 

资料来源：JTEKT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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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EPS 出货量及渗透率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中保信，国联证券研究所 

线控转向系统通过增加安全冗余，增强路感模拟技术，契合整车架构提升环境

电压，保证系统稳定性和系统灵敏度，未来有望完成产品落地。目前，线控转向系

统受制于安全性和法律法规，仍保留了部分机械件，以保证电子器件失灵时的转向

安全。未来的线控系统将会增加安全冗余，提高控制器在故障诊断和故障处理的能

力。增强路感模拟技术的同时，并从目前的单路感电机增加至双路感电机。低压系

统升级，从 12V提升至 48V，进而转向系统反应速度和灵敏度将进一步提升。 

图表24：目前线控转向系统结构 

 
图表25：未来线控转向系统结构 

  

资料来源：智电未来，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智电未来，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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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气悬架：国产替代加速，各组件渗透率提升 

汽车空气悬架核心用途为缓冲地面冲击，改善乘车舒适度。空气悬架通常由 4大

部分构成：空气弹簧、（阻尼可调）减振器、空气供给单元以及传感器/ECU，其中：

（1）空气弹簧：可通过内部气室当中空气的进入与排出调节弹簧长度（车身高度）

与刚度；（2）减振器：通常为阻尼可调减振器，与空气弹簧相配合，根据车厂设计方

案可与空气弹簧相集成（减振器上增加空气弹簧模块）或分离；（3）空气供给单元：

主要包括空压机、储气罐、气体分配阀、空气管路等，用于气体的运输工作；（4）传

感器/ECU：传感器有高度、加速度传感器 2种，与 ECU配合实现根据路况调节空气供

给单元气体输送的效果。 

图表26：汽车空气悬架核心组件 

 
资料来源：汽车维修技术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2024 年 Q1 空气悬架标配/选配渗透率为 2.5%/0.9%，同比减少 0.1pct/增加

0.3pct，环比减少 0.2pct/减少 0.1pct；电磁悬架标配/选配渗透率为 0.4%/0.3%,同

比持平，环比减少 0.1pct/减少 0.2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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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7：空气悬架渗透率 

 
图表28：电磁悬架渗透率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中保信，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中保信，国联证券研究所 

由于空气悬架影响乘驾舒适度，属性上更偏向于增量零部件，所以我们认为分价

格带统计渗透率更加重要。分价格带渗透率来看，30-40 万和 40 万以上价格带仍是

空气悬架配置的主要价格带。2024年 Q1空气悬架在 30-40 万/40万以上标配渗透率

分别为 10.6%/16.9%，同比增长 0.7pct/下降 0.5pct，环比下降 2.1pct/3.1pct。空

气悬架在 25-30万/30-40万/40万以上价格带选配渗透率分别为 3.4%/2.7%/5.3%。 

图表29：分价格带空气悬架标配渗透率 

 
图表30：分价格带空气悬架选配渗透率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中保信，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中保信，国联证券研究所 

空气供给单元、空气弹簧、空气悬架 MCU 为空气悬架的核心组件。分组件市占

率来看，空气供给单元、空气弹簧、空气悬架 MCU 的竞争格局都相对集中。2024 年

Q1空气供给单元采埃孚/大陆集团/AMK分别占据 69.5%/14.9%/12.5%；空气弹簧孔辉

科技/威巴克/大陆集团的市占率分别为 35.9%/30.1%/14.8%；空气悬架 MCU大陆集团

/理想-科博达/马瑞利的市占率分别为 27.4%/24.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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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空气供给单元各公司市占率 

 
图表32：空气弹簧各公司市占率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中保信，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中保信，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33：空气悬架 MCU 各公司市占率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中保信，国联证券研究所 

 

5. 投资建议：重点关注线控底盘细分赛道投资机会 

线控底盘技术持续迭代，建议关注细分赛道中技术领先的零部件企业。重点推荐

伯特利、拓普集团、中鼎股份、保隆科技等，建议关注经纬恒润。 

伯特利：制动行业专家，逐步迭代为线控底盘供应商。伯特利作为国内领先的线

控制动供应商，产品覆盖了 EPB/ESC/线控制动等产品。公司产品矩阵持续拓展，包

括 WCBS2.0产品、线控制动产品和空气悬架产品有望落地，配合 ADAS产品和底盘域

控制器等，产品协同效应持续提升，公司逐步从制动行业专家成长为线控底盘域解决

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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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普集团：空气悬架持续拓展，线控制动进展顺利。空气悬架业务上，拓普集团

一部工厂具备了年产能 50 万套的供货能力，目前已完成第 6 万套空悬系统的出货，

同时二部工厂成立投产后可年产 400 万只空气弹簧。线控制动方面，拓普集团已完

成从 IBS1.0至 IBS2.0版本的迭代升级，优化产品组件和技术路线，性能持续提升。 

保隆科技：空气弹簧及储气罐核心供应商。目前公司空气悬架进入快速成长阶

段，完成在合肥园区二期工厂、上海松江工厂、匈牙利生产园区等区域的产能升级。

产品进展来看，公司持续加大研发 ADAS、空气供给单元产品，有望具备完整的“魔

毯”产品生产能力。 

中鼎股份：收购 AMK后空气供给单元领先，后续有望拓展空气弹簧等产品。AMK

作为领先的空气悬挂供应商，空气供给单元产品竞争能力优势明显，同时子公司鼎瑜

科技主要负责空气弹簧的研发和生产。目前空气供给单元获得多家头部车企订单，空

气弹簧及储气罐产品已获得项目定点，同时公司也在加快布局磁流变减震器项目，项

目产线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中。 

 

6. 风险提示 

1、智能化普及进度不及预期。智能化进展不及预期或影响增量零部件上车速度； 

2、增量零部件装配进度不及预期。空气悬架作为增量零部件，产品的性价比或

影响增量零部件的上车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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