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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汽车内外饰竞争格局分散，电动智能化有望推升集中
度 
 

汽车饰件属于汽车车身系统，产品种类繁多 

汽车饰件属于汽车车身系统，产品种类繁多。汽车类型按用途划分为商用车
和乘用车，均由动力总成、底盘、车身和电气设备四大系统组成，汽车饰件
总成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的车身系统。汽车饰件分为内饰件和外饰件两类，
内饰件占比较高。汽车内饰件包括仪表板、方向盘、座椅、门内饰板、门立
柱、顶棚、地毯等，汽车外饰件包括保险杠、灯具、后视镜、空调进气格栅、
前格栅、扰流板等。 

电动智能化转型带来新发展 

最初汽车内饰较为“简陋”；1959 年左右开始向复杂、精致提升；1965 年
开始初步电子化，经典 T 型布局基本成型；1998 年开始关注人机关系舒适
性、可视性和驾驶体验；2007 年至今，随着电动化和自动驾驶的兴起，汽
车内饰设计风格向一体化科技感发展。 

汽车“四化”趋势下，汽车饰件不断转型升级，由原来单纯追求装饰转向为
功能与装饰并举，以不断提升驾乘体验。以智能座舱为例，通过将传统汽车
座舱匹配电子化、智能化和网联化的饰件产品，实现人、车、路智能交互以
及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随着汽车从代步工具不断向智能移动空间转
变，汽车饰件产品的电子化、智能化程度将逐步提升，成为了影响消费者驾
乘体验的重要产品。 

市场规模及竞争格局 

市场集中度较低，竞争格局分散。由于汽车内饰件细分产品繁多以及行业参
与者众多，市场集中度较低，呈现高度分散的竞争局面。2022 年，全球汽
车内外饰件（不含座椅及车灯）市场 CR3 为 33.56%；2020 年，国内汽车内
饰件市场 CR3 为 38.65%。 

从全球汽车内饰市场竞争情况来看，全球市场由外资及合资占据主要市场份
额。汽车内饰件行业参与者分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内资企业。由于外资
汽车整车厂很少会更换汽车内饰件供应商，我国本土汽车内饰件企业主要依
赖中国本土自主品牌汽车厂或少数合资汽车厂，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
位。未来，随着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壮大，在成本把控、合作开发及快速响
应方面有显著优势的本土汽车内饰件企业将迎来发展机遇。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新泉股份、岱美股份、华域汽车、宁波华翔、常熟汽饰等。 
 
风险提示：原材料成本超预期上行导致毛利率低预期；产业竞争加剧；汽车
销量不及预期 

  
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元）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24-08-23 评级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603179.SH 新泉股份 33.97 买入 1.65 2.14 2.77 3.52 20.59 15.87 12.26 9.65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注：PE=收盘价/EPS；EPS 为天风汽车团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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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外饰产品种类繁多 

汽车饰件属于汽车车身系统，产品种类繁多。汽车类型按用途划分为商用车和乘用车，均

由动力总成、底盘、车身和电气设备四大系统组成，汽车饰件总成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的

车身系统。 

图 1：汽车组成结构 

 

资料来源：新泉股份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汽车饰件分为内饰件和外饰件两类，内饰件占比较高。汽车内饰件包括仪表板、方向盘、

座椅、门内饰板、门立柱、顶棚、地毯等，汽车外饰件包括保险杠、灯具、后视镜、空调

进气格栅、前格栅、扰流板等。从市场结构方面来看，2021 年我国汽车饰件市场中，内

饰件占比较高，为 55.3%，外饰件占比为 44.7%。 

图 2：汽车内饰件分类  图 3：2021年汽车饰件市场结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1.1. 内饰产品 

汽车内饰是车身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兼具美观性和功能性。汽车内饰是与驾乘人

员直接接触的零部件产品，其在具备美观性的同时，还承担着阻燃、耐光、减震、隔热、

吸音等功能性，能影响人们的驾乘体验。汽车内饰的设计工作超过汽车造型设计工作总量
的 60%，因此是车身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汽车座椅在汽车内饰件中价值量的占比

最大，达到 45%，其次是仪表盘和顶柜，占比分别达到 13%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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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汽车内饰件分类  图 5：汽车内饰件价值量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AutoNewTech 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汽车内饰件包括但不限于仪表板、车门内护板、转向盘、座椅、顶棚、地垫、遮阳板、储

物盒、烟灰缸等，另外还有一些附属设备如音响、空调、通信、电视、照明灯具等。各种
各样的设备，功能、形态与结构相差很大，把它们有机地组合在一起通过设计可以形成一

个统一协调美观的汽车内饰系统。 

 

表 1：内饰产品 

产品名称 产品图示 产品介绍 

仪表板总成 

 

汽车全车操控和显示的集中部分，是汽车上重要的
功能件，位于驾驶员正前方，集成了仪表、电器、
空调、娱乐系统和安全气囊等部件，是汽车内部较
为复杂的内饰件总成。 

门内护板总成 
 

车门内侧集功能、安全为一体的重要饰件产品，其
上集成有扶手、地图袋、喇叭罩、装饰条、门禁把
手、反光片等功能件，在遭遇侧撞时能够对驾乘人
员形成安全保护。 

顶置文件柜总成 

 

主要应用于中、重型卡车，位于驾驶室前上方，由
箱体、箱盖、底板、锁扣等组成，配有储物柜及电
器件等，可提供较大的储物空间。 

立柱护板总成 

 

覆盖于车身侧围立柱的装饰物，用于美化整车内部
造型及保护驾乘人员。汽车内饰的立柱护板系统由
前至后一般包括 A 柱上下护板、B 柱上下护板、C
柱上下护板、前后门槛压板、前后门槛踏板等，还
包括安全带滑动总成等。 

座椅背板 

 

是汽车座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排乘员舱的外观
和功能性影响较大，可以作为载体承载一些功能零
件，来提升座舱装备水平，如桌板，脚托，屏幕，
氛围灯等。 

顶棚 

 

位于汽车乘客舱内部上方的汽车内饰部分，用于保
护车辆内部乘客免于受日晒、吹风和其他外部因素
的影响，提供舒适的乘坐环境。一般由面料层、基
材层和背面无纺布复合而成。其中面料层是面向乘
客的，且对内饰质感有提升作用，一般采用针织面
料、无纺布、TPO、PVC、麂皮及仿麂皮类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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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板 

 

调整阳光对眼睛的照射度，避免阳光干扰驾驶判断
从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同时也能避免阳光直射汽
车内部，具有较好的降温作用，并对仪表盘、真皮
座椅起到保护作用。 

资料来源：新泉股份公司公告、岱美股份公司公告、AUTO 内饰行家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外饰产品 

汽车外饰件主要指前后保险杠、轮眉、格栅、散热器装饰罩、防擦条等通过螺栓和卡扣或

双面胶条连接在车身上的部件。在车身外部主要起装饰保护作用及开启等功能。 

 

图 6：汽车正面  图 7：汽车背面 

 

 

 

资料来源：腾达飞汽车外饰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腾达飞汽车外饰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2：外饰产品 

产品名称 产品作用 材质  

进气格栅 
位于前部车身的格栅是汽车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外部空气流向

发动机舱、降低引擎温度并提高燃烧效率。 
塑料、铝合金等 

前保险杠 
前保险杠位于车辆前部，提供保护并影响车辆整体外观。它可能包括

雾灯、空气进口和防撞梁。 

塑料、聚碳酸酯(PC)、聚丙
烯(PP) 

前挡风玻璃 
前挡风玻璃为驾驶员提供视野，并保护车内免受风雨、虫子和杂物的

影响 
夹层玻璃 

车身板件 
车身板件包括车门、车顶、车厢侧壁、后部车门和后尾门等，构成了

车辆的外部结构 

车身钢板、铝合金、碳纤维
复合材料 

车外后视镜 后视镜用于观察车辆后方的交通情况，通常包括内后视镜和外后视镜 塑料外壳、玻璃 



 
 

行业报告 | 行业深度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7 

 

天窗 
天窗是车顶上的透明或半透明面板，可以打开或固定，增加光线和通

风 
透明玻璃、铝合金 

雨刷器 雨刷器用于清除挡风玻璃上的雨水，提高驾驶可见性 橡胶刮片、金属 

车门把手和门锁 一些多功能车型配备了侧滑门，以便乘客进出车辆 
塑料、金属。 
 

资料来源：汽车测试网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2. 电动智能化转型带来新发展 

 

2.1. 电动智能化转型 

2.1.1. 新势力内饰消费升级 

最初汽车内饰较为“简陋”；1959 年左右开始向复杂、精致提升；1965 年开始初步电子化，

经典 T 型布局基本成型；1998 年开始关注人机关系舒适性、可视性和驾驶体验；2007 年

至今，随着电动化和自动驾驶的兴起，汽车内饰设计风格向一体化科技感发展。 

 

图 8：汽车内饰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普华有策，天风证券研究所 

 

内饰电子化、智能化发展：汽车“四化”趋势下，汽车饰件不断转型升级，由原来单

纯追求装饰转向为功能与装饰并举，以不断提升驾乘体验。以智能座舱为例，通过将传统

汽车座舱匹配电子化、智能化和网联化的饰件产品，实现人、车、路智能交互以及满足消
费者的多样化需求。随着汽车从代步工具不断向智能移动空间转变，汽车饰件产品的电子

化、智能化程度将逐步提升，成为了影响消费者驾乘体验的重要产品。 

图 9：智马达 smart 精灵#1智能化中控屏 



 
 

行业报告 | 行业深度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8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轻量化 

汽车的轻量化 , 指在保证汽车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降低汽车的整车质量。

研究显示, 汽车的质量与其对燃料的消耗量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和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下，轻量化的设计已经在多款车型上有所展现。目前，汽车轻量化

设计中，主要是从结构优化、先进的轻量化制造技术及材料替换三个方面推进。 

图 10：内饰件分类 

 

资料来源：《汽车内饰轻量化工艺研究》黄志亮等，《汽车轻量化之内饰篇》赵志刚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2.2.1. 材料 

汽车内饰材料一般可分为内饰表面材料、内饰骨架材料和内饰缓冲材料等三大类。内饰表
面材料主要应用于汽车座垫、汽车顶篷表面、方向盘和车门。常见的内饰表面材料有天然

皮革、人造皮革, 纤维织物。内饰骨架材料除了传统的金属材料以外, 还有各种成型塑料。

内饰缓冲材料一般都应用于座垫衬里、顶篷衬里、遮阳板等等, 主要采用高分子聚合物材
料。随着市场对汽车轻量化及消费者对环保、安全性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开始涌现出如超

纤皮革、天然纤维加强复合材料等新材料。 

表 3：汽车内饰件材料 

类别  材料 特点  应用范围 

内饰表

面材料 

天然皮革 
卫生性能好, 易保养, 高端大气、生产成本比
较高、质重、单调 

汽车座垫 

(PVC) 人造革 
外观鲜艳、耐磨、耐折、耐酸碱、手感硬、皮
感差、舒适性差、耐老化性能差、气味重 

汽车座垫 

（PU）合成革 
皮革耐磨耐刮性、耐水解性、耐候性等较好, 手
感柔软, 表面真皮感强 

汽车座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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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纤皮革 优良的撕裂强度, 耐磨性, 抗菌和防霉性强 座椅靠背、车门内衬 
针织面料 花纹多样, 美观易清洗 顶蓬内饰 
无纺布面料 绿色环保、良好稳定性、美观性 顶蓬内饰 
PET 面料 成本低, 工艺简单, 环保性好 地毯面料 

复合 EVA 基材地毯 尺寸稳定性好、隔音性能好 地毯面料 

PA 簇绒地毯 
保温、降噪效果更好、表面不起静电、容易清
洗 

地毯面料 

内饰骨

架材料 

PVC 塑料 较高的机械强度, 良好的表面硬度 PVC 塑料方向盘、PVC 塑料内饰衬板 

ABS 及改性 ABS 塑料 质量轻、耐腐蚀、良好的力学性能、设计方便 车门内扶手、换挡手柄头、装饰亮条 

PP 及改性 PP 塑料 抗冲击强度高、易燃烧、低温环境下成脆性 仪表板、车门护板、立柱护板 

天然纤维加强复合材料 高强度、低成本、低密度、环境友好 汽车座椅靠背、车门内衬 

内饰缓

冲材料 

PU 软质发泡材料 良好的弹性, 较强的透气性, 显著的减震作用 座垫内衬、靠枕、顶篷内衬 

PP 发泡材料 
优良的耐热性、显著的隔热性、良好的回弹性、
良好的表面保护性和隔音性能 

门内板吸能保护垫、缓冲垫、防震板 
(垫) 、头枕、坐椅靠背 

资料来源：《现代汽车内饰材料研究》丁晓良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2.2.2. 工艺 

汽车内饰制造过程中涉及的工艺种类多样。不同的车型根据自身的定位会选择不同的工艺，

包括注塑、喷漆、包覆、电镀、烫印、激光雕刻、皮纹腐蚀等工艺, 一个零部件上可能有

两个或以上的工艺。汽车轻量化趋势下，新的制作工艺也被研发出来。 

表 4：汽车内饰件工艺 

工艺 应用范围 特点  

搪塑成型 仪表台 
可设计形状复杂的产品、工艺过程控制简单稳定、工艺控制成
本低, 模具清洗成本低 

TPO 带背泡阴模 仪表台 
皮纹均匀、耐刮擦、耐久性好、气味优良、低散发, 可循环回
收、物理机械性能好 

包覆 仪表台、门板 包括手工包覆、真空吸附、热压成型、压边工艺 (KIMEKOMI) 

INS 嵌片注塑装饰技

术 
内饰装饰件 

可装饰复杂三维表面、图案可设计替换、可在模型腔产生纹理
效果、花纹不变形、颜色稳定、可提供高级电镀效果且污染小 

IMD模内镶件注塑成

型 
内饰装饰件 

纹理立体感强、色彩艳丽、可根据客户要求随时设计和改变纹
理、产品稳定性和耐久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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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印 内饰装饰件 
烫印表面金属效果好, 工艺过程环保, 零件不用分件即可实现
两种效果 

注塑成型 

硬质仪表板本体、吸塑风管和软质

仪表板的骨架及其它大部分相关零

件 

工艺简单，成本低 

EIPP 微发泡注塑工

艺 

内外饰的非外观结构件上，如仪表

板骨架、保险杠支架、门护板支架

等 

可以精确的控制尺寸，可以减轻质量的同时保证材料的强度可
以满足设计要求 

薄壁注塑工艺 汽车保险杠本体 
成本低、可以减轻质量、满足环保要求、工艺相对简单, 可行
性强 

资料来源：《汽车内饰工艺与效果》王璐，《现代汽车仪表板成型与加工工艺技术综述》于广达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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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规模及竞争格局 

3.1. 市场规模 

中国乘用车内外饰件单车价值量逐年增长，2022 年中国乘用车内饰件及外饰件单车价值
分别为 5000 元和 2000 元，华经产业研究院预计 2022 年到 2026 年复合增长率为 1%，

截至 2026年价值量将分别增加到 5203.02 元和 2081.21元。 

随着乘用车的销量逐年增加，对内外饰件的需求也将增长。2022 年全球乘用车内外饰件

市场规模达 4311.91亿元，华经产业研究院预计 2022 年到 2026年复合增长率为 3.02%，
截至 2026 年将达到 4856.86 亿元。中国经济迅速的崛起加上新能源汽车的弯道超车，使

得中国乘用车内外饰行业得到迅速发展。2022年中国乘用车内外饰件市场规模达 1620.12

亿元，华经产业研究院预计 2022 年到 2026 年复合增长率为 3.02%，截至 2026 年将达到

1824.88亿元。 

图 11：2022-2026 中国乘用车内外饰件单车价值量及市场规模  图 12：2022-2026 全球乘用车内外饰件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汽车内饰行业竞争格局分散，市场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市场集中度较低，竞争格局分散。由于汽车内饰件细分产品繁多以及行业参与者众多，市
场集中度较低，呈现高度分散的竞争局面。2022 年，全球汽车内外饰件（不含座椅及车

灯）市场CR3 为 33.56%；2020 年，国内汽车内饰件市场 CR3 为 38.65%。 

从全球汽车内饰市场竞争情况来看，全球市场由外资及合资占据主要市场份额。以供应商

层次划分，汽车内饰件行业参与者分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内资企业。由于外资汽车整
车厂很少会更换汽车内饰件供应商，我国本土汽车内饰件企业主要依赖中国本土自主品牌

汽车厂或少数合资汽车厂，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未来，随着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的

壮大，我国本土汽车内饰件企业将迎来发展机遇。 

图 13：2022 年全球汽车内外饰件市场竞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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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国内汽车内饰市场竞争情况来看，国内市场呈现一超多强。纵观国内市场，本土内饰龙
头企业参与者众多，主要包括华域汽车、宁波华翔、一汽富维、岱美股份、新泉股份、常

熟汽饰等。2013 年华域汽车向伟世通收购延锋汽饰 50%的股权完成对延锋汽饰的全资控

股后，国内汽车内饰行业形成了一超多强的竞争格局。除华域汽车外，其余内饰件企业份

额均不超过 10%，整体格局较为分散。 

图 14：2020 年中国汽车内饰件市场竞争情况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汽车内饰件公司在产品结构上有所不同。部分汽车内饰件公司产品品类较为丰富，如安通
林业务范围包括车顶系统、车门系统、座舱系统、照明系统、电子系统和集成产品；宁波

华翔除了提供装饰条及内外饰件产品外，还提供车身金属件、车身电子等产品。部分汽车

内饰件公司专注细分领域，如继峰股份是全球座椅头枕细分龙头，全球市占率超过 25%。
新泉股份自 2009 年起陆续涉足顶置文件柜总成、门内护板总成、立柱护板总成、流水槽

盖板总成和保险杠总成等产品，仍有较大拓展空间。 

表 5：主要汽车内饰件公司对比 

公司名称 
内饰产品 

主要客户 
仪表板 门板 立柱  顶棚 座椅 其他 

安通林 √ √ √ √  遮阳板、中控台 
宝马、菲亚特、福特、捷豹路虎、奔驰、蔚
来、标致、雷诺、大众等 

弗吉亚 √ √   √ 中控台 
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东风日产、东风本田、
上汽通用、长安福特、北京奔驰、捷豹路虎、
一汽红旗、吉利、比亚迪、蔚来等 

延锋汽饰 √ √    
顶部操控台、硬

质饰条 
大众、通用、奥迪、宝马、奔驰、特斯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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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富维 √ √  √ √ 高架箱 
一汽集团、长城、沃尔沃、奔驰、宝马、蔚
来、理想、小鹏等 

继峰股份     √ 
座椅头枕、座椅
扶手、中控系统 

宝马、奥迪、大众、特斯拉、捷豹路虎、一
汽、上汽、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等 

宁波华翔 √ √ √ √  头枕、风管 
大众、特斯拉、宝马、丰田、沃尔沃、福特、
比亚迪、吉利、奇瑞、蔚来、理想等 

常熟汽饰 √ √ √  √ 
衣帽架、行李箱
饰件、主地毯 

一汽大众、奔驰、宝马、捷豹路虎、上汽通
用、奇瑞、一汽红旗、长城汽车、吉利汽车、
比亚迪、特斯拉、理想、小鹏、蔚来等 

新泉股份 √ √ √  √ 顶置文件柜 

一汽解放、北汽福田、东风汽车、吉利汽车、
一汽解放、北汽福田、上海汽车、奇瑞汽车、
一汽大众、上海大众、广汽集团、比亚迪、
理想、蔚来等 

岱美股份    √ √ 
遮阳板、头枕、
顶棚中央控制器 

奔驰、宝马、福特、通用、大众、上汽、一
汽、东风、长城、蔚来、小鹏、理想等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各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本土汽车内饰件公司营收对比。选取同以仪表板、门板等作为主要产品的一汽富维、宁波
华翔、常熟汽饰、华域汽车进行对比。从收入看，2023年，华域汽车内外饰件收入为1,130.70

亿元，收入体量大；新泉股份、一汽富维、宁波华翔及常熟汽饰的汽车零部件/内饰/饰件

收入分别为 95.07亿元、116.32亿元、114.80亿元和 45.0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51.99%、
5.41%、30.77%和 25.62%，新泉股份营收快速增长。从毛利率看，新泉股份及常熟汽饰

毛利率水平较高且整体保持稳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图 15：四个可比公司收入对比（亿元）  图 16：五个可比公司毛利率对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本土汽车内饰件企业客户结构也有所不同。宁波华翔定位高端化，客户主要为世界主流品
牌的中高端车系，随着新能源时代到来，宁波华翔调整原有客户结构，新能源车企“T 车

厂”2022 年收入占比达 4.08%，已成为公司前五大客户，但传统合资车企仍占据宁波华

翔最大的配套份额。常熟汽饰配套车型以中高端及豪华车为主，通过与国际知名汽车零部
件供应商安通林集团、麦格纳集团等建立合资平台快速进入中高端乘用车市场。新泉股份

则深耕自主品牌，积极拓展合资、外资品牌及新能源领域客户，2022 年国际知名电动车

品牌及比亚迪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25.14%和 3.57%。常熟汽饰和新泉股份客户集中度较高，
前五名客户收入占比在 70%-80%之间，宁波华翔前五名客户收入占比在 40%至 47%之间，

集中度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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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宁波华翔客户结构  图 18：常熟汽饰客户结构 

 

 

 

资料来源：宁波华翔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常熟汽饰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9：新泉股份客户结构 

 

资料来源：新泉股份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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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饰处于产业链中游 

4.1. 产业链 

汽车内饰件行业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供应商，包括聚氨酯、聚丙烯、PVC、TPO、PU

等化工材料，用于制造内饰件的基材和填充物，织物、真皮、人造革等，用于座椅、车
顶棚、门板等的表面材料，以及用于座椅骨架等结构件的金属材料。汽车内饰件行业产

业链中游为零部件、内饰件生产商。汽车内饰件行业产业链下游为汽车整车生产厂、汽

车维修店及汽车零件制造销售商。 

图 20：汽车饰件行业产业链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智研咨询、保隆科技官网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4.2. 相关公司 

4.2.1. 华域汽车 

公司主要业务涵盖汽车内外饰件、金属成型和模具、功能件、电子电器件、热加工件、新

能源等，各类主要产品均具有较高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同时，公司汽车内饰、轻量化铸铝、

油箱系统、汽车电子等业务和产品已积极拓展至国际市场。 

仪表板、汽车座椅、车灯等产品占有率均居于国内前列。内外饰件板块中的仪表板、汽车
座椅、车灯、气囊、保险杠等产品，以及功能性总成件板块中的底盘结构件、传动轴、空

调压缩机、转向机、摇窗机等产品的细分市场占有率均居于国内前列。 

客户资源覆盖面广且结构完善。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公司已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一

汽大众、长安福特、北京奔驰、华晨宝马、东风日产、上汽乘用车、长城汽车、江淮汽车、

广汽集团、北汽集团、吉利汽车、比亚迪、特斯拉上海、奇瑞汽车等国内主要整车企业建

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公司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国内外产业布局，具备产业集群优势。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公

司所属企业在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设立有 356 个研发、制造和服务基地。随着国

际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公司的汽车内饰、轻量化铸铝、车灯和油箱系统等业务逐步开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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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球市场，目前已在美国、德国、泰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墨西哥、加

拿大、南非、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巴西、印度尼西亚、塞尔维亚、马来西亚、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家设立有 100 个生产制造（含研发）基地，为国内外众多整车客户提供优质

的本土化研发和供货服务。 

 

图 21：华域汽车营业总收入  图 22：华域汽车归母净利润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4.2.2. 新泉股份 

公司是汽车饰件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连续十七届（2007-2023 年）被中国汽车报社评定

为全国百家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公司拥有较为完善的汽车饰件产品系列，主要产品包
括仪表板总成、顶置文件柜总成、门内护板总成、立柱护板总成、流水槽盖板总成和保险

杠总成等，并已实现产品在商用车及乘用车应用领域的全覆盖。 

公司已跻身国内第一梯队饰件供应商行列，与一汽解放、北汽福田、陕西重汽、中国重汽、

东风汽车等国内前五大中、重型卡车企业，以及吉利汽车、奇瑞汽车、理想汽车、上海汽
车、一汽大众、上海大众、广汽集团、比亚迪、蔚来汽车、长安福特、江铃福特、长城汽

车、国际知名品牌电动车企业等乘用车企业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积极进行战略布局，设立多个生产制造基地。以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西南地区汽车产业集群为市场基础，结合现有客户生产区域布局，在常州、丹
阳、芜湖、宁波、北京、青岛、长春、鄂尔多斯、长沙、佛山、成都、宁德、重庆、西安、

上海、杭州、合肥、天津、大连、安庆等 20 个城市设立了生产制造基地，大幅提高了产

品供应效率，提升产品准时交付能力，并有效降低产品运输成本。 

把握汽车产业国际领域内的发展趋势，加速全球化。为满足客户需求，公司已在马来西亚
和墨西哥投资设立公司并建立生产基地，并在美国、斯洛伐克设立子公司，培育东南亚、

北美和欧洲市场并推动公司业务辐射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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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新泉股份营业总收入  图 24：新泉股份归母净利润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4.2.3. 宁波华翔 

公司业务主要为乘用车内外饰件、金属件、电子电器件，包括真木、氛围灯透光等装饰条；

主副仪表板、门板、立柱、顶棚、头枕、风管、格栅、加油/充电口盖、电动踏板等内外饰
件；电池包壳体、冷冲压、热成型、天窗转向柱等车身金属件；后视镜系统、CMS 电子

后视镜、线路线束保护系统、高压防护塑料组件等电子和新能源产品等。 

核心客户稳定，客户结构快速迭代。1994 年公司即成为上汽大众一级供应商，随后通过

合资建厂、收购兼并等方式进行快速扩张，以卓越的品质和优质的服务获得了一汽集团、
丰田、宝马、奔驰、福特、通用、沃尔沃、捷豹路虎等高端传统汽车的订单，成为企业稳

定运营和持续盈利的重要基石；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公司在稳定合资车企市场地位的

同时，根据市场变化，快速迭代客户结构，凭借自主开发能力、高质量低成本以及快速响
应能力，迅速切入并不断拓展在自主品牌和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成为了包括 T 车厂、

比亚迪、奇瑞、吉利、理想、蔚来、小鹏、赛力斯等主机厂的重要供应商。 

公司基本完成生产基地全球布局。国内方面，公司已拥有宁波、上海临港、长春、沈阳、

成都、天津、佛山、青岛、重庆、长沙、武汉、南京、合肥等多家生产基地。国外方面，
公司也已建立欧洲（德国、罗马尼亚）、北美（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东南亚（印尼、

越南、菲律宾）多个生产基地。 

 

图 25：宁波华翔营业总收入  图 26：宁波华翔归母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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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4.2.4. 岱美股份 

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的顶棚系统和座椅系统的内饰件，包括遮阳板、头枕、顶棚、顶棚中

央控制器、扶手等汽车内饰产品。公司已与全球主要整车厂商建立了产品开发和配套供应

关系，客户包括宾利、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通用、福特、Stellantis、大众、特斯
拉、Rivian、丰田、本田、日产等国外主流整车厂商，以及上汽、一汽、东风、长城、蔚

来、小鹏、理想、赛力斯、比亚迪等国内优势汽车企业。 

近年来公司的海外业务不断扩大，北美及欧洲地区已成为公司极其重要的目标市场。面对

汽车零部件日益扩大的国外市场需求，公司根据下游整车厂商及其一级零部件供应商的分
布区域，已在美国、法国、墨西哥、越南等地建立起生产基地。针对北美、欧洲、亚洲等

区域市场，先后在美国底特律、德国汉堡、韩国仁川、墨西哥锡劳、日本横滨、捷克布拉

格等主要客户所在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派驻业务和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各区域的市场营
销和技术支持、项目开发和物流配送等服务。目前，公司已构建起覆盖 18 个国家的全球

性营销和服务网络，具备了国内行业中领先的产品全球交付能力。 

 

图 27：岱美股份营业总收入  图 28：岱美股份归母净利润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4.2.5. 常熟汽饰 

公司为国内汽车内饰件行业主要供应商之一，主要产品包括门内护板总成、仪表板总成、

副仪表板总成、立柱总成、行李箱总成、衣帽架总成、塑料尾门、地毯以及模检具、设备

自动化设计制造等。 

公司与德国派格、西班牙安通林、加拿大麦格纳等合作设立联营公司，参股一汽富晟 30%。
在中外双方“技术+市场+管理”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下，公司及合资平台获取一汽大众、

一汽奥迪、北京奔驰、华晨宝马、特斯拉、沃尔沃、奇瑞捷豹路虎、一汽红旗、长城汽车、

广汽、奇瑞、吉利、上汽通用、蔚来、理想、小鹏、极越、零跑、哪吒、小米、广汽新能

源等客户。 

公司已完善布局四个板块、十五个基地，实现区域板块、公司总部双向联动服务机制，及

时响应、快速沟通和准时供货得到了主机厂的一致认可，为公司积累了宝贵的客户资源及

良好的市场声誉。截至 2023 年，公司已拥有常熟、长春、沈阳、北京、天津、芜湖、成

都、佛山、余姚、上饶、宜宾、大连、合肥、肇庆、安庆十五个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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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常熟汽饰营业总收入  图 30：常熟汽饰归母净利润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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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原材料成本超预期上行导致毛利率低预期：上游原材料持续上涨，行业成本上升，导

致毛利承压，影响利润； 

2）产业竞争加剧：随着行业整体产能提升，行业可能面临竞争加剧的风险； 

3）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汽车销量受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行业存在下游需求不

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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