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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汽车座椅龙头，座椅业务放量+格拉默盈利修复可期 

公司是全球汽车座椅头枕细分龙头，2019 年收购商用车座椅龙头格拉默，成为

Tier 1汽车座椅总成供应商。得益于格拉默的赋能、公司在研发领域的持续投入

和客户的稳健拓展，乘用车座椅订单充足并持续放量，规模效应将凸显，业绩确

定性较强。此外，随着美国 TMD 的出售（2024 年利润端暂时承压）、格拉默进

入深度整合和钢材价格回落，格拉默利润有望得到修复，因此我们预计 2024-2026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63/8.11/12.99亿元，对应 EPS分别为 0.05/0.64/1.03元/股，

当前股价对应 2024-2026年 PE 分别为 237.8/18.5/11.5 倍，维持“买入”评级。 

 乘用车座椅千亿赛道，公司把握机遇成功实现破局 

汽车座椅为汽车单车价值量较大的零部件之一（ASP 超 4000元），而在安全性+

舒适性+轻量化+智能化的四大趋势下，乘用车座椅市场规模仍可持续提升，预

计 2027 年全球/国内空间分别达 3379/1128 亿元。竞争格局方面，乘用车座椅行

业进入壁垒较高，主要被安道拓、李尔等外资企业垄断，而我国自主供应商受益

于电动智能化带来的国产替代机遇，凭借服务效率+成本优势+产品力通过新势

力客户进入乘用车座椅赛道。公司通过并购格拉默，获技术+品牌+客户资源赋

能，先后斩获蔚来、理想等新势力车企定点，实现乘用车座椅总成业务破局。截

至 2024H1，公司已累计获 18个订单，涵盖新势力、传统主机厂和高端合资品牌。 

 美国 TMD出售、降本增效措施持续推进，格拉默业绩有望持续上修  

（1）剥离美国 TMD：2024H1美国 TMD净利润为-0.97 亿元，为北美格拉默的

主要亏损来源，近日公司成功出售 TMD LLC，预计短期对公司业绩造成亏损，

长期将改善格拉默的盈利能力。（2）积极降本增效：公司对格拉默从采购、产能

布局、管理运营、财务等方面积极推进降本增效措施，2024Q2 格拉默净利率同

环比分别提升 1.18pcts/1.65pcts。随着格拉默整合进入“深水区”、原材料价格回

落和海外市场的缓慢复苏，其盈利能力有望持续上修。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下游客户放量不及预期。 
 

财务摘要和估值指标  
指标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7,967 21,571 23,944 27,735 32,100 

YOY(%) 6.7 20.1 11.0 15.8 15.7 

归母净利润(百万元) -1,417  204 63 811 1,299 

YOY(%) -1221.6 114.4 -69.1 1187.2 60.2 

毛利率(%) 13.1 14.8 14.8 15.7 16.8 

净利率(%) -7.9 0.9 0.3 2.9 4.0 

ROE(%) -38.7 4.7 1.4 15.5 19.9 

EPS(摊薄/元) -1.12  0.16 0.05 0.64 1.03 

P/E(倍) -10.6  73.5 237.8 18.5 11.5 

P/B(倍) 4.3 3.7 3.6 3.0 2.4  
数据来源：聚源、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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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继峰+格拉默协同发展，成就国内汽车座椅自主龙头 

1.1、 近三十年磨一剑，铸就全球座舱内饰件领先品牌 

继峰股份总部位于宁波，致力于提升座舱内部舒适性体验，产品涵盖乘用车和商用

车两大领域，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座舱内饰件供应商，全球座椅头枕市占率超 25%，

在全球 20个国家拥有 14个研发中心和超过 80家控股子公司。 

1996-2015 年，起步阶段，主要客户为 Tier 1。公司成立于 1996 年，前身为岱山继

峰汽车内饰件厂，2001 年更名为宁波继峰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专注于乘用车座椅

的零部件领域。公司主要作为 Tier 2为江森自控、李尔集团、佛吉亚等 Tier 1 供货，

但凭借技术+质量+成本优势成为一汽大众的座椅头枕配套供应商。 

2015-2019 年，公司持续拓展整车厂客户。2015 年，公司于上交所主板上市，并逐

步为一汽大众、华晨宝马、东风雷诺、东风本田、长安福特、北京奔驰等整车厂直

接供货。同时，公司直接与吉利、长城、比亚迪等主机厂联合开发，并通过德国继

峰和宁波继峰参与大众、宝马、保时捷、福特等知名车企的同步开发和配套。 

2019-2023 年，成功并表格拉默、拓展乘用车座椅总成业务。2019 年，公司完成对

格拉默的收购，业务拓展至乘用车座椅和商用车座椅两大领域，完成全球生产、销

售和研发网络的布局，发展为国内少数能同时在全球范围为欧系、美系、日系及自

主品牌配套的汽车座椅供应商。同时，公司抓住电动智能化带来的结构性机会，拓

展乘用车座椅总成业务，客户从新能源车企拓展至传统高端合资、国内传统自主车

企，并实现在传统燃油车领域的突破，获蔚来、理想、奥迪、一汽大众、德国大众

等车企的订单，首个项目定点已于 2023年量产。 

图1：砥砺前行，继峰股份持续扩大业务版图，业务拓展至乘用车座椅和商用车座椅领域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公司为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高，利于治理和经营决策。截至 2023年年底，创始人

兼董事长王义平先生与其家族为公司实控人，合计间接持有公司 53.49%的股份。具

体而言，三位实控人通过宁波继弘和宁波东证继涵间接持股 40.84%；此外，邬碧峰

女士通过 WingSing 间接持股 12.65%。继峰股份通过其子公司继烨贸易、继烨（卢

森堡）和继烨（德国）间接持有格拉默公司 88.11%的股份，从而实现对格拉默的控

制。一方面，由于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继峰本部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经营效率会

更高；另一方面，公司已于 2023 年任命李国强担任格拉默全球 COO，对海外格拉

默的经营管理效率进行优化，加速格拉默的深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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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公司股权结构较为集中，利于提高效率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1.2、 战略并购格拉默后，多方面协同效应显现 

继峰股份作为“白衣骑士”成功并购格拉默，彰显公司的战略远见。2016年，Hastor 

家族旗下的企业与格拉默的主要客户大众、戴姆勒等产生重大诉讼纠纷， Hastor家

族逐步增持格拉默股份至 20%左右，并借此试图对格拉默日常经营施加影响。同年，

继峰股份作为“白衣骑士”，协助格拉默稳定其股权结构；历时 3年，格拉默通过认

购格拉默的强制可转债、二级市场增持股权、要约和协议收购股权、发行可转债&

股份&支付现金的方式完成了对格拉默的收购，从而间接持有 Grammer 84.23%的股

权，并于 2019年第四季度纳入合并报表。而并购格拉默后，双方在业务、产能、研

发、管理等方面实现相互赋能。 

格拉默成立于 1880年，是商用车座椅标准的制定者，其产品在舒适性、安全性、人

体工程学、用户友好等层面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农业、建筑机械、

叉车、卡车等商用领域座椅。格拉默在越野车座椅领域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也是非

道路机械、卡车、客车、火车等座椅品种的最大供应商之一，因此可为公司在技术、

品牌、客户、产能资源上充分赋能。 

（1）产品端：乘商并举，逐步外延拓展高附加值产品。2019 年之前，公司的主要

产品为乘用车头枕、头枕支杆和扶手。2019 年，公司通过收购格拉默，其产品拓展

至乘用车座椅头枕、扶手、中控系统、内饰部件、创新性的热塑解决方案及商用车

座椅等领域。此后，公司进一步延伸产品线，推进了电动出风口、隐藏式门把手和

车载冰箱业务。 

（2）客户端：互相赋能，双方客户结构持续优化。乘用车方面，在格拉默的技术+

品牌+客户赋能下，截至 2024H1，公司已获得 18个新项目定点，实现合资品牌、新

造车势力龙头企业、国内传统造车龙头企业等多样化客户布局。商用车方面，公司

客户覆盖卡车、房车、农业机械和建筑机械等领域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同时，格拉

默在继峰本部的协助下逐步展开与国内大型重卡生产厂商的合作，持续获得包括一

汽青岛、一汽解放、福田、陕汽和沃尔沃在内的客户订单，在国内重卡市场的份额

持续提升至 10%（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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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公司以乘用车座椅为主要业务核心，积极拓展新产品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格拉默官网、开源证券研究所（注：2023年数据） 

（3）业务布局端：业务拓展至 20个国家，实现全球化布局。截至 2023年底，公司

已在中国、印度、美国、墨西哥、巴西、比利时、德国、捷克、土耳其等 20个国家

建立 14个研发中心和超过 80 家控股子公司，并形成全球生产、物流和营销网络，提

升快速响应能力。通过产品和市场的优势互补，客户基础的整合以及销售渠道的渗

透，公司的全球化布局初具规模。 

图4：并购格拉默后，公司实现全球化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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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格拉默深入整合+乘用车座椅放量，盈利水平持续上修 

随着格拉默深度整合措施的推进和乘用车座椅订单的持续量产交付，公司业绩预计

将稳步提升。（1）2011-2018年：稳定增长期。公司以乘用车头枕、头枕支杆和扶手

为主要业务，发展较为稳定。2011-2018 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CAGR）分别为 24.30%和 11.83%，期间增速偶尔出现波动，主要系我国汽车行业

周期的影响。 

（2）2019-2022年：并购转型阵痛期。2019年，公司收购格拉默并完成并表，营业

收入大幅提升至 180.01 亿元，追溯调整后的合并报表同比增长 147.19%，格拉默分

部贡献了合并报表总收入的 88%，成为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归母净利润实现 2.98

亿元，调整前同比-1.55%，调整后同比+80.51%，继峰本部为主要的利润来源，格拉

默对公司利润有所拖累。2020 年，受突发疫情的影响，公司及下游客户在全球范围

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停工停产，业绩明显下滑，归母净利润同比降 186.74%，出现负

值。2021 年，虽然全球出现新冠疫情反复、汽车“缺芯”和大宗原材料涨价等多重

考验，但公司依旧积极推进资产整合，一方面关闭无效工厂、合并生产基地，另一

方面实施降本增效、联合采购策略，同时双方互相导入新客户并共享资源，继峰本

部协助格拉默与国内大型重卡厂商合作，继峰本部利用格拉默的技术和资源获蔚来

汽车的座椅订单，实现 0到 1 的突破，营收实现正增长，归母净利润扭亏。2022年，

受欧央行加息的影响，公司对长期资产（含商誉）计提减值，同时乘用车座椅前期

投入费用较高，利润端明显承压，但收入端依旧保持稳定增长。 

（3）2023年至今：乘用车业务逐渐放量，格拉默整合进入“深水区”。2023年，全

球经济回暖、供应链趋稳，公司持续推进业务，并实现乘用车座椅首个定点量产落

地，贡献收入 6.55亿元，业绩持续上修，2023年营业收入实现 215.71亿元，同比增

20.06%，同时公司积极落实价格补偿机制，持续降本增效，归母净利润实现扭亏。

2024H1，公司乘用车座椅新增量产项目，实现收入 8.97 亿元，同比增速超 700%。

欧洲受下游汽车需求影响，收入同比下滑 12%，商用车收入同比-20%，格拉默分部

整体收入出现下降，利润有所下滑。随着格拉默进入整合“深水区”、乘用车座椅业

务规模效应逐渐凸显，公司盈利水平有望持续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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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受宏观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收购格拉默的阵痛期较长 

 

数据来源：Wind、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6：格拉默收入拆分 

 

数据来源：格拉默官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公司在稳定主营业务的同时，持续拓展新业务线。2019年前，公司主营乘用车头枕、

扶手、支杆等内饰产品。公司并表格拉默后，产品结构优化，横向拓展商用车座椅

总成业务，纵向拓展乘用车中控及其他内饰件等产品。同时，公司业务逐步向高单

车价值量的总成部件和电动智能化方向发展，（1）高单车价值量总成部件：2023年，

首个乘用车座椅总成实现量产交付；2022 年，车载冰箱产品（集成扶手和中控）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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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定点，2024年上半年已贡献收入；（2）电动智能化方向：2023年公司隐藏式电

动出风口产品实现收入 2.81 亿元、隐藏式门把手已获不同客户项目定点，2024H1

已完成布局并投入建设中。收入端，2023年公司乘用车中控及其他内饰件/商用车座

椅总成/乘用车座椅头枕/乘用车座椅扶手/乘用车座椅总成的收入分别占总营收的

34%/30%/22%/10%/3%，乘用车中控及其他内饰件和商用车收入贡献最多。 

图7：公司持续拓展新业务线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高成本拖累净利率，降本增效措施持续发力。外部环境方面，由于全球新冠疫情、

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冲突，部分地区供应链出现中断、同时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格拉默公司层面，部分工厂产能利用率出现波动，人工和采购成本持续上升。

综上，合并报表后，各产品的毛利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格拉默开始全面

实施降本增效措施，开展调整产业布局、加速供应链管理、深化工厂 VAVE（价值分

析与价值工程）等举措。2023 年，乘用车中控及其他内饰件毛利率有所提升，同比

+0.59pcts，综合毛利率同比+1.67 pcts至 14.75%，净利率转正。 

图8：并购后，各产品毛利率出现下降  图9：近年来整体盈利能力呈现上修趋势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期间费用率维持在 14%左右，费控水平良好。由于海外利率持续上行导致利息费用

增加，格拉默的财务支出较高，从而拖累了利润率，而公司上市以来费用管控良好，

期间费用率维持在 14%左右。格拉默并表后，管理费用率一度显著上升，经各项整

合措施已回落到较低水平。随着格拉默降本增效措施的持续推进，经营和管理效率

有望稳步提升，进而推动费用率进一步下降，并持续修复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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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格拉默的财务支出较高  图11：公司整体费用控制维持在 14%左右 

 

 

 

数据来源：格拉默官网、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2、 乘用车座椅行业：千亿空间与高集中度下的国产化浪潮 

2.1、 乘用车座椅价值量大、产业链长、工艺复杂 

汽车座椅是整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价值量较大。汽车座椅作为整车内饰的核心组

件，不仅对驾驶体验和安全性至关重要，其价值量也占据了汽车内饰成本的 45%。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座椅是价值量最大的零部件之一，其在整车成本中的比例达到

3-5%，重量占整车的 6％左右，居于重要地位。 

汽车座椅覆盖的产业链较广，骨架&机械部件、发泡、面套为主要组成部分。汽车

座椅主要由骨架、发泡、面套、电机、滑轨和调角器等机械部件组成，其中骨架是

其结构的基础，支撑座椅重量、承担驾乘人员在行驶过程中施加的压力；发泡提供

良好的支撑和缓冲效果；面套提供外观和舒适的触感，同时可保护座椅内部的发泡

材料并延长其使用寿命；座椅电机为电动座椅的调节机构提供动力；滑轨、调角器、

调节器等机械部件负责调节座椅角度和高度。从成本端来看，骨架&机械部件、面套、

发泡成本占比分别为 36%/25%/17%，合计近 80%，是汽车座椅重要的组成部分。 

表1：汽车座椅的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 介绍 示意图 原材料 BOOM 成本占比 

骨架 
通过骨架结构的设计和材料的选择使座椅能够承受一

定的载荷，给驾驶员和乘客提供安全、有效的支撑。  

钢、铝、镁、玻

纤/碳纤塑料等 
15% 

发泡 
坐垫和靠背内使用的泡沫使驾乘人员对座椅产生直接

触觉反馈，直接感知座椅的乘坐舒适性。  
MDI、TDI 等 17% 

面套 

包裹在座椅总成表面的材料，直接与驾乘人员的身体接

触，对座椅泡沫有保护作用，且能直接体现出设计者的

设计意图。 
 

皮料、化料等 25% 

头枕 

舒适性和安全性的辅助装置，在汽车受到冲撞时，保护

驾乘人员的头、颈椎部位不受损伤，头枕的强度须满足

骨架强检法规的要求。 
 

钢材、塑料粒子、

化工原料、面料

等 

/ 

扶手 
可以搭配存储、充电表面和集成触摸屏等来控制车内其

他功能  

钢材、塑料粒子、

化工原料、面料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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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介绍 示意图 原材料 BOOM 成本占比 

电机 为电动座椅的调节机构提供动力，多采用双向电机。 
 

钢材、铝锭、漆

包线、塑料等 
10% 

机械部件 

固定座椅的关键部件，包括滑轨、调角器、调节器和锁

止机构，起到调节座椅前后或上下位置及调节靠背仰角

等作用，可将座椅调节至最适合个人使用的高度、倾斜

度等位置。 
 

钢、铝等 21% 

数据来源：延锋官网、《对汽车座椅设计的探讨》符大兴、盖世汽车社区公众号、亚洲新能源汽车网公众号、明新旭腾公司公告、继

峰股份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2：汽车座椅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明阳科技公司公告 

汽车座椅的生产流程较长，且工艺复杂。汽车座椅的生产流程主要包括：骨架的制

作、海绵发泡体、面罩、座椅装配的生产工艺和最后的检测试验。（1）骨架环节，

焊接是汽车座椅生产中主要的连接方式，必须严格遵循生产工艺的要求。（2）发泡

环节包括模具和模架的设计、以及配方技术，例如慢回弹泡沫配方用于头枕，能在

碰撞时迅速吸收冲击能量，并在之后缓慢释放，减轻乘员头部的撞击伤害。（3）面

罩环节涵盖皮革鞣制、涂饰、裁切等工艺，此外先进技术包括无铬鞣制和低 VOC排

放技术。（4）座椅总成环节，需要整合零部件、确保匹配并实现整体性能，而乘用

车座椅还需满足市场对舒适性、智能化等多方面的要求，对技术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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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汽车座椅生产流程较为复杂 

 

资料来源：AUTO 内饰行家公众号、开源证券研究所 

2.2、 四大驱动力推动乘用车座椅行业有望达千亿空间 

在安全性+舒适性+轻量化+智能化的趋势下，汽车座椅单车价值量明显提升。据观研

天下数据，2020年我国汽车座椅平均单车价值量（ASP）为 3064元，随着汽车向轻

量化和电动智能化发展，汽车座椅需求日益多样化，消费者对安全性的重视，加上

电动座椅通风、记忆、加热、按摩等功能渗透率提升，同时考虑采用轻量化材料，

2025年中国乘用车座椅平均单车价值量将提升至 4148元。 

图14：预计 2025年我国乘用车座椅 ASP将提升至 4148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开源证券研究所 

（1）安全性：当碰撞不可避免时，座椅能够预先做出调整，通过集成安全气囊和安

装安全系统来减轻碰撞的影响及其对驾乘人员造成的伤害，从而为用户提供更高的

安全度。 

（2）舒适性：舒适性功能呈现多样化，且相应搭载率也在提升。随着汽车从单一的

出行工具转变为注重人车交互体验的“移动第三空间”，汽车座椅作为其重要的组成

部分，舒适性的功能也日益增多，包括加热、通风、按摩、电动腿托/脚托、座椅记

忆等配置，丰田纺织、李尔等座椅供应商公司有相关技术布局与储备。此外，麦格

纳还推出可重构座椅，可使主副驾的座椅均可实现 270°旋转，座椅可更大幅度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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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调整，配备集成式安全带和磁吸生态接口，驾乘人员坐车更安全舒适，已获得全

球首个的订单。 

需求端来看，根据佐思汽研的预测，2025 年乘用车座椅加热/记忆/通风/按摩的搭载

率将分别提升至 10%/7%/4%/2%。同时，舒适性功能已从前排座椅扩展至第三排座

椅，明显提升汽车座椅的单车价值量。 

图15：舒适性带来多样化的使用功能，汽车座椅 ASP有望继续提升 

 

数据来源：佐思汽车研究公众号、丰田纺织官网、李尔中国公众号、麦格纳官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3）轻量化和节能化：轻量化技术可减轻零部件质量，提高行驶距离。燃油车方面，

据中国汽车协会披露，若汽车整车重量降低 10%，燃油效率可提高 6%-8%；汽车整

车重量每减少 100公斤，百公里油耗可降低 0.4-1.0升。新能源车方面，据《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所定的目标：到 2035 年，新能源乘用车的轻量化系数

较 2019年降低 35%，而汽车轻量化将提升续航里程，减少损耗。 

汽车座椅占汽车重量比例较大，有助于汽车轻量化的实现。汽车座椅的重量占整车

重量约 6%，通过对汽车座椅生产工艺的改进、使用轻质材料、对骨架进行结构优化

设计等方式，减轻汽车座椅的重量，有助于汽车轻量化的实现。譬如，现代坦迪斯

座椅采用硅材料作为涂层剂来防污，环保且对人体无害；佛瑞亚为新款雷诺 5 E-Tech

设计的座椅采用了 Ecorium和 NAFILean-R 材料，其中 Ecorium与传统皮革相比，可

减少 90%的二氧化碳排放；NAFILean-R 可减少 73%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减轻 20%

的重量，保护环境的同时，可以提升汽车的使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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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预计到 2035年，燃油和新能源乘用车的轻量化系

数分别比 2019年降低 25%/35% 

 图17：佛瑞亚采用 Ecorium和 NAFILean-R等材料节能

减排、降低重量 

 

 

 

数据来源：《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李俊、开源证券

研究所 

 资料来源：佛吉亚官网 

（4）智能化：在智能化的背景下，消费者对座椅的要求从舒适性和安全性扩展至智

能化和交互体验，可实现通过姿态的主动监测以及传感器反应的相关信息来主动调

整座椅的姿态等功能。供给端，现代坦迪斯开发了适应车辆模块化结构的可变型座

椅，并推出了专为自动驾驶设计的座椅；安道拓结合主动数据感知、机械按摩、智

能坐姿调节、氛围营造等功能和科技，推出了 SCS 智能座舱，同时包含智能迎宾落

座、辅助驾驶模式、自动驾驶睡眠模式、观影模式以及下车模式五大功能场景；安

道拓、延锋、李尔、佛吉亚、麦格纳、继峰等企业也正积极研发零重力座椅技术。 

图18：汽车座椅厂商在智能化方向推出的产品（部分） 

 

资料来源：JD Power 公众号、各公司官网、安道拓中国公众号、开源证券研究所 

需求端，据 J.D. Power 对中国新车购买意向研究的调查，2023 年，71%的潜在购车

者对“智能交互座椅联动”感兴趣，智能化座椅的需求在不断增长。2024Q1乘用车

智能座舱的渗透率为 67.4%，同比+10.4pcts，配置率显著提升，同时 20 万元以下车

型的渗透率明显提升更多，呈现配置下探趋势，乘用车智能座舱在中低端市场配置

率有望继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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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各价格段乘用车智能座舱渗透率（%）均在提高，20万元以下提升比例更大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社区、开源证券研究所 

前后排零重力座椅的渗透率都在提升。以零重力座椅为例，该座椅结合了汽车座椅

的安全性、舒适性、智能化和轻量化等特点，逐渐被车企搭载在中高端车型以及智

能电动车型上，理想、问界、蔚来等新势力车企、奇瑞等传统车企以及宝马等高端

车企均推出了标配或选配零重力座椅的车型，2023年 12月前后排搭载零重力座椅的

渗透率分别提升至 0.9%和 0.4%。以蔚来为例，女王副驾自 2017 年推出以来，持续

升级，蔚来 EC7 的女王副驾可以智能联动座椅各模块，搭载记忆功能，可实现座椅

通风加热按摩等功能，采用高比例超高强度钢的同时，相比普通高强度钢减重约 25%，

成为汽车行业新的风向。 

图20：2023年国内前后排零重力座椅市场月度装载量（套）持续提升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社区、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2：车企推出标配/选配零重力座椅的车型整理（部分） 

车企性质 品牌 车型 整车售价（万元） 上市时间 座椅售价 座椅情况 位置 

豪华车企 宝马 i7 94.90-189.90 2023M8 全系标配 
调节角度：靠背 48°；坐垫 27°；

腿托 3° 
后排 

新势力 

车企 

问界 M9 46.98-56.98 2023M12 
2万元 

（Ultra版标配） 

双电动扶手、10 点全背按摩、14 

向电动调节 
二排 

蔚来 EC7 45.80-54.80 2024M2 全系标配 120° 零重力姿势、18向调节 前排 

理想 L9 40.98-43.98 2024M3 全系标配 最大 140°躺角、16点按摩、零压 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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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海绵、4向电动调节腿托 

享界 S9 39.98-49.98 2024M8 
2万元 

（Ultra版标配） 

12向电动调节和一键开启、8点

按摩 
后排 

蔚来 ES6 33.80-39.60 2024M2 8500元 
最大 160°躺角、 22 向调节、8

点按摩 
前排 

小鹏 G9 26.39-35.99 2023M9 

舒享套装 1万元 

（702 Max 版本及以上

标配） 

最大 140°躺角、6向电动调节、

10点按摩 
前排 

智界 S7 24.98-34.98 2024M4 1万元 
16 向电动调节、10 点式按摩、

10 层舒适叠层丝云座椅 
前排 

问界 新 M7 24.98-32.98 2023M9 
后驱 PLUS版 6座及以

上标配 
14 向电动调节、8点按摩 二排 

传统车企 奇瑞 瑞虎 8L 14.77-17.99 2024M8 
尊贵版标配 

（15.99万元） 
10点按摩、4向电动调节 前排 

数据来源：各品牌官网、各品牌公众号、电动星球公众号、AutoLab 公众号、开源证券研究所 

预计 2027 年国内乘用车座椅市场规模达 1128 亿元。据 GII 预测，2027 年全球乘用

车座椅市场空间将达到 3379 亿元，2023-2027 年 CAGR 为 3.4%；据盖世咨询预测，

2022 年，国内乘用车汽车座椅市场规模为 925 亿元。随着乘用车销量的增长，2023

年我国乘用车座椅市场增长至 963 亿元。未来，随着乘用车销量的增长叠加座椅单

车价值量的提升，乘用车座椅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预计将在 2027 年达到 1128

亿元，2023-2027年 CAGR 为 4.03%，高于全球乘用车座椅市场规模的增速。 

图21：预计 2027 年全球乘用车座椅市场规模将达到

3379亿元 

 图22：国内乘用车座椅市场空间有望达千亿元 

 

 

 

数据来源：GII、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盖世咨询、开源证券研究所 

2.3、 行业壁垒高+外资集中度高，国内优质企业逐步替代 

乘用车座椅行业进入壁垒较高，主要体现在技术、品牌、资金三个方面。这些壁垒

具体反映在工业技术水平、响应速度和成本控制能力等核心竞争要素上。座椅总成

的研发难度较大，并且厂商需要根据整车厂的要求进行定制化研发和持续改进。同

时，汽车座椅的认证体系不仅复杂，认证周期长，而且标准极为严格。此外，乘用

车座椅总成价值量大，因此资金投入规模较大，对于新进入的企业而言，这些往往

是其短板。高行业壁垒的特性导致乘用车座椅竞争格局相对固化，市场份额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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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少数厂商手中。 

表 1：汽车座椅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进入壁垒 详细内容 

技术壁垒 

汽车座椅是十分重要的安全件，需要高水平的研发设计能力与专业化连贯生产。一方面，汽车座椅的各个零部

件专业性较强，企业需要在材料性能、加工精度、定制设计、生产工艺等方面拥有成熟的技术储备；另一方面，

在中国汽车产业“新四化”背景下，客户需求日趋多样，产品开发周期加快，企业要具备持续提升技术水平和

工艺水平的能力，这对公司的技术储备、人才储备与研发环境都有较高的要求，从而对行业新进入企业形成了

较高的壁垒。 

品牌壁垒 

首先，座椅厂商在新车型开发的介入时点较早，与整车厂同步开发，研发设计周期长，合作粘性大；其次，供

应链稳定性要求高，足够的生产规模才能保证供货稳定性，车企客户在项目早期优先选择大品牌的座椅供应商。

座椅作为车辆的重要考察点，车企优先倾向于品牌保障企业，从而保证产品一致性和稳定生产，对新进入企业

品牌壁垒很高。 

资金壁垒 

汽车座椅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生产成本主要为原材料成本和经营成本。其中，定制开发、产品生产、试

验检测等环节的资金投入规模较大，原材料及成品安全库存储备等也存在较高资金需求。此外，座椅生产流程

较长，对应信用期限相对较长，对配套供应商造成较大的流动资金压力，新进入企业面临资金壁垒。 

资料来源：继峰股份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汽车座椅竞争集中度较高，由外资主导。全球视角来看，2020年全球汽车座椅 CR5

超过 80%，其中，排名前三的是安道拓、李尔、丰田纺织，市占率分别为 24%、24%、

16%；据李尔官方披露，2023年李尔全球市占率为 25%，全球第二。国内视角来看，

2020年行业龙头华域系（延锋）市占率为 32%，2023年国内其他整车厂的份额有所

提升，但 CR2 仍超 40%，行业集中度较高。 

图23：2020年全球汽车座椅集中度较高 

 

数据来源：Marklines、开源证券研究所 

 

 

 

 

 

 

 

 

 

安道拓, 

24%

李尔, 24%

丰田纺织, 16%

佛吉亚, 13%

麦格纳, 8%

其他, 

15%

安道拓 李尔 丰田纺织 佛吉亚 麦格纳 其他



公司深度报告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8/32 

图24：华域汽车为国内汽车座椅龙头，2022年市占率为 28% 

 

数据来源：Marklines、华经产业研究院、开源证券研究所 

本土厂商正逐步崛起并进入乘用车座椅行业，国产替代进行时。乘用车座椅的技术

难度和行业进入壁垒较高，国产替代面临较大挑战，但一些国产零部件供应商已成

功实现破局。我们对这些企业进行了复盘，总结出零部件厂商除了具备资金、技术、

品牌优势外，在业务突破上采用的几种方式，有的厂商甚至多措并举：依托整车厂

起步、并购成熟外资企业、从商用车座椅业务逐步转向乘用车座椅业务、从国内新

势力客户开始合作。 

（1）延锋：一汽集团旗下+与国际座椅龙头成立合资公司，获客户和技术赋能。延

锋成立于 1994年，1997年与安道拓合资成立延锋安道拓，分别持有 50.01%和 49.99%

的股份。经多年发展，延锋安道拓已建立了独立、完整的汽车座椅研发及制造体系，

并拥有广泛的整车客户基础，产品线包括整椅、座椅骨架、发泡、头枕、顶饰等；

2021年，延锋收购了安道拓在合资公司中的全部股份，实现全面自主可控；2022年，

华域系在国内座椅市场的占有率位居第一，达到 28%。（2）一汽富维、诺博汽车、

广州华智、舒茨曼：分别依托一汽集团、长城汽车、广汽乘用车、吉利集团成立；（3）

天成自控、双英集团、继峰股份：天成自控和双英集团从商用车座椅业务逐步转向

乘用车座椅业务，客户从国内新势力车企入手；继峰通过并购海外百年商用车座椅

领先企业格拉默，获技术和客户资源赋能，从而进入乘用车座椅总成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电动智能化趋势为汽车零部件带来了国产替代的窗口期，新

晋独立第三方供应商主要通过本土第三方供应商先进入新势力车企的供应链，后逐

步向燃油车、豪华车客户拓展。 

表3：国内外乘用车座椅代表企业 

国家 企业 
成立/切入

座椅时间 
主营业务 乘用车客户 经营情况 关联整车厂 

美国 

安道拓（原

江森自控） 
1985年 

乘用车座椅及相关零部

件、商用车座椅 

宝马、奔驰、福特、通用、 

本田、现代、捷豹路虎、起亚、

北汽、长安、吉利等 

在全 29个国家/地区的

200多家制造/装配工厂

拥有 7万+名员工 

独立第三方

厂商 

李尔 1917年 
汽车座椅、配电/连接系

统、电池断开装置 

通用、奔驰、斯特兰蒂斯、 

大众、福特、吉利、 

小米、比亚迪等 

在 38个国家/地区的 265

家制造/装配工厂拥有18

万+名员工 

独立第三方

厂商 

法国 
佛瑞亚（原

佛吉亚） 
1914年 

座椅、内饰绿动智行、

电子、照明、生命周期

解决方案 

大众、斯特兰蒂斯、雷诺、福

特、戴姆勒、比亚迪、奇瑞等 

拥有 15万+名员工，2023

年项目数达 1000个 

独立第三方

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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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麦格纳 1957年 

乘用车/商用车的座椅及

内外饰、电子系统、动

力总成与视觉技术、底

盘等 

阿斯顿马丁、法拉利、戴姆勒、

宝马、博格沃德、华晨中国、奇

瑞、比亚迪、长城、小鹏等 

在 28个国家设有 345家

制造工厂，拥有 17万+

名员工 

独立第三方

厂商 

日本 

丰田纺织 1918年 
乘用车和商用车座椅、

汽车内外饰件等 
丰田集团 

布局美、亚、欧和非洲，

91家公司，5万+员工 

丰田集团 

旗下 

提爱思（TS 

TECH） 
1954年 

汽车座椅及内饰件、摩

托车座椅及相关零部件 
丰田集团 

布局美、亚、欧和非洲，

1.4 万+员工 
丰田集团旗下 

中国 

延锋 1994年 

汽车内饰、座椅、外饰、

座舱电子、被动安全、

智能产品 

大众、通用、奥迪、宝马、 

奔驰、特斯拉、上汽系、 

华晨宝马、东风日产、吉利、

比亚迪、奇瑞等 

在 20个国家有 240多个

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

拥有 5万+名员工 

上汽旗下华

域汽车的全

资子公司 

继峰股份 1996年 
乘用车座椅及内饰件、

商用车座椅 

奥迪、宝马、戴姆勒、捷豹路

虎、保时捷、大众、凯迪拉克、

特斯拉、本田、一汽、红旗、

比亚迪、吉利、蔚小理等 

在 20个国家拥有 14个

研发中心和超过 80家控

股子公司，1.8万+员工 

独立第三方

厂商 

一汽富维 1993年 

汽车座舱系统、外饰系

统、智能视觉、低碳化

业务、衍生业务 

一汽集团、奔驰、宝马、 

沃尔沃等 

全国有五大生产基地，

近 47家下属企业，2万+

名员工 

一汽集团 

旗下 

诺博汽车 1994年 
汽车内外饰、座椅、橡

胶、汽车电子 

宝马、捷豹路虎、现代、 

上汽乘用车、上汽大通、 

长安、长城等 

12个研发中心，26家制

造工程，1.2万+员工 

2018年从长

城汽车旗下

独立 

天成自控 1984年 

商用车和乘用车座椅、

骨架及机构件、发泡面

套等 

大众、科莱威、斯柯达、上汽、

比亚迪、蔚小理、东风、 

奇瑞等 

3个研发中心，18个产

业基地，2600+名员工 

独立第三方

厂商 

双英集团 2002年 
汽车座椅系统、内饰系

统、底盘系统 

上汽通用五菱、长安汽车、 

吉利汽车、长城汽车、东风柳

汽、比亚迪、东风小康等 

印尼和中国 11城 16基

地，2800+名员工 

独立第三方

厂商 

广州华智 2016年 汽车座椅总成 广汽埃安、广汽传祺 
拥有中国和泰国基地，

500+员工 

广汽乘用车

旗下 

舒茨曼 2017年 
汽车座椅、座椅骨架、

泡沫塑料 
吉利 200+员工 

吉利集团 

旗下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各公司官方公众号、各公司公告、Marklines、盖世汽车社区、开源证券研究所 

目前，跨国汽车零部件巨头正面临重大挑战。尽管海外乘用车座椅的龙头企业在营

收上普遍超过国内同行，但其毛利率和净利率却普遍低于国内领先企业，主要系近

年来受到俄乌冲突、欧洲能源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摩擦加剧等宏观经济

因素的影响。2024 年上半年，由于菲斯克汽车破产以及捷豹、宝马、丰田等品牌车

型的停产，麦格纳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38%，促使其开始寻求中国整车厂的新订单。

同时，李尔公司的净利润也下降了 9%，而德国跑车座椅供应商 Recaro Automotive

的破产，进一步凸显了国际零部件公司所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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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国际乘用车座椅龙头企业的毛利率和净利率整体低于国内的代表企业 

 

数据来源：Wind、佛瑞亚公司官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自主品牌汽车崛起，本土座椅企业有望凭借自身优势持续国产替代。在此前的报告

中，我们强调了我国自主品牌车企的崛起：2011-2017 年，在 SUV 红利期下，本土

车企以成本优势推出高性价比的车型脱颖而出；2021至今，电动智能化提速，2024H1

新能源车渗透率提升至 41%，蔚小理等新势力车企近年来销量呈现稳步向上突破的

态势，比亚迪、长安汽车、吉利汽车等传统自主品牌适时把握电动智能化节奏，华

为和小米切入汽车行业，以产品和营销为抓手，品牌持续向上，加速跑马圈地，2024H1

自主品牌市占率高达 62%。相比传统汽车厂商 2-3 年的研发周期，造车新势力的研

发周期普遍在 1.5-2年，智能电动车型在研发、设计时的迭代速度更快，对供应商及

时响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本土供应商有望凭借成本优势、更高的服务效率、更快

的响应速度和日益精进的产品力乘势而上，积极配套我国自主品牌，加速国产替代。 

图26：自主品牌受益 SUV和电动智能化崛起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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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看待继峰股份的成长性？ 

3.1、 乘用车座椅：已实现业务破局，规模化效应初显 

公司加强研发力度，提高乘用车座椅技术实力。随着消费者对汽车品质和舒适度的

要求日益提升，乘用车座椅制造商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成为了市场竞争的核心。

公司正不断加大研发投入，2023 年公司研发人员占比提升至 5%，同比+0.66pcts，同

时还持续引进平均 12.5 年座椅行业经验的中高端座椅研发技术人员，截止 2024H1，

乘用车座椅研发人员较 2022 年年末增加约 130 人（不含外服人员），且乘用车座椅

申请专利累计 110余项。此外，公司收购格拉默（1985年进入乘用车座椅领域）后，

通过整合其优质研发资源，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研发能力。 

图27：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投入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公司陆续获得中高端乘用车新项目定点，客户结构逐渐多元化。公司相继斩获蔚来、

理想、一汽大众、奥迪、宝马等多家主机厂中高端乘用车座椅总成项目定点，目前

的客户矩阵已覆盖燃油车和新能源，涵盖中、高档品牌及豪华品牌，实现合资品牌、

新造车势力龙头企业、国内传统造车龙头企业等多样化客户布局，市场布局已从中

国扩展到欧洲和东南亚，市场基础逐渐稳固，截至 2024 年上半年，公司已获得 18

个乘用车座椅定点，累计生命周期总金额超 800亿元。随着高质量订单的持续落地，

公司乘用车座椅产品将迈向新的台阶。 

表4：公司持续获乘用车新项目定点 

配套车企 项目定点主体 配套车型个数（个） 配套产品 
预计量产 

时间 

生命周期

（年） 

预计贡献收入 

（亿元） 

BMW AG 

（德国宝马） 

格拉默继峰 

（德国） 
全新平台的乘用车 前后排整椅 2027H2 8 120 

某头部主机厂 H / 新能源车*1 前后排整椅 / / 3 

某头部主机厂 G 

/ 燃油车*1 前排整椅 / / 10 

/ 燃油或混动车*1 前排整椅 / / 33 

继峰座椅（合肥） / 前排整椅 2026M2 7 14 

某头部主机厂 F 格拉默（哈尔滨） / 前后排整椅 2025M11 6 27 

某新能源汽车 

主机厂 E 
宁波继峰 / 前中后排整椅 2025M7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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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头部传统汽车 

主机厂 D 
宁波继峰 高端品牌 前中后排整椅 2025M1 5 50 

一汽大众 格拉默（哈尔滨） 探岳（燃油车） 前后排整椅 2024M11 8 57 

奥迪汽车 格拉默（上海） 
奥迪 eQ5、eQ6、E6 

（新能源车） 
前后排整椅 2024M12 7 80-100 

某新能源汽车 

主机厂 C 
宁波继峰 新能源车*1 前后排整椅 / 5 18-25 

某新能源汽车 

主机厂 B 

/ 新能源车*1 后排整椅 / / 15 

宁波继峰 新能源车*1 前中排整椅 2024M10 5 78 

宁波继峰 新能源车*1 前后排整椅 / 4 58 

宁波继峰 新能源车*1 前后排整椅 / / 130-150 

宁波继峰 新能源车*1 前排整椅 / / 60 

造车新势力品牌 

主机厂 A 

/ 新能源车*1 中后排整椅 / / 17 

宁波继峰 新能源车*2 前后排整椅 2023M1 / 40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公司积极扩大产业布局，建设乘用车座椅生产基地。2024H1，国内的乘用车座椅生

产基地中，合肥基地（一期）、常州基地已建成投产，宁波、长春、天津、北京、福

州、义乌、芜湖基地已完成布局并投入建设，公司国内的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同

时，公司与格拉默一同探索座椅业务全球化布局，将在欧洲、东南亚建设乘用车座

椅生产基地。2024 年上半年，公司成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11.83 亿元，用于

合肥、长春、宁波的项目和补流，达产后预计将增加 80万套乘用车座椅产能，提高

产能规模和供应能力。同时，募投项目涉及的客户均要求乘用车座椅总成产品配备

例如零重力、座椅按摩、座椅加热、电动调节等智能高端化配置，而宁波北仑基地

也将针对自适应座椅、零重力座椅进行研发实验，利于提升公司座椅产品单车价值。 

表5：多个项目助力公司向汽车座椅总成供应商的转型升级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建设期 生产规模 

预计达产

收入 

预计达产

毛利率 

预计达产

净利率 
备注 

1 
合肥汽车内饰件生产基

地项目 
7.06 亿元 5年 

60万套乘用车

座椅 
48.00亿元 10.4% 5.3% / 

2 
长春汽车座椅头枕、扶手

及内饰件项目 
3.95 亿元 3年 

20万套乘用车

座椅、120万套

汽车内饰件 

19.92亿元 14.2% 5.8% / 

3 

宁波北仑年产 1000万套

汽车出风口 

研发制造项目 

7.62 亿元 2年 
 1000万套出

风口 
17.29亿元 28.2% 8% 

同时新建座椅实验及研发

中心：自适应座椅、零重力

座椅、座椅小机构件等 

4 补充流动资金 5.40 亿元 / / / / / / 

合计 24.03 亿元 / / / / / /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注：截至 2023年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合肥项目预计剩余 35个月的建设期） 

募投项目基地可辐射多家主机厂。合肥基地可辐射蔚来、大众安徽、比亚迪、长安、

江淮等整车厂，长春可辐射红旗、解放、奥迪新能源等，而宁波工厂可辐射上汽、

比亚迪、极氪等车企。随着汽车行业全球化发展日臻成熟，整车厂要求汽车零部件

厂商能就近提供配套，以减少物流和库存等支出，因此募投项目在交付原座椅客户

订单的同时，还可以加强与附近其他整车厂的联系，为未来订单的获取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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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公司募投项目基地附近的主机厂情况 

基地 附近主机厂 

合肥 江淮、蔚来、大众安徽、比亚迪、长安等 

长春 红旗、解放、奔腾、大众、丰田等，在建的奥迪新能源整车工厂 

宁波 上汽大众、吉利、极氪、长安等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MF材涂联动公众号、开源证券研究所 

3.2、 格拉默：剥离美国 TMD+全面降本增效，盈利能力向好趋势明显 

公司成功剥离美国TMD，格拉默分部盈利能力有望持续上修。TMD LLC（美国TMD），

为格拉默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为汽车和定制塑料模塑部件以及空气处理、冷却、

内部硬装饰和驾驶舱模块，2024H1营收为 8.36亿元，约占格拉默美洲区收入比重的

33%。自 2021年以来，TMD LLC 的净利润持续处于亏损状态，2024年上半年 TMD 

LLC 净利润为-0.97 亿元（格拉默美洲区 EBIT 约为-0.74 亿元），净利率为-12%，该

业务为格拉默美洲区主要的亏损来源。为聚焦汽车座椅主业、提升格拉默分部的盈

利能力，公司拟以 4000万美元的初始交易价格向 APC LLC出售 TMD LLC的 100%

股权，预计亏损2.8-3.8亿元，该项亏损仅影响公司2024年的财务业绩。随着TMD LLC

的剥离，格拉默海外区（欧洲区+美洲区）的利润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图28：2023年以来，TMD LLC的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均

呈现下降趋势 

 图29：自 2021年开始，TMD LLC的净利率持续表现为

负数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格拉默采取全面降本增效措施，2024Q2美洲区 EBIT利润率同比实现扭亏。（1）成

本端：继峰本部拥有较为完整的产品生产链，产品自制率高，因此格拉默与继峰本

部签订联合采购协议，在模具、支杆、泡沫发泡料等材料上赋能，将采购转移向低

成本区域，并与客户协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补偿机制，同时深化工厂 VAVE。（2）费

用端：重新调整组织架构和人员，提高运营效率；此外，针对财务支出，2024 年上

半年公司完成国内低成本银行贷款置换格拉默高成本的 2 亿欧元贷款，财务成本同

比下降 0.6%。随着格拉默降本增效措施的持续推进，利润端进一步优化，2024Q2

毛利率/EBIT 利润率/净利率实现 10.83%/1.82%/0.63%，环比均实现提升，净利率同

环比分别提升 1.18pcts/1.65pcts，美洲区 EBIT 利润率同比+8.31pcts 至-1.91%，同环

比大幅度减亏。随着格拉默进入深度整合、海外汽车需求回暖和海外钢材价格回落，

格拉默利润有望得到持续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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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格拉默利润水平缓慢提升中  图31：2024Q2美洲区 EBIT利润率同比大幅减亏 

 

 

 

数据来源：格拉默官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格拉默官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3.3、 中长期：向高价值量产品拓展，智能座舱业务打开长期发展空间 

智能座舱加速渗透，且朝着软硬件融合的方向发展。2023 年，智能座舱渗透率突破

60%，同时据 Canalys 预测，中国市场智能座舱的渗透率将在 2025 年达到 80%。而

智能座舱朝着满足消费者“泛化”需求方向发展，即不止关注软件和服务，同样注

重智能硬件融合的生态座舱发展，需要满足消费者对车内硬件调动及系统的广泛、

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因此智能座舱硬件的需求将持续提升。 

图32：智能座舱向着满足消费者“泛化”需求方向发展 

 

资料来源：Canalys、Intelligent Vehicle Analysis、开源证券研究所 

电动出风口业务将为公司收入提供新的增量。（1）行业端：电动出风口是能够实现

触摸控制、语音控制、自动扫风、和仪表盘融为一体的新型出风口，能够在收到智

能芯片传感器或手机 APP、座舱屏幕、触控、手势控制、语言识别发出的指令后自

动检测座舱内温度、湿度并进行多样化调节，为驾乘人员提供更加智能和便捷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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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2025年我国整体汽车产销量将达到 3000万辆，假设

每辆车平均 4 只出风口的配置估算，2025 年我国汽车出风口市场规模将达到 1.2 亿

只，而电动出风口的单套价值（550 元）是手动出风口的 4-5 倍，新增汽车销量+替

代手动出风口，有一定的市场空间。汽车内饰功能件的电动化是智能化的基础，随

着智能座舱的搭载量快速增加，电动出风口需求将进一步提升。 

（2）公司端：目前，公司已获大众、吉利、长城等客户的约 70个项目定点，2024H1

出风口产品收入为 1.66亿元，同比增速超 70%，EBIT 实现盈利。同时，据公司测算，

宁波北仑出风口募投项目达产后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实现 28.2%、8%，有望提升公

司公司收入的同时，增厚利润。 

图33：电动出风口持续贡献收入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公司积极拓展其他高附加值产品，车载冰箱累计获 7 个定点。公司还稳步推进隐藏

式门把手和车载冰箱新兴业务，积极开发音箱头枕、睡眠头枕等高附加值产品，有

望发挥与子公司格拉默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并打开更大的市场空间。

同时，公司也正在快速布局高价值量更高的移动中控系统和汽车扶手业务，并通过

积极开发电动车新客户为公司谋得更大发展机会。 

表7：截至 2024H1，公司车载冰箱产品已获 7个项目定点 

序列 客户名称 车型数量（个） 产品类型 能源方式 

1 某头部传统汽车主机厂 A 1 半导体 新能源 

2 某新能源汽车主机厂 B 1 半导体 新能源 

3 某头部新能源汽车主机厂 C 1 压缩机 新能源 

4 某头部新能源汽车主机厂 D 1 压缩机 新能源 

5 某头部新能源汽车主机厂 D 1 压缩机 新能源 

6 某头部新能源汽车主机厂 C 1 压缩机 新能源 

7 某传统豪华车主机厂 E 1 压缩机 新能源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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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格拉默为新款奔驰 GLC设计的数字化中控台 

 

资料来源：格拉默官网 

4、 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 

继峰本部为座椅和扶手细分市场龙头，格拉默是全球商用车标准的制定者，收购格

拉默后，双方在客户、产业资源和座椅技术上相互倾斜，公司成功实现从座椅零部

件供应商向乘用车座椅供应商转型，乘用车业务已与全球主要整车厂商建立配套联

系，同时公司以乘用车座椅业务为战略核心，凭借领先的产品质量、同步开发能力、

响应速度快和成本低的优势，在千亿乘用车座椅市场，逐步实现国产替代。此外，

随着继峰本部和格拉默分部的加速整合，以及格拉默加速推进全面降本增效措施，

盈利能力预计将持续上修，因此我们预计公司 2024-2026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39.44、

277.35、321.00亿元；总营收增长率分别为 11.00%、15.83%、15.74%，综合毛利率

分别为 14.83%、15.78%、16.93%。分业务情况如下： 

（1）头枕/座椅扶手业务：公司是全球座椅头枕和座椅扶手的细分龙头，头枕全球市

占率超 25%，拥有成熟经验与产业资源，产品自制率较高，有望提升格拉默端的利

润水平。由于公司的头枕和扶手市场份额较高，收入增速将随着全球汽车产销情况

变动，同时公司头枕和扶手将为座椅总成业务赋能，预计增速有一定下降后保持稳

增长的状态，因此我们预计 2024-2026 年头枕营收增长率分别为 3.70%、5.00%、

4.50%，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15.94%、16.35%、18.43%；座椅扶手营收增长率分别为

3.90%、5.20%、4.70%，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18.25%、19.84%、20.39%。 

（2）商用车座椅业务：2024年受欧洲和亚洲市场需求减弱的影响，全球商用车销量

疲软，考虑到行业周期和宏观经济波动的情况，我们保守预计 2024-2026年公司商用

车座椅的营收增长率-5.00%、6.00%、4.00%，随着格拉默积极与客户协商原材料价

格补偿机制，利润有望提升，我们预计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16.83%、17.36%、17.58%。 

（3）中控及其他内饰件业务：受益于汽车电动智能化大势，持续导入新势力客户，

同时公司隐藏式电动出风口、隐藏式门把手、车载冰箱（集成中控和扶手）持续获

得定点，截至 2024 年上半年，出风口业务、车载冰箱在手项目定点分别实现约 70

个和 7个，2024H1出风口业务收入实现 1.66亿元。此外，宁波北仑的出风口项目预

计于 2025年底贡献收入，达产后毛利率将达 28.20%，在提升公司收入的同时优化利

润水平，因此我们预计 2024-2026 年中控及其他内饰件业务的营收增长率分别为

4.00%、5.50%、5.00%，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11.93%、13.68%、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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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乘用车座椅业务：公司在乘用车头枕、扶手等座椅零部件领域的制造经验和产

业资源较为丰富，依托格拉默子公司的客户基础和技术赋能，于 2021年进入乘用车

座椅总成领域，并建设新生产基地，2023年 5月即实现首个订单量产，2024H1亏损

大幅收窄，“大步快跑”实现乘用车座椅业务的持续突破。截至 2024H1，公司已获

18 个项目定点，客户覆盖蔚来、理想、一汽大众、奥迪、宝马等多家国内外知名主

机厂，同时公司持续加码新产能布局，合肥（一期）和常州基地已建成投产，宁波

在内的 7 个基地在建设中，公司也将在欧洲、东南亚建设基地，为订单的顺利交付

保驾护航，进一步实现国产替代。乘用车座椅总成的单车价值量较高，且公司获得

的订单较多并在稳定交付中，随着合肥 60万套乘用车座椅项目的量产落地，规模优

势凸显，结合公司积极推进降本增效措施，乘用车座椅业务的毛利率将持续提升。

因此，我们预计 2024-2026 年营收增长率分别为 213.47%、123.73%、70.71%，销售

毛利率分别为 8.00%、12.00%、15.00%。 

（5）其他主营业务/其他业务：占比较小，我们保守估计将保持稳定的增长，我们预

计其他主营业务 /其他业务 2024-2026 年营收增长率分别为 10.00%、10.00%、

10.00%/10.00%、10.00%、10.00%，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25.00%、25.00%、25.00%/15.00%、

15.00%、15.00%。 

表8：公司业绩拆分与盈利预测 

业务板块 指标 2021A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头枕 

营业收入 （亿元） 40.14 39.75 46.82 48.56 50.98 53.28 

营收 YoY 
 

-0.97% 17.81% 3.70% 5.00% 4.50% 

营业成本 （亿元） 34.05 34.18 39.51 40.82 42.65 43.46 

毛利率 15.17% 13.99% 15.62% 15.94% 16.35% 18.43% 

座椅扶手 

营业收入 （亿元） 16.17 17.31 21.77 22.62 23.79 24.91 

营收 YoY 
 

7.01% 25.77% 3.90% 5.20% 4.70% 

营业成本 （亿元） 13.45 14.42 17.93 18.49 19.07 19.83 

毛利率 16.83% 16.70% 17.62% 18.25% 19.84% 20.39% 

商用车整椅 

营业收入 （亿元） 54.99 59.07 64.88 61.64 65.33 67.95 

营收 YoY 
 

7.41% 9.84% -5.00% 6.00% 4.00% 

营业成本 （亿元） 47.18 50.75 53.84 51.26 53.99 56.00 

毛利率 14.21% 14.08% 17.01% 16.83% 17.36% 17.58% 

中控及其他内饰件 

营业收入 （亿元） 52.70 60.64 72.77 75.68 79.85 83.84 

营收 YoY 
 

15.05% 20.02% 4.00% 5.50% 5.00% 

营业成本 （亿元） 46.82 54.58 64.45 66.65 68.92 71.40 

毛利率 11.16% 9.98% 11.44% 11.93% 13.68% 14.84% 

乘用车整椅 

营业收入 （亿元） 
   

20.53 45.94 78.42 

营收 YoY 
   

213.47% 123.73% 70.71% 

营业成本 （亿元） 
   

18.89 40.42 66.66 

毛利率 
   

8.00% 12.00% 15.00% 

其他主营业务 

营业收入 （亿元） 3.60 2.07 8.52 9.37 10.31 11.34 

营收 YoY 
 

-42.42% 311.19% 10.00% 10.00% 10.00% 

营业成本 （亿元） 2.47 1.47 7.33 7.03 7.73 8.50 

毛利率 31.35% 28.81% 13.92% 25.00% 25.00% 25.00% 

其他业务 营业收入 （亿元） 0.72 0.84 0.95 1.05 1.15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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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 YoY 
 

16.65% 13.77% 10.00% 10.00% 10.00% 

营业成本 （亿元） 0.54 0.74 0.82 0.89 0.98 1.08 

毛利率 24.48% 11.21% 13.91% 15.00% 15.00% 15.00% 

营业总收入 （亿元） 168.32 179.67 215.71 239.44 277.35 321.00 

总营收 YoY 
 

6.74% 20.06% 11.00% 15.83% 15.74% 

营业总成本 （亿元） 144.51 156.16 183.89 204.03 233.77 266.93 

综合毛利率 14.14% 13.09% 14.75% 14.79% 15.71% 16.85%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开源证券研究所 

继峰本部为全球汽车座椅头枕细分龙头，2019 年成功收购商用车座椅龙头格拉默，

公司结合格拉默在汽车座椅总成方面的技术优势和客户资源，并凭借自身的同步开

发能力、供应链资源和成本优势进入乘用车座椅行业，因此业务拓展至乘用车座椅

和商用车座椅两大领域，因此考虑业务的相关性，我们选取天成自控（汽车座椅）、

上海沿浦（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岱美股份（汽车座椅头枕）作为可比公司： 

（1）天成自控：公司是国内少有的拥有完整产业链的第三方汽车座椅总成供应商之

一，业务分为工程商用车座椅业务、乘用车座椅业务和航空业务，2023 年乘用车座

椅业务收入占比超 30%，已为上汽集团、北汽新能源、东风乘用车等品牌供货，同

时获得比亚迪汽车、奇瑞汽车等企业的项目定点，已在郑州、南京、宁德、天台、

武汉、滁州、合肥地区设立乘用车业务生产基地。 

（2）上海沿浦：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座椅滑轨总成及汽车座椅、安

全带、闭锁等系统冲压件、注塑零部件，掌握设计和制造大型精密和高强度汽车冲

压模具的能力，主要客户包括东风李尔集团、麦格纳、中国李尔、延锋智能、泰极

爱思等国内外知名汽车座椅供应商。 

（3）岱美股份：公司主要产品为遮阳板、头枕、顶棚、顶棚中央控制器、扶手等汽

车内饰件，2023年头枕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 12%，客户覆盖国内外知名传统整车厂

商、新势力车企和 Tier1厂商，并获得通用、大众、Stellantis、福特、佛吉亚等整车

厂和 Tier 1的优秀供应商资质，具有一定可比性。 

考虑到公司乘用车座椅订单持续交付且开始贡献收入，合肥基地（一期）和常州基

地已建成投产，规模效应将凸显，业绩确定性较强；同时，随着 TMD LLC 的出售、

格拉默整合进入“深水区”和海外市场的缓慢复苏，传统业务的盈利能力将提升，

因此我们预计 2024-2026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63/8.11/12.99亿元，对应 EPS分别为

0.05/0.64/1.03元/股，当前股价对应 2024-2026年 PE分别为 237.8/18.5/11.5倍。2024

年公司估值显著高于可比公司，主要系公司出售美国 TMD 预计亏损 2.8-3.8 亿元，

对当年公司利润产生影响，属于合理范围；考虑到公司在中高端汽车整椅领域的成

功突破，乘用车座椅业务拐点已至，同时随着公司持续获得国内外知名车企的新订

单，全球替代潜力将逐步显现，因此 2025-2026年的估值略高于可比公司，综上我们

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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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可比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截至 2024/9/23）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收盘

价（元） 

总市值

（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PE 

2024E 2025E 2026E 2024E 2025E 2026E 

603085.SH 天成自控 7.71 30.62 0.7 1.8 2.5 43.7 16.7 12.1 

605128.SH 上海沿浦 25.55 30.25 1.6 2.4 3.3 18.9 12.5 9.2 

603730.SH 岱美股份 9.38 155.03 8.9 10.6 12.7 17.4 14.7 12.2 

 平均      26.7 14.6 11.2 

603997.SH 继峰股份 11.83 149.78 0.6 8.1 13.0 237.8 18.5 11.5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注：除继峰股份外，其余公司的盈利预测与估值来自 Wind一致预期） 

5、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公司所属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该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

较大，若海外通胀回落放缓，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需求恢复也将受到影响。 

（2）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产品原材料占比营业成本高达 70%，原材料价格波

动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大。而大宗商品价格受国际金融形势等因素影响，若波动幅度

较大，将影响公司盈利的稳定性。 

（3）乘用车座椅下游客户放量不及预期风险：公司切入乘用车座椅行业前期支出较

大，包括研发支出和产能建设，截至 2024H1，公司已获得 18 个乘用车座椅定点，

若下游车企销量不及预期，将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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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财务预测摘要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利润表(百万元)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流动资产 6877 8141 8065 10639 10434  营业收入 17967 21571 23944 27735 32100 

现金 1163 1418 1574 1823 2110  营业成本 15616 18389 20403 23377 2669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712 3762 3239 4903 4540  营业税金及附加 48 55 64 74 85 

其他应收款 70 84 87 111 118  营业费用 262 308 347 374 433 

预付账款 154 141 89 216 161  管理费用 1368 1713 1906 2052 2375 

存货 1825 1819 2067 2516 2337  研发费用 376 422 479 541 610 

其他流动资产 953 916 1008 1069 1168  财务费用 200 454 363 326 376 

非流动资产 8577 9811 9132 9221 9302  资产减值损失 -1567  -31  0 0 0 

长期投资 11 10 -326  -325  -325   其他收益 23 50 28 31 33 

固定资产 3504 3862 4021 4387 472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 0 -0  -0  -0  

无形资产 1255 1342 1100 857 601  投资净收益 3 -1  -341  -6  -2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07 4598 4336 4302 4297  资产处置收益 -5  -4  -4  -3  -4  

资产总计 15454 17952 17197 19860 19735  营业利润 -1444  286 68 1012 1553 

流动负债 6884 9360 9066 11302 10268  营业外收入 10 4 11 12 9 

短期借款 2135 2428 3593 3887 3355  营业外支出 1 1 3 2 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882 4278 3635 5435 4925  利润总额 -1435  289 76 1023 1560 

其他流动负债 1867 2654 1838 1981 1987  所得税 28 81 11 195 235 

非流动负债 4794 4137 3611 3210 2794  净利润 -1463  208 64 828 1325 

长期借款 2990 2137 1611 1209 794  少数股东损益 -45  4 1 17 26 

其他非流动负债 1804 2000 2000 2000 2000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417  204 63 811 1299 

负债合计 11678 13496 12677 14512 13062  EBITDA -514  1206 902 1946 2562 

少数股东权益 320 355 356 373 400  EPS(元) -1.12  0.16 0.05 0.64 1.03 

股本 1117 1161 1161 1161 1161        

资本公积 3434 3738 3738 3738 3738  主要财务比率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留存收益 -924  -720  -656  172 1498  成长能力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3455 4101 4164 4975 6274  营业收入(%) 6.7 20.1 11.0 15.8 15.7 

负债和股东权益 15454 17952 17197 19860 19735  营业利润(%) -945.6 119.8 -76.1 1379.4 53.4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221.6 114.4 -69.1 1187.2 60.2 

       获利能力      

       毛利率(%) 13.1 14.8 14.8 15.7 16.8 

       净利率(%) -7.9 0.9 0.3 2.9 4.0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ROE(%) -38.7 4.7 1.4 15.5 19.9 

经营活动现金流 1052 1648 956 1455 2477  ROIC(%) -11.6 3.6 2.3 8.9 12.7 

净利润 -1463  208 64 828 1325  偿债能力      

折旧摊销 624 665 608 680 786  资产负债率(%) 75.6 75.2 73.7 73.1 66.2 

财务费用 200 454 363 326 376  净负债比率(%) 143.2 121.2 112.4 88.5 52.5 

投资损失 -3  1 341 6 2  流动比率 1.0 0.9 0.9 0.9 1.0 

营运资金变动 -18  170 -421  -388  -18   速动比率 0.7 0.6 0.6 0.7 0.7 

其他经营现金流 1713 151 1 3 6  营运能力      

投资活动现金流 -824  -1222  -273  -778  -872   总资产周转率 1.1 1.3 1.4 1.5 1.6 

资本支出 853 1278 309 778 856  应收账款周转率 7.3 6.9 7.1 7.0 7.0 

长期投资 940 211 336 -0  -1   应付账款周转率 6.1 5.3 5.3 5.3 5.3 

其他投资现金流 -911  -155  -300  -0  -16   每股指标（元）      

筹资活动现金流 -398  -281  -1692  -721  -786   每股收益(最新摊薄) -1.12  0.16 0.05 0.64 1.03 

短期借款 497 293 1165 293 -531   每股经营现金流(最新摊薄) 0.83 1.30 0.75 1.15 1.96 

长期借款 -66  -854  -526  -401  -415   每股净资产(最新摊薄) 2.74 3.24 3.29 3.93 4.96 

普通股增加 -2  44 0 0 0  估值比率      

资本公积增加 -8  305 0 0 0  P/E -10.6  73.5 237.8 18.5 11.5 

其他筹资现金流 -818  -68  -2331  -613  160  P/B 4.3 3.7 3.6 3.0 2.4 

现金净增加额 -243  199 -1009  -44  818  EV/EBITDA -37.9  16.2 21.2 9.7 6.9  
数据来源：聚源、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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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起正

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开源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适用的

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

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承诺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所发

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

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

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证券评级 

买入（Buy）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Neutral） 预计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underperform） 预计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评级 

看好（overweight） 预计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Neutral） 预计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underperform） 预计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备注：评级标准为以报告日后的 6~12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表现，其中 A 股基准指数为沪

深 300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新三板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

对做市转让标的）、美股基准指数为标普 500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

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

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

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

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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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使用。本公司不

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开源证券客户的，属于商业秘密材料，只有开源证券客户才

能参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开源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

请。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

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客户应当

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本报告中所

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

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

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做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开源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开源证券不对

其内容负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

何部分，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开源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

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开源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

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权

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

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

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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