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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母排（Cells Contact System），主要由信号采集组件（FPC、PCB、FFC等）、塑胶结构件、铜铝排等组成，通过热压合或铆接等工

艺连接成一个整体以实现电芯高压串并联以及电池温度采样、电芯电压采样功能，并通过FPC/PCB和连接器组件提供温度和电压给BMS系统，

属于BMS系统的一部分。采用FPC等作为信号采集组件的CCS集成母排，具有结构轻薄、集成度高等优点，有利于提升电池包空间利用率及组装

效率，符合汽车轻量化、零部件系统集成化及大模组化趋势。

按照技术路线不同的分类方式，集成母排行业可以分为如下类别：

以“线束+采集端子+导电铝排+注塑支架”为常用结构，属于一体化结构，具备工艺成熟、信号传输稳定、电压温度采集均采用独立线束连

接、线束具有成本优势、自动化程度较低等特征。

以“FPC/PCB/线束+镍片+导电铝排吸塑板”为常用结构，属于超轻量化结构，具备信号传输稳定且可靠、电压和温度采集采用一体设计的

FPC实现、自动化程度高、成本居中等特征。

以“FPC/PCB/线束+镍片+导电铝排PET热压膜”为常用结构，属于超轻量化结构，具备整体强度和绝缘性能优异、信号传输相对稳定且可

靠、自动化程度高、成本较高等特征。

集成母排行业的特征包括：1.CCS集成母排与传统线束母排相比优势明显；2.新能源汽车产业系列政策为集成母排行业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

境；集成母排产品的定制化程度较高。

CCS集成母排与传统线束母排相比优势明显

CCS集成母排通常采用FPC或PCB等来替代传统线束连接。与传统线束母排相比，CCS集成母排具有以下优势：1）一体热压成型，线路

具备良好的密封性、耐候性、耐潮湿，耐氧化，耐腐蚀等，性能优异，可靠度高；2） 客户端安装简单，避免了线束过多连接的繁琐，可

自动化作业程度高，节约客户装配人工成本；3）集成度高，体积小、轻薄，节约整体模组空间，使整体模组更加轻量化和便捷化；4）共

摘要 集成母排（CCS），主要由信号采集组件（FPC、PCB、FFC等）、塑胶结构件、铜铝排等组成，属于BMS系统的一部分。伴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起步并逐步进入高速发

展阶段，西典新能、壹连科技、铂联科技等国内从事集成母排规模化生产的厂商相继崛起，在产品产能和技术性能上持续追赶和超越国际先进厂商，推动国产化进程加快。

未来伴随新能源汽车产业向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高质量方向发展，预计国产集成母排产品的性能和技术也将朝更轻量化、更高效、更可靠的方向持续创新迭代，行业市场规模

不断扩张，市场份额趋于向头部厂商集中。

行业定义

行业分类

集成母排行业基于不同技术路线的分类

塑胶支架方案

吸塑方案

热压方案

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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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可制造性强，易于模块化和标准化，可节省开发成本；5）线路的过流保护设计对电池电芯起保护作用，安全性能高；6）与电芯连

接方式灵活，可多串多并，适用性广。

新能源汽车产业系列政策为集成母排行业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政策的大力支持与引领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得以高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自2008年中国首次推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起，国家

与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等系列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为新能源汽车及

上游集成母排等零部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集成母排产品的定制化程度较高

集成母排用于功率器件连接，实际应用时需结合使用工况、功率半导体及电容/电阻等元器件空间布局及参数、系统散热性能等进行定制开

发设计。BMS系统作为电池成组的重要构件，要求集成母排等部件与电池包空间设计和成组方法相配套，相应地需要其具备适配度较高的

尺寸和形状、轻量化、高导电性、耐高温等特性。因此，集成母排产品的定制化程度较高。

中国集成母排行业的发展历程可追溯至21世纪初，早期集成母排前沿研发和生产技术主要由美国安费诺等国际厂商掌握，国内从事集成母排

开发和研究的科研院所和企业较少，且部分成功开发出集成母排原型产品的厂商仍停留在小批量试制阶段。随后伴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起步并

逐步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西典新能、壹连科技、铂联科技等国内从事集成母排规模化生产的厂商相继崛起，在产品产能和技术性能上持续追赶和

超越国际先进厂商，推动国产化进程加快。未来伴随新能源汽车产业向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高质量方向发展，预计国产集成母排产品的性能和技术

也将朝更轻量化、更高效、更可靠的方向持续创新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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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早期技术研发及市场推广阶段 2000-01-01~2013-01-01

21世纪初，集成母排概念从海外传入中国，主要用于解决传统线束母排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系统中面临的重量大、占用空间多、安装

复杂等不足。早期集成母排前沿研发和生产技术主要由美国安费诺等国际厂商掌握，国内从事集成母排开发和研究的科研院所和企业

较少，且部分成功开发出集成母排原型产品的厂商仍停留在小批量试制阶段。2008年，伴随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系列政策推出，中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开始进入发展起步阶段，2010-2013年中国电动汽车产量从7,181辆增长至17,533辆，产量实现翻番，带动市场对于集成

母排等零部件的需求逐步提高。

该阶段属于集成母排行业的早期技术研发及市场推广阶段，在该阶段海内外厂商开始投入资金和人力在材料选择、加工工艺、连接技

术等领域进行集成母排关键技术研发；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步扩张，集成母排等零部件也逐渐推向市场。

规模化生产和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4-01-01~至今

2014-2024年，中国汽车产业陆续出现了比亚迪、宁德时代等行业巨头和蔚来、小鹏、理想、问界、小米等造车新势力，10年间中国

新能源汽车从年销不足7.5万辆增长至近950万辆，2015年至今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在高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驱动下，西典新

能、壹连科技、铂联科技等国内从事集成母排规模化生产的厂商相继崛起，先后研发生产出PCB热压合工艺电池连接系统、PCB铆接

工艺电池连接系统、FPC吸塑盘电池连接系统、FFC采样电池连接系统等多种技术产品，国产化率大幅提升。

该阶段属于集成母排行业的规模化生产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该阶段下游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促使国内厂商产能不断扩

大，集成母排上下游产业链逐渐得以完善，技术路线也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未来伴随新能源汽车产业向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高质量方向



集成母排行业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供应环节，主要原材料包括FPC、PBC、FFC等电子材料、铜铝等有色金属以及绝缘材料和辅材；产业链

中游为集成母排的生产和制造环节，主要由国内外众多集成母排制造商组成；产业链下游面向新能源汽车行业，主要由国内外众多动力电池制造

商和整车厂商组成。

集成母排行业增长驱动效应明显

从产业链上下游来看，集成母排行业增长的驱动效应明显。具体而言，在产业链上游，FPC等电子材料在原材料成本中占比近60%，是集成母排

生产的主要原材料，近年来因FPC的集成化和轻量化优势，其在汽车电子等终端应用中持续渗透，驱动FPC制造商技术工艺不断升级迭代，有利

于改善并提升集成母排产品的性能；在产业链中游，集成母排制造商尤其是头部厂商的产销规模持续扩张，行业规模效应显著，驱动行业保持稳

定较快增长；在产业链下游，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厂商的快速扩产将驱动集成母排市场需求同步增长，为集成母排行业带来较大发展空间。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中京元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铜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兴海铜铝业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渝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发展，预计国产集成母排产品的性能和技术也将朝更轻量化、更高效、更可靠的方向持续创新迭代。

产业链分析

集成母排发展现状

集成母排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

上 集成母排产业链上游分析

原材料供应商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产业链上游分析

FPC等电子材料是集成母排主要原材料。

集成母排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包括电子材料、有色金属、绝缘材料和辅材等，其中电子材料包括FPC组件、PCB组件、FFC组件、保险

丝、端子、连接器、热敏电阻等，有色金属包括铜材和铝材，绝缘材料包括绝缘膜、绝缘粉末、绝缘板等，辅材包括包材、紧固件、注

塑件等多种原材料及辅料，原材料在集成母排产品成本中占比近85%，FPC等电子材料在原材料成本中占比近60%，是生产集成母排的

主要原材料。

中 集成母排产业链中游分析



品牌端

中游厂商

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安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硅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铂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费诺汽车连接系统（常州）有限公司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恒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首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特斯拉 蔚来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023年，集成母排行业市场规模由44.01亿人民币元增长至118.69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64.22%。预计2024年—2028

年，集成母排行业市场规模由166.16亿人民币元增长至311.68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17.03%。

集成母排制造商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产业链中游分析

集成母排行业规模效应显著。

集成母排行业规模效应显著，主要体现在伴随产销规模持续扩张，集成母排制造商尤其是头部厂商的生产成本呈逐年下降趋势。以中国

集成母排制造商西典新能为例，2020-2023年企业的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9.12%、5.53%、4.94%和4.91%，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逐年降低，展现了其作为头部厂商规模化的采购和议价优势。

下 集成母排产业链下游分析

动力电池制造商和整车厂商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产业链下游分析

下游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厂商快速扩产驱动集成母排市场需求同步增长。

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以动力电池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行业也迎来良好发展契机。2023年中国动力和其他

电池合计累计产量778.1GWh，同比增长42.5%；动力电池累计销量616.3GWh，同比增长32.4%，且在全球动力电池装机市场中中国

企业已占据超过63%的份额，行业景气度处于高速增长期。可以预见，在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市场需求量持续增长的驱动下，作为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重要零部件的集成母排行业将面临巨大市场空间。

行业规模

集成母排行业规模的概况



中国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为集成母排行业奠定市场基础。

2021-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352.1万辆增长至949.5万辆，CAGR达64.22%，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占比超60%，间接给上游集成母

排等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商提供了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其中，2023年中国动力电池及其他电池累计产量和装车量分别达778.1GWh和

387.7GWh，动力电池及上游材料出货量占全球50%以上，彰显了新能源汽车对上游动力电池行业的强大辐射力和支撑力。集成母排作为动力电

池的重要构成部件，通常动力电池中的单个电池模组对应1个CCS集成母排，因此，其市场需求也将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的高速发展而

呈现规模化扩张。

集成化和轻量化优势带动FPC渗透率持续提升。

集成化和轻量化是FPC的两大核心优势。在集成化方面，FPC可以减少接插件或传统线束数量，简化组装过程，也可以设计成多层结构，通过钻

孔、电镀形成金属化孔以实现不同层间的导电连接，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高密度的配线，减少电子元件之间的距离并提高整体性能；在轻量化方

面，FPC使用聚酰亚胺（PI）薄膜等轻薄基材，可减少设备空间占用和重量，若一辆车选用FPC柔性扁平线束代替传统线束，线束整体重量将降

低约50%，体积将下降约60%。因此，凭借集成化和轻量化优势，FPC在汽车电子等终端应用中的渗透率将呈现持续提升态势。FPC作为CCS集

成母排的主要原材料，FPC渗透率的提升将带动CCS集成母排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张。

集成母排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

集成母排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

规模预测SIZE模型

数据来源: 中汽协、东方财富网、联赢激光

集成母排规模预测

集成母排行业规模

政策梳理



政策名称

《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
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

颁布主体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
部

生效日期

2023-06-01

影响

6

政策内容
对购置日期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3万元；对购置日期在2026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1.5万元。

政策解读
该公告对新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部分免征车辆购置税，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成本，有利于刺激新能源汽车产能和销量同步增长，间接增加了集成母排等零部件的
订单需求，为集成母排制造商业务扩张提供驱动力。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
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颁布主体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17部门

生效日期

2022-07-01

影响

6

政策内容
为进一步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提出包括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更新消费、推动汽车平行进口持续健康发展优化汽车使
用环境、丰富汽车金融服务系列措施。

政策解读
该通知鼓励扩大新能源汽车购买和消费，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协同发展，对集成母排等上游零部件产生积极影响，鼓励上游零部件制造商加大产品研发和生
产布局。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通知》

颁布主体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效日期

2021-01-01

影响

7

政策内容
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将安排100亿元以上奖补资金，分三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
力。

政策解读
该通知提出中央财政将通过资金支持的形式鼓励“小巨人”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并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有利于鼓励集成母排等重要零部件制造商加强研发投入和成
果转化。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

颁布主体

国务院办公厅

生效日期

2020-10-01

影响

6

政策内容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坚持整车和零部件并重，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新，提升动力电池、新一代车用电机等关键零部件的产业基础能力，推动电动化与网联化、智能化
技术互融协同发展。

政策解读
该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强调要重视汽车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创新，有利于鼓励集成母排等重要零部件的制造商加大研发投入并布局更多前沿创新
技术。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中国制造2025》

颁布主体

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15-05-01

影响

6

政策内容
继续支持电动汽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先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
能力，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品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政策解读
该政策强调要瞄准新能源汽车等战略重点，鼓励相关企业积极布局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行业中的前沿性关键和核心技术，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有利于鼓励集
成母排等重要零部件企业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为产品未来的规模化生产和应用做好技术准备。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综合企业力、技术力和人才力三个指标，集成母排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公司有壹连科技、西典新能、奕东电子、东尼电子等；

第二梯队公司为硅翔绝缘、铂联科技等；第三梯队有安博新能源、首帆电子等。

集成母排行业市场份额趋于向头部制造商集中。

集成母排行业市场参与者众多，包括美国安费诺、壹连科技、西典新能、安博新能源等国内外集成母排制造商。由于集成母排行业属于技术密集

型行业，集成母排制造商除需要具备产品开发设计及加工制造能力外，还需要在关键技术及生产工艺等方面具备技术沉淀，头部厂商往往凭借较

强的产品创新能力以及丰富的规模化量产和产业化应用经验而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以西典新能为例，其通过自主设计制造关键生产设备，持续开

发FPC吸塑CCS、薄膜CCS、FFC采样CCS等多个前沿项目，2020-2023年其电池连接系统产品和电控母排产品的市占率分别从4.5%和27.08%

提升至14.89%和30.66%，行业马太效应明显。

较强的客户粘性巩固了头部制造商的市场竞争力。

集成母排属于电池成组的重要组件之一，产品质量及可靠性将直接影响电池包的安全性。因此，下游客户对于集成母排产品的稳定性及安全运行

具有较高要求，产品验证和供应商准入周期较长，客户一般倾向于选择长期稳定合作的供应商，故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规模化头部企业往往具备

较强的客户粘性。以西典新能为例，其在电连接行业深耕多年，凭借产品技术水平以及工艺制造优势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用户口碑，并与下游

多个优质客户如宁德时代、蜂巢能源、国轩高科、上汽时代、一汽、比亚迪、中国中车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客户资源丰富、客户粘性

较高，为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打造了坚实的客户基础。

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603312）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1123）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03595）

竞争格局

集成母排概况

集成母排行业竞争格局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集成母排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上市公司速览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4.1亿元 4.4
同比增长(%)

17.7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2.3亿元 13.1
同比增长(%)

15.4
毛利率(%)



1 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603312】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616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苏州市 行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法人 盛建华（SHENG JIAN HUA）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505661794784R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时间 2007-05-31

品牌名称 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设计、生产机电设备及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

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4.4亿元 5.7
同比增长(%)

21.9
毛利率(%)

企业分析



财务数据分析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2024(Q2) 2024(Q3)

0.92 0.69 0.44 0.51 0.65 / / /

/ / / / / / / /

39.1622 58.0401 65.8123 70.2963 55.7634 / / /

/ 49.3386 228.7669 93.857 15.2362 / / /

/ -20.8953 259.2884 92.3056 28.2316 / / /

/ / / / / / / /

/ / / / / / / /

149.3362 167.0871 133.0915 154.9543 157.4573 / / /

/ / / / / / / /

2.2553 1.5428 1.3526 1.2635 1.5554 / / /

1.08 0.2 -0.32 0.47 1.2662 / / /

34.6303 23.5624 19.2603 17.8019 18.354 / / /

99.3164 99.7675 95.8193 97.3363 89.4591 / / /

1.6753 1.2007 1.0887 1.0925 1.3356 / / /

18.9192 10.4956 14.596 13.4061 13.511 / / /

/ / / / / / / /

/ / / / / / / /

36.82 21.94 40.01 42.82 36.62 / / /

/ / 0.6 1.27 1.63 0.33 0.59 0.95

16.8932 8.9483 9.779 9.7008 10.7948 / / /

1.1199 1.1729 1.4926 1.382 1.2516 / / /

/ / / / / / / /

/ / / / / / / /

0.0012 0.0029 0.9947 1.0242 1.06 / / /

/ / / / / / / /

110.9268 83.4434 52.1158 42.6965 39.9707 / / /

167334493.53 249895033.64 821572084.17 1592674648.72 1835336968.23 392427362.93 839120784.99 1414898542.32

12.4789 0.4091 0.2944 1.4499 3.0095 / / /

/ / 0.6 1.27 1.63 0.33 0.59 0.95

28268088.71 22361397.15 80341908.34 154502002.49 198120426.03 49615042.2 91666994.79 147888902.65

/ / / / 1.61 / / /

/ / / / / / / /

1.08 0.2 -0.32 0.47 1.2662 / / /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业收入

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
(%)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

归属净利润同比增长
(%)

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实际税率(%)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天)

预收款/营业收入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率
(%)

营业总收入滚动环比
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环比
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环比
增长(%)

每股净资产(元)

每股公积金(元)

扣非净利润(元)

存货周转天数(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元)

稀释每股收益(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元)

毛利润（元）

经营现金流/营业收入

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

凭借在复合母排领域的产品设计与工艺开发经验，公司创造性地将复合母排热压合工艺应用于电池连接系统，推动行业朝轻量化、集成化方向发展。2015年
公司开展PCB采样电池连接系统产品的前瞻性开发研究，并于2017年开展产业化应用。2019年公司参与宁德时代T项目大模组电芯连接方案设计及产品定制
开发，完成大尺寸FPC采样电池连接系统的规模量产。此外，公司还自主研发下一代FFC采样电池连接系统，相较于FPC，FFC信号线路成本更低、强度更
高。

西典新能2023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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