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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外资垄断，毓恬冠佳：20 载春秋成就本土汽车天窗领

头羊 

 

不知道有多少老司机曾经像风云君一样，执着于拥有一辆带天窗的车。哪怕只是

为了偶尔吹吹风、晒晒太阳，看看繁星点点和明月高悬，也愿意咬咬牙“一掷千

金”。或许，这就是风云君对自由和远方的一种小小执念吧。 

 

当然，感谢国产供应链的异军突起，汽车天窗不知不觉已经从高高在上的奢侈品

走入寻常百姓家，如今带天窗与不带天窗的配置价格相差也没有以前大了，甚至

8 万以下的低端车型也可以配备天窗。 

 

可曾经，汽车天窗这片“头顶上的天空”，被几家国外巨头牢牢掌控。上海毓恬

冠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毓恬冠佳”）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 

 

2024 年 11 月 14 日，证监会同意毓恬冠佳的 IPO 创业板注册。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股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实力究竟如何？ 

 

（注 1：本文如果提到报告期，代指 2021-2023 年以及 2024 年上半年。2：本文图表

如无特别标注，出处都来自毓恬冠佳最新招股书。） 

 

一、打破外资垄断，本土汽车天窗领头羊 

 

毓恬冠佳成立于 2004 年，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起步，自成立以来便专

注于以天窗为主的汽车运动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2023 年毓恬冠佳成为中国汽车天窗市场第二大供应商，2022 年之前，中国天

窗市场前五名供应商中唯一诞生于中国本土的汽车天窗企业。 

 



要知道，从 1932 年伟巴斯特发明第一个折叠车顶，全球汽车天窗市场就一直被

国外天窗巨头所垄断。 

 

从市占率来看，2021-2023 年毓恬冠佳国内市占率稳步提升。2023 年公司汽

车天窗销量为 231.1 万台，对应市占率为 16%。 

 

 
 

这要得益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逐步打破原有

整车销售市场结构，本土供应商借此机会进入整车配套体系并实现进口替代。 

 

近些年，国内汽车天窗的出货量持续上升，2023 年出货量高达 1581 万套，截

至 2023 年，汽车天窗在整车的渗透率已达 61%。与市占率稳步提升对应的是，

公司整体销量的不断提升。 

 

 
(来源：招股书，制图：市值风云 APP) 



 

总营收上，2021 年至 2023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21.10%，

其中全景天窗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26.93%，小天窗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1.94%，发行人经营业绩具有成长性，发行人报告期内业绩增长情况很好地佐证

了公司汽车天窗领域的成长性。 

 

可以说，报告期内公司销量、营收都在稳步上行。公司到底靠什么在汽车天窗这

片“红海”中杀出一条血路呢？ 

 

二、软硬兼施，研发设计及装配工艺缺一不可 

 

汽车天窗是车身系统中较大和较复杂的配套分总成之一，它既是内外饰件，同时

又承担安全件和功能件的职责，是集光、机、电一体的高度集成化车身智能产品，

对汽车天窗整体设计及零部件质量及功能的要求苛刻。 

 

因此，汽车天窗的设计开发及装配工艺是一项技术密集的复杂系统工程，二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 

 

如果说产品设计开发能力是公司产品竞争力、客户满意度的核心，那么优良、高

效的装配工艺流程是产品研发设计得以落地量产的有力保证。 

 

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和实践探索，毓恬冠佳第一款全景天窗的量产标志着公司真

正攻破了全景天窗的技术难关，为后面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公司的技术基于五大性能要求，针对天窗四大系统的技术痛点和市场需求进行设

计开发，同时涵盖电动尾翼等新产品技术拓展。 

 

并在开移距离、尺寸、强度、功能性、轻量化、超薄化、空间占用、模块化、同

步控制以及精度控制等多个维度实现了行业领先。 

 



 
 

以全景天窗产品的部分技术痛点为例，与行业同类技术相比，公司的技术可实现

更大的玻璃开启距离及透光面积、更长的续航能力、更少的机械组空间占用。 

 

 
（回复意见 20240108） 

 

在装配工艺方面，公司具备生产自动化程度高、设备可靠性强、监控测试自动化

程度高的特点，与主流供应商相比毫不逊色。 

 

高于行业平均技术水平认定为高，与行业平均技术水平持平认定为中。 

 



 
（回复意见 20240108） 

 

除了硬实力的支撑，汽车天窗企业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住脚跟，就要获取

足够的市场反馈来进行技术创新，需要强大的客户基础做支撑，俗称“抱大腿”，

因为客户的产品反馈才是产品完善和迭代的关键。 

 

公司拥有包括长安汽车（000625.SZ）、一汽集团、吉利汽车（00175.HK）、

广汽集团（601238.SH）、上汽大众、长城汽车（601633.SH）、奇瑞汽车等

国内知名整车厂客户。 

 

结合多年攒下的技术底子和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公司的研发设计及装配工艺不断

提升。 

 

三、毛利率逐年提升，对上游议价能力较强 

 

从毛利率来看，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逐渐提升，分别为 14.5%、14.9%、

16.8%和 17.8%。 



 
(来源：Choice 终端，制图：市值风云 APP) 

 

分产品来看，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全景天窗和小天窗，两者在报告期内的毛利率均

呈现逐年提升趋势。 

 

 
 

此外，全景天窗由于技术含量更高，毛利率也更高，同时其在报告期内的营收比

重也在不断提高。 

 



2024 年上半年，公司全景天窗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重从 2021 年的 65%

提升至 77%，同期小天窗收入占比从 31%降至 17%。 

 

2021-2023 年公司全景天窗平均毛利率为 18.6%，小天窗平均毛利率为 8.3%。 

 

 

 
 

能够在年降压力、内卷加剧的市场环境下拥有相对稳定且逐年提升的毛利率，实

属不易，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成本控制能力以及议价能力。 

 

如果进一步比较的话，公司对于上游供应商议价能力较强。经营性应付项目的比

重远高于经营性应收项目的比重，在结算方式上也利用到了应付票据的账期优势，

以提高自身资金的使用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也都能够覆盖资本开支，具备造血能力。 

 

四、募资 5.75 亿，拓宽天窗市场 

 

目前产能储备不足是制约公司发展的一大主要因素。 

 

随着我国汽车产销量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者对汽车天窗的需求上行，我国汽车天

窗整体市场容量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头豹研究院预计，2027 年我国汽车天窗市场规模将达到 1729.8 万个，2024-27

年复合增长率为 4.7%。 



 

公司拟募资 5.75 亿元，投资项目包括汽车天窗智能工厂建设、汽车车顶系统及

运动部件新技术研发项目等。 

 

其中天窗智能工厂建设项目总投资 3.25 亿，项目建成后将可实现年产 40 万套

汽车全景天窗、20 万套天幕天窗、46 万套卷帘天窗以及 10 万套尾翼的能力。 

 

 

 

天幕最初主要是由特斯拉等新兴造车势力应用于其新能源车型上，目的是提升驾

驶人顶部空间。作为一种不可开启的天窗，天幕的结构以及功能比可开启的全景

天窗更为简单。 

 

 
 



从配置车型细分上看，天幕在新能源汽车和 30 万以上高端车型上的配置率快速

提升，2023 年天幕在中国汽车车顶配置中渗透率为 14.5%。 

 

未来二者并存或是常态，但根据公司招股书，未来汽车天幕替代传统汽车天窗的

可能性较低，也就是说天窗在中国汽车车顶配置中仍是主流。 

 

公司在专注当下全景天窗业务的同时主动切入天幕市场，目前已具备集成天幕的

技术储备并已取得岚图 H77 集成式天幕的项目定点，进一步打开了天窗市场的

新空间。 

 

结语 

 

毓恬冠佳用近 20 年在汽车天窗领域的深耕，逐步打破由外资垄断的国内天窗市

场，让中国企业在汽车天窗市场竞争中有了一席之地。 

 

汽车零部件行业进口替代是大势所趋，未来公司还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可以去竞争。 

 

期待未来在资本市场的助力下，公司进一步挑战外资在中国乃至国际上天窗行业

的市场地位，壮大这股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