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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为2024年中国汽车减震器行业概览报告，将梳理中国汽车减震器行业的相关生产及发展情况，对该行业的产业链、行业规模做出具体分析。本报告主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包括：1）

中国汽车减震器行业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发展现状如何？2）中国汽车减震器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有哪些？未来市场空间如何？

• 洞察1：钢材是制作汽车减震器的主要原材料

汽车减震器制作所需零部件包括活塞杆、钢管、橡胶及工程塑料、支架类、弹簧盘类、油封、减震器油和包装物等。其中，活塞杆、钢管、弹簧盘类等钢制品占汽车减震器产品成本

的比重超过40%，钢价的变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汽车减震器制造商的成本结构和盈利空间。

• 洞察2：中国汽车减震器行业国产化进程加快

中国在汽车减震器领域的发展起步较晚，早期在汽车减震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上依赖于国外技术和设备，而后随着中国汽车工业崛起带来的巨大市场和相对成本优势，全球汽车零部

件产业将逐渐向中国转移，国内开始涌现出一批研发和生产汽车减震器的优秀企业，这些企业不断开发和投产气囊可调式减震器等新型减震器产品，逐步从前期的技术追随过渡到自

主研发阶段，在中高端汽车减震器产品上与国外的技术差距逐步缩小，国产化替代进程不断加快。

• 洞察3：中国在CDC、MRC等高端减震领域的国产化替代空间较大

在CDC减震器领域，目前仅南阳淅减等少数厂商实现规模化生产和应用，特别在电磁阀的配置方面，国外先进品牌厂商均已实现双电磁阀配置，在前沿技术上具备较高的壁垒和较强

的市场竞争力；在MRC减震器领域，目前京西重工、中鼎股份等国内厂商正加速布局MRC生产线建设，部分已实现量产；国产化进程呈现快速推进态势，然而其核心原材料磁流变液

目前仍主要由国外厂商所垄断，中国厂商面临较大的国产化替代空间。

• 洞察4：中国汽车减震器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伴随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发展及可变阻尼减震器应用渗透率不断提高，汽车销量与减震器单车价值量这两个汽车减震器行业市场规模的关键驱动因素均呈提升趋势，预计将带动汽车减

震器行业市场规模从2024年的658.83亿元增长至2028年的972.24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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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减震器行业——产业链图谱
汽车减震器产业链上游为零部件供给环节，以钢制品为主；中游为减震器的生产与制造环节，CDC是目
前主流的可变阻尼减震器产品；下游面向悬架和整车厂商，空悬系统市场增长空间较大。

汽车减震器行业产业链图谱

来源：正裕工业招股书，高工智能汽车，盖世汽车研究院，头豹研究院

上游 中游 下游

汽车减震器制作所需零部件包括活塞杆、钢管、橡胶及工程塑料、
支架类、弹簧盘类、油封、减震器油和包装物等。其中，活塞杆
通过与活塞配合可帮助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吸收和缓解来自路面的
冲击和震动，是汽车减震器的核心部件之一，在汽车减震器产品
成本中占比最大，比重为21.08%；钢管在汽车减震器的结构支撑、
液压油储存、活塞杆导向等领域扮演关键角色，其质量和制造工
艺将直接影响汽车减震器的性能和寿命，在产品成本中占比近15%；
橡胶及工程塑料主要起密封和缓冲作用，用于制作减震器与悬架
系统间的连接衬套、油缸内部的导向环、活塞阀片等结构部件，
其成本占比10-11%；此外，支架类部件成本占比近9%，弹簧盘类
部件占比近8%，减震器油占比近6%，其他零部件成本占比约30%。
整体来看，活塞杆、钢管、弹簧盘类等钢制品占汽车减震器产品
成本的比重超过40%，钢价的变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汽车减震器
制造商的成本结构和盈利空间。

汽车减震器成本构成

目前，CDC、FSD、MRC是中国市场中三种主要的可变阻尼减震器
产品类型，其中CDC减震器在可变阻尼减震器市场规模中占比近
70%，是现阶段可变阻尼减震器的主流产品。相比于MRC等其他可
变阻尼减震器，CDC减震器具备更高的成本优势和技术成熟度，
广泛应用于中高端新能源汽车。未来随着汽车进一步向智能化和
集成化发展，预计CDC减震器将与更多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如
ADAS、自动驾驶等）进行深度集成，形成更加智能化的底盘控制
系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较高的市场份额。
MRC减震器是通过调节磁场大小来控制材料的力学性能连续变化
从而实现更加精细化的悬架调节，目前由于技术受限所导致的高
成本而仅应用于高端车型，市场占比约5%。预计未来随着国产技
术突破和成本下降，其应用范围将逐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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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阻尼减震器不同类别产品规模占比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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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悬架分价格区间标配搭载量及同比增速，
2023-2024年

单位：套，%

由于空气悬架系统配置了空气弹簧和可变阻尼减震器，可实时调
整悬挂的刚度和阻尼系数，相比于传统的螺旋弹簧或钢板弹簧悬
架具备更强的操控性和稳定性。从配置空气悬架车型的价格区间
来看，目前30-40万价格区间的标配搭载量最多，约占整个市场的
40%；30万以下价格区间的标配搭载量最少，约占整个市场的12%；
从不同价格区间搭载量的同比增速来看，整体均维持了较高增速，
其中30万以下价格区间空气悬架标配搭载量同比增速高达5343.3%，
而30-40万、40-50万、50万以上车型同比增速仅为17%、36.2%和
62.6%，反映了配置空气悬架车型的价格区间呈现下探趋势，即空
气悬架从高端车型向中低端车型渗透的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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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减震器行业——产业链上游
汽车减震器上游零部件包括活塞杆、钢管、橡胶及工程塑料、支架类、弹簧盘类等，其中钢材是制作汽
车减震器的主要原材料，钢价下行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汽车减震器制造商的成本压力。

汽车减震器行业产业链上游分析

来源：正裕工业招股书，中钢网，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WIND，头豹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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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减震器成本构成 单位：% 中国钢材价格走势（以上海热轧板卷和冷轧板卷为例），2018-2024年 单位：元/吨

汽车减震器制作所需零部件包括活塞杆、钢管、橡胶及工程塑料、支架类、弹簧盘类、油封、减震器油和包装物等。其中，活塞杆通过与活塞配合可帮助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吸收和缓解来自路面

的冲击和震动，是汽车减震器的核心部件之一，在汽车减震器产品成本中占比最大，比重为21.08%；钢管在汽车减震器的结构支撑、液压油储存、活塞杆导向等领域扮演关键角色，其质量和制

造工艺将直接影响汽车减震器的性能和寿命，在产品成本中占比近15%；橡胶及工程塑料主要起密封和缓冲作用，用于制作减震器与悬架系统间的连接衬套、油缸内部的导向环、活塞阀片等结

构部件，其成本占比10-11%；此外，支架类部件成本占比近9%，弹簧盘类部件占比近8%，减震器油占比近6%，其他零部件成本占比约30%。整体来看，活塞杆、钢管、弹簧盘类等钢制品占汽车

减震器产品成本的比重超过40%，钢价的变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汽车减震器制造商的成本结构和盈利空间。

从中国钢铁供应情况来看，中国是全球钢铁大国，2023年中国粗钢年产量10.19亿吨，全球产量占比53.9%，远超位居第二占比仅7.4%的印度，中国国内钢材供给充足。同时，中国基于钢材加工

生产汽车减震器活塞杆等钢制品的厂商如锦州万友和北特科技等，目前已具备高精度高性能自主研发能力，进口依赖程度较低。因此，汽车减震器上游原材料采购可基本实现国内自给自足。从

钢铁价格变动情况来看，钢材价格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2018-2020年，受中美贸易战影响，钢价处于下行周期；2020-2021年年中，在国内外经济复苏刺激需求增长、铁矿石煤焦废钢等原燃

料价格大幅上涨、全球量化宽松政策利好消费预期等多因素影响下，钢价呈持续上行趋势。以上海热轧板卷和冷轧板卷价格为例，2021年5月热轧板卷和冷轧板卷价格均达到最高值，热轧板卷

（3.0mm）和冷轧板卷（0.5mm）价格分别为6,840元/吨和7,630元/吨；2021年中至今，在房地产市场降温背景下，钢材在经历了前期大涨后需求逐步转弱，钢价开始震荡下行，近期叠加全球

经济增速放缓预期增强、传统钢铁消费淡季下供强需弱特征明显、钢筋新旧国标切换导致部分商家抛售降价、原燃料价格弱势运行等因素，钢价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下行周期，上海热轧板卷

（3.0mm）和冷轧板卷（0.5mm）价格分别从2023年末的4,150元/吨和5,220元/吨下降至2024年6月的3,720元/吨和4,54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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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减震器行业——产业链中游
目前，大部分国外先进品牌厂商已实现CDC减震器的规模化生产和应用并掌握双电磁阀配置等前沿技术，
而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进展相对缓慢，国产化替代空间较大。

国内外汽车减震器制造商CDC产品研究和量产进展

来源：中国知网，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

电磁阀是CDC减震器的关键零部件

从CDC减震器的工作原理来看，电子控制单元根据车辆实时的行

驶状态信息计算出所需要的阻尼力大小，通过给电磁阀提供不同

大小的控制电流来改变电磁阀先导阀芯杆的位移，从而改变主阀

芯的节流口开度，最终实现阻尼力的调节。由此可见，电磁阀是

CDC减震器的关键零部件，电磁阀的性能将直接决定CDC减震器

的响应速度、调节精度和整体工作成效。目前，双电磁阀配置是

CDC减震器技术发展的前沿方向。相对于单电磁阀设计，双电磁

阀具备更高的响应速度和更精确的阻尼力调节，可实现毫秒级响

应并支持不同驾驶模式下个性化的阻尼设置。

品牌 CDC技术动态 电磁阀配置

ZF
2024年12月sMOTION全主动减振系统量产，采用CDCrci复原压缩独立
的双阀减震器，目前已在保时捷Panamera和Taycan两款新车型中批量
生产应用

双电磁阀

Tenneco
CVSA2/Kinetic系列智能悬架组合配备双电磁阀自适应减震器，集成侧
倾控制系统，于2021年在中国市场实现量产，搭载于梅赛德斯、迈凯
伦、理想、吉利等车型

双电磁阀

Bilstein
ADS+系统空气悬挂模块（BILSTEIN DampTronic sky）配置两个连续可
调整电磁阀和Skyhook运算法则，2013年开始陆续应用于宝马、梅赛
德斯等高端车型

双电磁阀

Marelli
2023年年底发布全主动悬架系统，使用特殊材料电磁阀和多层气囊设
计，目前已应用于奔驰S-Class、宝马X7、奥迪Q8和保时捷Taycan等高
端豪华轿车

单/双
电磁阀

南阳淅减
2021年自主开发的具备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的自适应阻尼减振器
系统（ADS电磁阀减振器）实现转化应用，成功实现与一汽、上汽、
岚图、广汽等知名汽车厂家的ADS批量供货

双电磁阀

宁江山川
2023年首个CDC智能减震器项目正式实现量产，目前双电磁阀CDC减
震器完成基础性能调校、样件试制及交付，预计年底量产

/

正裕工业
2017年发布全新CDC减震器，目前正逐步提高CDC减震器电磁阀等核
心关键减震元件的自制比例

/

上海琳顿
目前正同步开发外置式单阀电控减振器和外置式双阀电控减振器两款
总成产品

/

国内外减震器制造商CDC产品发展动态

对比国内外减震器厂

商CDC 技术动态 ，发

现 ZF 、 Tenneco 、

Bilstein 、 Marelli 等 国

外品牌厂商较早进入

CDC 减震器研究领域

并在市场中实现批量

量产，而中国品牌厂

商在该领域的技术进

展相对缓慢，目前仅

南阳淅减等小部分厂

商实现规模化生产和

应用，宁江山川、正

裕工业、上海琳顿等

厂商在CDC 减震器的

自主生产上仍处于开

发阶段。此外，在电

磁阀的配置方面，国

外先进品牌厂商均已

实现双电磁阀配置，

在前沿技术上具备较

高的壁垒和较强的市

场竞争力，中国厂商

仍面临较大的国产化

替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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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减震器行业——产业链中游
目前中国减震器制造商正加速布局MRC生产线建设，部分厂商已实现MRC的自主研发和量产；但MRC的
核心原材料磁流变液仍主要由国外厂商所垄断，中国厂商面临较大的国产化替代空间。

国内汽车减震器制造商MRC产品研究和量产进展

来源：中国知网，公司官网，蓝凌资本，头豹研究院

磁流变液是MRC减震器的关键材料

从磁流变减震器（MRC）的工作原理来看，电子控制单元根

据车辆实时的行驶状态信息计算出所需要的阻尼力大小，通

过给减震器中的线圈提供不同大小的控制电流来改变减震器

内部的磁场大小，从而改变磁流变液的粘度，使磁流变液的

力学特性发生变化，最后达到调节阻尼力的目的。由此可见，

MRC减震器的原理核心在于其内部特殊的磁流变液。目前，

磁流变液仍面临价格昂贵、导磁粒子沉降问题和工作温度范

围问题待改进等局限性，仅在部分高端车型中有所应用，市

场渗透率较低。

品牌 MRC技术动态

中鼎股份
加快布局磁流变减震器项目，目前项目产线建设
正在加速推进中

京西重工*

2020年发布MagneRide4.0磁流变减震器，磁流
变液反应速度仅需0.5毫秒，同时能在极端的温
度（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到105摄氏度）条件下
保持稳定可靠的工作状态。在磁流变液方面，其
采用洛德（LORD）磁流变液来提供磁流变悬架
解决方案

金麦特
目前正在调试国内首条磁流变减震器全自动生产
线

科亿国际
2024年9月面向前装的40万支自动化MRC生产线、
5万升自动化磁流变液生产线实现量产

博海新材
目前已自主制备出高流变性能、高抗沉降性、寿
命长的新型纳米磁流变流体，可应用于减震，阻
尼，制动等领域

*京西重工于2009年收购了德尔福的底盘悬架及制动系统业务

国内减震器制造商MRC技术发展动态 全球磁流变液竞争格局

91.65%8.35%
CR3

其他

单位：%

MRC减震器的核心原材料磁流变液的技术壁垒较高，全

球 磁 流 变 液 市 场 主 要 由 LORD 、 QED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Arus MR Tech三家国外厂商占据，CR3达

91.65%，行业集中度较高。

从中国国内减震器制造商MRC技术发展动态来看，目前

京西重工、科亿国际等国内先进企业均已实现MRC量产，

同时中鼎股份、金麦特等厂商正加速布局MRC生产线建

设，MRC减震器的国产化进程呈现快速推进态势。但从

其核心原材料磁流变液领域来看，目前磁流变液的国产

化替代进程较慢，仅有博海新材等少数厂商掌握磁流变

液的自主研发技术，较高的技术壁垒导致MRC减震器的

成本较高，单套MRC悬架系统价格超过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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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减震器行业——产业链下游
目前单可变阻尼减震器配置的悬架系统的规模化应用程度要高于空气悬架系统，随着空气悬架车型的价
格区间不断下探，空悬系统的渗透率将呈持续提升趋势，带动可变阻尼减震器市场需求扩张。

汽车减震器下游空气悬架的搭载及渗透情况

来源：盖世汽车研究院，高工智能汽车，头豹研究院

23.80 

56.40 

41.20 1.20%

2.67%

3.60%

2022年 2023年 2024年1-7月

标配空气悬架新车销量 渗透率

中国市场标配空气悬架新车销量及渗透率，2022-2024年 单位：万辆，%

空气悬架分价格区间标配搭载量及同比增速，2023-2024年 单位：套，%

910

147031

85068

4597149534

171954

115875
74762

＜30万 30-40万 40-50万 50万以上

2023年1-7月 2024年1-7月

5343.3%

17.0%

36.2%

62.6%

中国市场乘用车前装标配空气悬架及可变阻尼减震器交付量，2023年 单位：万辆

56.4
155.55

空气悬架 可变阻尼减震器（FSD/CDC/MRC）

由于空气悬架系统配置了空气弹簧和可变阻尼减震器，可实时调整悬挂的刚度和阻尼系数，相比

于传统的螺旋弹簧或钢板弹簧悬架具备更强的操控性和稳定性。伴随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趋势加

快，市场对空气悬架的需求大幅增加，中国市场标配空气悬架新车销量从2022年的23.8万辆上涨

至56.4万辆，同比增加136.97%，渗透率从2022年的1.2%上升至2024年1-7月的3.6%，表明空气悬

架标配在市场中的接受度日益提高。

从配置空气悬架车型的价格区间来看，目前30-40万价格区间的标配搭载量最多，约占整个市场

的40%；30万以下价格区间的标配搭载量最少，约占整个市场的12%；从不同价格区间搭载量的同

比增速来看，整体均维持了较高增速，其中30万以下价格区间空气悬架标配搭载量同比增速高达

5343.3%，而30-40万、40-50万、50万以上车型同比增速仅为17%、36.2%和62.6%，反映了配置空

气悬架车型的价格区间呈现下探趋势，即空气悬架从高端车型向中低端车型渗透的趋势明显。

从目前的应用规模来看，中国市场（不含进出口）乘用车前装标配可变阻尼减震器（包括FSD、

CDC、MRC）交付155.55万辆，其规模约是空气悬架交付量的3倍，表明现阶段单可变阻尼减震

器配置的悬架系统渗透率要高于空气悬架系统，规模化应用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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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减震器行业——市场规模
伴随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发展及可变阻尼减震器应用渗透率不断提高，汽车销量与减震器单车价值量这两
个汽车减震器行业市场规模的关键驱动因素均呈提升趋势，预计将带动汽车减震器行业市场规模从2024
年的658.83亿元增长至2028年的972.24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0.22%。

中国汽车减震器行业市场规模，2021-2028E

来源：头豹研究院

309.55 329.22 358.43 386.89 417.33 456.71 
510.11 

588.94 

215.46 
221.80 

256.82 
271.94 

287.74 
308.90 

338.44 

383.30 

2021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整车配套市场中汽车减震器市场规模

售后市场中汽车减震器市场规模

525.01 
551.01 

615.25 
658.83 

705.07 

765.61

848.55 

972.24 

单位：亿元

+10.22%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汽车销售量和保有量的增加直

接推动了市场对于上游零部件汽车减震器的需求。特别是在

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对汽车减震器有着更高

的轻量化和智能化需求，推动汽车减震器逐步从被动减震器

向半自动和主动减震器等高性能产品过渡。整体来看，汽车

减震器市场可分为整车配套市场和售后市场。其中，整车配

套市场的需求取决于汽车产销量，售后市场的需求取决于汽

车保有量。2021-2023年，整车配套市场和售后市场中汽车

减震器的市场规模分别从215.46亿元和309.55亿元增长至

256.82亿元和358.43亿元，整体市场规模从525.01亿元增长

至615.25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8.25%，展现了中国汽车

产业对减震器市场的强大驱动力。

汽车减震器行业市场规模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汽车销量及

减震器单车价值量。其中，汽车销量和保有量的持续稳定增

长为减震器市场规模扩张奠定基石；可变阻尼减震器在下游

整车悬架系统中应用渗透率的提高带动减震器单车价值量提

升。叠加汽车减震器产品技术不断升级迭代、国产化替代进

程加速等因素，预计未来汽车减震器行业的市场将面临更大

的增长空间，预计2024-2028年整车配套市场和售后市场中

汽车减震器的市场规模将分别从271.94亿元和386.89亿元增

长至383.3亿元和588.94亿元，整体市场规模从658.83亿元增

长至972.24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0.22%。

年均复合增长率
(2021-2023)

年均复合增长率
(2024-2028E)

8.25% 10.22%

完整版登录www.leadleo.com

搜索《2024年中国汽车减震器行业概览》

http://www.leadl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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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减震器行业——驱动因素分析
汽车减震器行业的主要驱动因素有三点：1）中国汽车市场规模庞大；2）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崛起；3）
空气悬架应用渗透率提升。

汽车减震器行业驱动因素分析

来源：中汽协，盖世汽车研究院，头豹研究院

25%
30%

中国汽车市场规模庞大1 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崛起2 空气悬架应用渗透率提升3

3.02 3.19 3.36 3.53 3.70 3.89 4.08 4.29 

2021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中国汽车保有量（亿辆）

2627.50 
2686.40 3009.40 

3099.68 
3192.67 

3288.45 
3387.11 3488.72 

352.10 688.70 949.50 1329.30 1728.09 1952.74 2206.60 2493.46 

2021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中国汽车销量（万辆）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中国汽车保有量及汽车销量分别决定了汽车减震器的整车配套
市场和售后市场规模大小。其中，2023年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3.36亿辆，同比增长7.7%，预计伴随人口城镇化率逐步提高和
经济稳定发展，汽车保有量将趋于稳定增长；2023年中国汽
车产销量分别达到3,016.1万辆和3,009.4万辆，同比增长11.6%
和12%，创历史新高并实现两位数增长，预计在政策支持、消
费提振及新能源加速渗透带动下，汽车销量也将呈快速增长态
势。庞大的汽车市场驱动汽车减震器行业市场规模扩张。

774.90 
954.30 

1176.60 
1459.60 

741.00 

38.40%
44.40%

49.90%

56.00% 61.80%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1-6月

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万辆） 占比（%）

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崛起带动国内汽车厂商市场份额持续增长，
2024年1-6月自主品牌车企销量达741万辆，同比上升22.2%；
市占率达61.8%，同比上升8.1%，是唯一实现同比正增长的派系
品牌，而欧系、美系和日韩系同比均明显下滑，凸显了中国自
主品牌较强的竞争力。在自主品牌车企对上游减震器需求量同
步增加的同时，汽车行业的电动化、轻量化、智能化发展进一
步推动整车厂对减震器高性能配置的需求。例如，头部车企比
亚迪最新发布的“云辇”系统中就配置了CDC减震器、主动式液
压减震器等高端电控减震器；车企奇瑞最新上市的星纪元ES则
全系标配IAS智能空气悬架+CDC电磁减振系统。综上，伴随中
国汽车自主品牌崛起，汽车减震器下游整车配套市场将同步打
开，其中高性能汽车减震器在中高端车型中的渗透率更高，市
场发展潜力更大。

4.10 
2.60 

5.50 
6.50 7.10 7.80 7.70 

1.90%
2.40%

3.60%

4.30% 4.30% 4.50% 4.40%

中国空气悬架标配搭载量（万套） 渗透率（%）

从2024年单月空气悬架标配搭载量情况来看，空气悬架标配
搭载量从1月的4.1万套起步，在波动中上升，6月达7.8万套；
同时，其渗透率也从1月的1.9%波动提升至6月的4.5%，表明
空气悬架标配在市场上的接受度日益提高。可变阻尼减震器
作为空气悬架的重要构成零部件，空气悬架的渗透提升将带
动CDC减震器、MRC减震器等可变阻尼减震器需求同步增长。
同时，空气悬架的广泛应用将推动汽车减震器技术升级，如
朝着更加智能化、轻量化和集成化的方向发展。未来随着空
气悬架的国产化替代进程提速，预计其核心部件可变阻尼减
震器的市场规模也将持续扩张，带动传统汽车减震器厂商加
快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拓展汽车减震器高端市场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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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9大行业，532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了近100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10,000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

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

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方法论

◆ 本报告著作权归头豹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刻、发表或引用。若征得头豹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

注明出处为“头豹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或修改。

◆ 本报告分析师具有专业研究能力，保证报告数据均来自合法合规渠道，观点产出及数据分析基于分析师对行业的客观理解，本报告不受任何第三方授意或影响。

◆ 本报告所涉及的观点或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证券或基金投资建议。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或证券研

究报告。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头豹可能会为报告中提及的企业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融资或咨询等相关服务。

◆ 本报告的部分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头豹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头豹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

过往报告中的描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头豹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或文章。头豹均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

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机构或个人应对其利用本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

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负责并承担该等活动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或伤害。

法律声明

www.leadleo.com 400-072-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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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企研究多模态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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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数据，提供数据库API接

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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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户竞争优势进行评估

和调研确认，助力企业品

牌影响力传播

依托完善行业研究体系，

帮助学生掌握行业研究能

力，丰富简历履历

市场地位确认招股书引用

研究覆盖国民经济19+核心

产业，内容可授权引用至

上市文件、年报

行研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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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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