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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自动驾驶：L2快速渗透，高阶自动驾驶或将加速落地，建议关注自动驾驶域控供应商经纬恒润及德赛西威

 L2自动驾驶稳步渗透，高阶自动驾驶初现雏形。基于中汽协产销量数据、易车网、懂车帝等汽车论坛的配置数据，我们的测算（下同） L2级自动驾驶自2017年来，渗透

率每年均有5pcts左右提升，2022H1达33%。此外，特斯拉、蔚来、小鹏、理想、高合等品牌均有车型具备地图领航/领航辅助功能，我们将相应车型划分为L2+，2022H1

L2+渗透率达5%，高级别自动驾驶初显雏形。

 主机厂将自动驾驶作为差异化竞争重点，自动驾驶有望快速渗透。对于L2，仅具备行车功能的ADAS方案成本下降，助推L2向东风风神奕炫等10万元以下车型渗透。此外，

5V5R架构实现行泊一体，据东软睿驰测算，对比1V1R+APA方案，行泊一体方案能够将成本降低20%-30%，亦可促进L2渗透。我们预计2025/2030年L2级自动驾驶渗透率分

别为60%/52%。此外，自主品牌高端化，亦将高阶自动驾驶作为差异化重点，我们认为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高阶自动驾驶将快速落地，预计2025年L3/L4及以上级别自

动驾驶渗透率分别为10%/1%，并将于2030年提升至40%/8%。

 自动驾驶将围绕行泊一体及大算力两个趋势发展，域控需求快速提升，相应供应商有望受益。我们认为行泊一体、大算力分别为L2、高阶自动驾驶重要关注点。自动驾

驶域控制器为自动驾驶决策层核心产品，有助于传感器融合与高级别功能的实现。随着自动驾驶的快速渗透，自动驾驶域控相应供应商有望受益，建议关注已实现自动

驾驶域控制器量产配套的经纬恒润及德赛西威。

 智能座舱：HUD、全景玻璃车顶快速渗透、伴随产品升级亦有价值量提升

 HUD：作为驾驶员感知智能汽车最重要的HMI接口，伴随显示效果完善而渗透。作为人机交互最重要的接口，WHUD技术成熟、成本较低，逐渐下探到低价格带车型；AR-

HUD功能丰富、显示效果好，高端化车型纷纷搭载，助力ASP提升。目前，HUD渗透率稳定提升，2022Q2达7.56%，预计2025年渗透率可达38%，2021-2025年渗透率CAGR为

62%。我们看好华阳集团凭借HUD的光学+软件+制造能力，成为该赛道下的国内龙头。

 全景玻璃车顶：相较全景天窗成本更低，视觉酷炫、更受消费者青睐。渗透率自2019年以来始终保持快速、稳定上升，2022Q2达7.78%。相较传统天窗，全景玻璃车顶满

足消费者需求亦降低成本，主机厂有动力提升其配置率。我们预计其渗透率2025年可达25%，2021-2025年渗透率CAGR为48%。全景玻璃车顶渗透的同时，镀膜、调光等功

能亦不断丰富，进一步提升单车价值量。在汽玻行业量价齐升的背景下，建议关注福耀玻璃。

 智能底盘：空气悬架渗透提速，底盘域控从0到1。空悬随标配车型价格的下探而渗透，当前渗透率仍较低，2022Q2仅为0.89%。空悬逐渐成为智能汽车主流新增配置，显著

提升驾乘体验，主机厂特别是高端自主品牌纷纷加码空悬，叠加供应链国产化带来的成本下降优势，空悬有望下探到25万元车型，我们预计国内渗透率2025年有望达到15%，

对应2021-2025年渗透率CAGR为122%。建议关注已实现空悬产品落地的保隆科技、中鼎股份、拓普集团，以及在底盘域控制器有布局的科博达、经纬恒润。

 风险因素：汽车配置数据有偏差；汽车销量覆盖不全；车型销量与相应配置信息的匹配与实际情况有偏差；细分车款价格在汽车论坛的车主交流数量不可反映其实际销售

情况；汽车行业景气度下行；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汽车智能化配置具有较强的消费升级属性，是车企产品实现差异化的重要方向，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以及智能化内外饰等系统具有显著的
增配趋势。智能驾驶系统是汽车智能化的关键指标，在成本下降和行泊一体优化方案的推广下，L2/L2+级别产品是未来渗透提升的核心驱动力；高阶
智驾大算力产品加速推广，主力自主品牌高端化，铺垫未来L3以及以上智驾需求。智能座舱、智能底盘等系统渗透率快速上行，且ASP也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建议重点关注HUD、空气悬架和全玻璃车顶等典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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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AE自动驾驶分级标准

 根据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SAE）标准，自动驾驶分为L0-L5六级。随着级别升高，智能化程度逐级提升，驾驶操作、道路
环境监测及最终的风险处理者逐渐由人类向汽车系统进行过渡。

 L1-L2级别属于辅助驾驶。上述级别可以实现横向（如车道变换）或纵向（如前进行驶）的自动驾驶。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
L1仅可实现横向或纵向某一维度的自动驾驶，L2则可同时实现。

 L3级被视为自动驾驶分水岭， L3-L5可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在L3级别时，如果智能驾驶系统发生系统不可处理
的意外时，系统将要求人类提供适当应答。与之相比，L4-L5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可处理相应意外情况。L4与L5的核心区别
在于，L4仅可在限定的道路环境完成自动驾驶；而L5作为最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可实现不限场景的自动驾驶。

SAE自动驾驶分级标准

资料来源：英特尔IDF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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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自动驾驶稳步渗透，高级别自动驾驶初显雏形

 特斯拉Model Y、Model 3，蔚来ET7、ET5、ES6、ES7、ES8、EC6，小鹏P5、P7、G9，理想One、L9，高合HiPhi等车
型的部分车款具备地图领航/领航辅助功能，根据SAE自动驾驶分级标准，我们认为这些车款具备较为优秀的自动驾驶功能，
但由于目前国内对高阶自动驾驶的法律仍待完备，我们将这些车款归为L2+级别。我们认为L2车型应同时配备自适应巡航
及车道保持、或具有自动泊车功能，而L1车型则具备自适应巡航或车道保持其中一项功能。未分为L1、L2、L2+的车型则
为L0级别。

 自动驾驶稳步渗透，高级别自动驾驶初显雏形。根据我们的测算，L2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逐年渗透，2022H1已达38%。
L2+车型的自动驾驶能力已接近L3水平，其在2022H1新车中渗透率已达5%，高级别自动驾驶初显雏形。

自动驾驶级别与汽车功能的对应关系 各自动驾驶级别渗透率

资料来源：SAE、中信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自动驾驶级别 特征 代表车型

L0

L1 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 比亚迪D1；长安CS35PLUS

L2
同时配备自适应巡航及车道保持/

自动泊车

比亚迪海豚、唐；
东风风神奕炫；

广汽埃安 AION S；哈弗H6

L2+ 地图领航/领航辅助

特斯拉Model Y、Model 3；
蔚来ET7、ES6、ES7、ES8；

小鹏P5、P7、G9；
理想One、L9；高合HiPhi；

WEY 摩卡；领克09

注：2022年数据截至2022年6月，下同注：L2+车型中，有部分细分车款仅未划分至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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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L2在25万以下价格带成长空间巨大，25万以上车型或将比拼高阶智驾

 动态地看，L2及以上自动驾驶在35万以下各价格带乘用车稳步渗透，在35万以上乘用车已达较高水平。根据我们的测算，
2021年，10万以下乘用车初现L2级乘用车；2022H1，10万以下乘用车L2渗透率达3%。2022H1，L2及以上自动驾驶在25-35
万元价格带渗透率已达75%的较高水平；L2及以上自动驾驶在35万以上乘用车也已达到较高水平（71%）。

 展望来看，高价格带车型树立了标杆效应，低价格带车型有望跟进。就价格带分布而言，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25万元以上
车型L2渗透率领先，为自动驾驶的搭载与放量带来示范效应；15万元以下车型中，L2级别自动驾驶渗透率尚未超过25%；
97%的10万元以下车型仅搭载了L0级自动驾驶功能。因而，L2自动驾驶在25万以下，尤其是15万以下价格带成长空间广阔。
此外，25万以上车型里，L2+已占据一定比例，我们认为25万以上车型或将成为高阶自动驾驶的角斗场，各品牌以高阶自动驾
驶体现差异化。

L2及以上自动驾驶级别在各价格带渗透率 2022H1，各价格带的自动驾驶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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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自主品牌加速向高端价格带渗透，自动驾驶开启军备竞赛

 自主品牌加速向高价格带渗透，新发车型的传感器与自动驾驶计算平台配置亮眼。主流自主品牌向高端价格带加速渗透，
大幅提升智能化配置，聚焦打造驾乘差异化体验。在自动驾驶方面，蔚来、小鹏、理想和北汽极狐等新发车型普遍搭载了
高算力计算平台，AI芯片方案以英伟达和华为为主，其中蔚来ET7单车算力甚至高达1016TOPS。另一方面，今年新发车
型搭载的传感器总数均为30个左右，其中北汽极狐Arcfox αS搭载了34个传感器。

小鹏P7 小鹏P5 蔚来ET7 北汽极狐Arcfox αS 理想L9

基础信息

外观

量产时间 2020.04 2021.09 2022.03 2022.05 2022.06

售价（万元） 23.99-42.99 17.79-24.99 45.80-53.60 25.19-42.99 45.98

智能驾驶

智能驾驶芯片供应商 英伟达Xavier 英伟达Xavier 英伟达Orin*4 华为MDC 英伟达Orin*2

算力(TOPS) 30 352 1016 352 508

智能驾驶域控供应商 德赛西威 德赛西威 自研，伟创力代工 华为 德赛西威

传感器总数 31 32 33 34 29

功能亮点
可匹配XPILOT 3.0，实现NGP
高速自主导航驾驶等功能

可匹配XPILOT 3.0，实现NGP
高速自主导航驾驶等功能

支持NAD智能驾驶，未来将逐
步实现高速、城区的辅助驾
驶，以及泊车、换电等功能

在高速上可实现自动上、下
匝道、超车并道等动作，而
在城区也能准确提取车道及

红绿灯信息

搭载AD Max智能驾驶，目前
可实现高速导航辅助驾驶NOA，

明年将实现城市NOA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各公司官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7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盖世汽车，中信证券研究部

1.3.2 高算力芯片需求提升，英伟达Orin受到主机厂青睐

 自动驾驶功能进阶，高算力自动驾驶芯片需求提升。近年来，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跨层记忆泊车等功能逐渐
落地。自动驾驶功能复杂度的提高，意味着传感器传入信号的复杂程度逐步提升。相关芯片需要同步提升自身的计算能力、
传输带宽、存储能力。

 英伟达Orin成高算力主流方案。英伟达Orin采用7nm制程工艺，在软件端集成了英伟达下一代GPU架构和Arm Hercules
CPU 内核，以及新的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加速器。基于多个Orin的组合，对应的智能驾驶域控制器算力可超过1000
TOPS。蔚来、小鹏、理想的新发车型，均基于英伟达Orin打造自动驾驶计算平台。

市场上主流自动驾驶芯片与自动驾驶计算平台参数对比

移动计算平台 搭载的AI芯片

厂商 名称 平台算力 功耗 名称 算力TOPS 功耗/W 单位功耗可提供算力 晶体管数 制备工艺 芯片类型

特斯拉 FSD 双芯片144TOPS（L3及以上） 72W FSD芯片 72 72 1 60亿 14nm NPU

Mobileye
Eye Q4 2.5（L3-L4） 3 Eye Q4 2.5 3 0.83 N/A 28nm ASIC
Eye Q5 12（L4-L5） 5 Eye Q5 12 5 2.4 N/A 7nm FinFET ASIC

英伟达

Drive AGX 
Pegasus

320 TOPS 500W Drive AGX Xaive 30 30 1.0 90亿 12nm GPU

Drive Orin芯片预计2022年量产，计算平台搭载几个Orin芯
片暂未公布

Drive Orin 200 N/A N/A 170亿 7nm FinFET GPU

高通
Snapdragon平台，可实现L1-L5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L1-

L2算力为30Tops、L2+算力为60-125Tops、L4-L5级别的算力
为700Tops。

L1-L2级别自动驾驶搭载：1个ADAS应用处理器（安全系统级芯片SoC）；
L2+级别自动驾驶搭载：2个或多个ADAS应用处理器；

L4-L5级别自动驾驶搭载：2个ADAS应用处理器 + 2个自动驾驶加速器ML；

华为

MDC 210 算力48Tops NA

昇腾310 16 8 2.0 N/A 12nm NPU

MDC 300
搭载4颗昇腾310芯片，算力

约80Tops
NA

MDC 600
搭载8颗昇腾310芯片，算力

352TOPS
300W

MDC 610
算力160Tops，用于L3/4自动

驾驶
NA

地平线
Matrix 40TOPS 20W Journey 3 5 2.5 2.0 N/A 16nm BPU

Matrix 200-1000TOPS NA Journey 5 128 30 4.3 N/A NA B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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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基于高算力芯片的自动驾驶计算平台不断涌现，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蔚来ADAM超算平台使用4颗英伟达Orin芯片，算力达1016 TOPS。蔚来ADAM超算平台搭载4颗英伟达Orin芯片，拥有48
个CPU内核，256个矩阵运算单元，8096个浮点运算单元，共计680亿个晶体管，算力高达1016TOPS。ADAM通过两颗主
控芯片负责NAD全栈算法计算，使用一颗作为独立完整的冗余备份芯片，最后一颗作为群体智能与个性训练计算专用芯片。

 理想L9搭载2颗英伟达Orin，可同时实时运行各种深度神经网络。理想L9的智能驾驶算力平台搭载两颗英伟达Orin，总算
力达到508TOPS。其双处理器互为算力冗余，可同时实时运行各种深度神经网络，并确保安全所需的冗余和分集。同时，
理想还自研中央域控制器，使用恩智浦最新的S32G车规级芯片，并由理想汽车完成全部硬件、系统、软件的研发，对增程
电动系统、空调系统、底盘系统和座椅控制系统等在内的功能实现全自研以及统一控制，提升驾驶体验。

蔚来超算平台ADAM 理想L9全自研中央域控制器

资料来源：蔚来汽车官网 资料来源：理想汽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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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盖世汽车，中信证券研究部

全球自动驾驶域控制器方案梳理

供应商 智能驾驶域控制器名称 芯片供应商 核心芯片 算力（TOPS） 搭载车型

采埃孚 ProAI 英伟达+赛灵思 芯片可灵活搭载 110-500 奇瑞、奥迪A8

博世 DASy 英伟达+赛灵思 Xavier 最高300

安波福 CSLP Mobileye 奥迪、现代、通用

大陆集团 ADCU 英伟达 Xavier

伟世通 DriveCore 英伟达、恩智浦、高通等 广汽

华为 MDC 华为 昇腾SoC 48-400 北汽极狐αS HI版、广汽、长安

德赛西威 IPU系列 德州仪器、英伟达 TDA4、Xavier、Orin 8-1000 小鹏、理想等

经纬恒润 ADCU Mobileye+TI EyeQ4+TIDA 4 红旗E-HS9、哪吒S

东软睿驰 新一代计算平台 地平线 征程5 200-512

宏景智驾 新一代计算平台 地平线 征程3、征程5 理想、长城、上汽

 自动驾驶域控制器为决策层核心产品，有助于传感器融合与高级别功能的实现。分布式电子电气架构不利于多传感器之
间的深度融合，也无法调用不同子系统的传感器来实现复杂功能。在电子电气架构的集中化趋势下，自动驾驶域控制器依
托集成度更高、性能更优的计算平台，能够更好地支撑传感器融合，以实现更高级别的ADAS功能。

 智能驾驶趋势下，高算力域控方案供应商有望受益。德赛西威IPU04采用英伟达Orin，算力达254TOPS，在理想L9、小
鹏G9等车型上实现落地。公司的IPU03也量产配套小鹏P7。经纬恒润的自动驾驶域控制器也已量产配套红旗E-HS9、哪
吒S。在智能驾驶趋势下，大算力芯片需求提升，已实现高算力域控方案量产配套的德赛西威、经纬恒润有望受益。

1.3.4 高阶自动驾驶域控需求快速提升，域控供应商有望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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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L2中行泊一体趋势明显，加快L2渗透

 ADAS目前主要是V0/1V1R方案，实现功能相对单一。车载摄像头与毫米波雷达的成本下探，使得V0/1V1R向低价格带车型快
速渗透。1V3R/1V5R方案增加了侧向毫米波雷达数量，以实现BSW/LCA等侧后ADAS功能。上述方案仅能实现行车功能，ADAS
系统需要由行车和泊车两套系统组成。

 以5V5R为代表的行泊一体方案有望成为主流，实现成本下探、加速L2渗透。行泊一体方案将低速泊车功能融合于行车控制
器上，实现了行车控制器算力的复用，也省去了原有的泊车控制器成本。据东软睿驰测算，与1V1R+APA的方案相比，行泊
一体方案能够将成本降低20%-30%。行泊一体方案也能够实现传感器共用，以实现AVP/HPA等复杂功能。此外，行泊一体方
案通常借助域控制器实现，能够简化I/O接口，优化汽车线束布局。

ADAS架构与对应功能

资料来源：汽车电子与软件，中信证券研究部

架构 传感器配置 实现功能

行车系统

VO 1个前视摄像头 FCW/LDW/TSR/AEB/LKA/ACC/TJA/ICA等

1V1R 1个前视摄像头+1个前雷达 FCW/LDW/TSR/AEB/LKA/ACC/TJA/ICA等

1V3R 1个前视摄像头+1个前雷达+2个侧后雷达 FCW/LDW/TSR/AEB/LKA/ACC/TJA/BSW/LCA/ICA等

1V5R 1个前视摄像头+1个前雷达+2个侧前雷达+2个侧后雷达 FCW/LDW/TSR/AEB/LKA/ACC/TJA/BSW/LCA/ICA等

泊车系统 - 12个超声波雷达+4个环视摄像头 APA/AVM等

行泊一体 5V5R 1个前视摄像头+4个环视摄像头+1个前雷达+2个侧前雷达+2个侧后雷达 FCW/LDW/TSR/AEB/LKA/ACC/TJA/BSW/LCA/APA/AVM/IC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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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L2技术成熟、成本下降，向低价格带车型渗透

 ADAS技术方案不断成熟、成本下降，助推产品向低价格带车型渗透。例如，采埃孚的coASSIST系统采用一个前置摄像头、
一个前置雷达、四个角雷达和一个安全域电子控制单元，结合Mobileye的摄像头技术，整套ADAS产品价格降低至1000美
元，降幅超30%。该系统可实现ACC/AEB/FCW/LKA/TSR/TJA等功能。目前，该系统已搭载于2020款东风风神奕炫，将搭
载车型的价格带降低至10万元以下，助力L2向低价格带车型下沉。

 主机厂对智能化配置需求旺盛，10万元以下车型开始搭载L2级自动驾驶功能。除上文提到的东风风神奕炫外，零跑T03、
哪吒V、荣威i5、奇瑞艾瑞泽5、宝骏RS-3等10万元以下车型也能够实现L2级自动驾驶功能。

搭载采埃孚coASSIST系统的东风风神奕炫 10万元以下的哪吒V，能够同时实现ACC和LKA

资料来源：采埃孚官网 资料来源：哪吒汽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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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们预计2025/2030年L3及以上级别自动驾驶渗透率为11%/48%

2017-2030年各自动驾驶级别渗透率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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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来看，我们预计今年L2级自动驾驶渗透率达36%。展望2022年下半年，蔚来ES7/ET5、小鹏G9、哪吒S、零跑C01等车型
将开启交付，L2级自动驾驶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

 中长期来看，我们预计2025年L2/L3/L4及以上级别自动驾驶渗透率分别为60%/10%/1%。智能化为汽车行业的核心趋势，主
机厂将对自动驾驶保持旺盛需求，我们预计2025/2030年L2级自动驾驶渗透率分别为60%/52%；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进步、
相关零部件成本的下降与法律法规的逐步放宽，我们预计2025年L3/L4及以上级别自动驾驶渗透率分别为10%/1%，并将于
2030年进一步提升至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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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抬头显示(HUD)：W-HUD快速渗透，AR-HUD带动升级

哈弗初恋 W-HUD效果图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

广汽传祺GS8 AR-HUD效果图 理想L9 AR-HUD效果图

资料来源：广汽传祺官网 资料来源：理想汽车官网

 W-HUD为当前主流技术路线，正加速向中低端
车型渗透。W-HUD以汽车前挡风玻璃作为投影
成像载体。与C-HUD相比，W-HUD对光学结构进
行升级，成像距离、大小均有所增加，且显示
信息更丰富。当前W-HUD技术较为成熟，产品
价格为1000元左右。W-HUD正在向中低端车型
加速渗透，已搭载于哈弗初恋等10万元级别车
型。

 AR-HUD能够提升显示内容丰富度与产品交互性，单车
价值量大幅提升。AR-HUD以AR技术构建物理环境模型
，以三维图形以及动态投影来展示行驶信息，成像清
晰、视场广阔，结合5G、ADAS、高精地图等最新技术
，可实现类似于全息投影的3D效果，是下一代HUD的
技术路线。现阶段AR-HUD均价约为2500-4000元，单
车价值量大幅提升。2021年新发车型中，广汽传祺
GS8、红旗E-HS9、WEY摩卡及大众ID.4X均搭载了AR-
HUD产品。

 理想L9率先使用AR-HUD取代传统液晶屏，提
升驾乘体验效果。理想L9的中控屏与副驾驶
娱乐屏采用15.7英寸的OLED连屏设计，并使
用AR-HUD取代液晶仪表盘，车辆方向盘上方
的安全驾驶交互屏则专门用于控制智能辅助
驾驶功能，借此提升车辆的驾乘体验。

 抬头显示简称HUD，又被叫做平视显示系统，作用是把时速、导航等重要的行车信息投影到驾驶员前面的风挡玻璃上，让驾
驶员尽量做到不低头、不转头就能看到时速、导航等重要的驾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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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抬头显示(HUD)：渗透率稳定增长趋势保持不变

HUD在各价格带汽车的渗透率HUD渗透率

 HUD渗透率保持稳定上升趋势。我们测算，2022Q2，新车HUD渗透率已达7.56%，HUD渗透率仍在稳定提升。

 HUD在15-20万及25万元以上价格带乘用车渗透率提升明显。从乘用车各价格带渗透情况看，我们测算2022H1，驱动HUD渗
透的乘用车主要来自15-20万以及25万元以上价格带车型，其中2022Q2，HUD在15-20万以及25万元以上价格带的渗透率分别
达到9%及16%。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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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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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抬头显示(HUD)：渗透率稳定增长趋势保持不变

2021H1,国内W-HUD供应商市场份额排行

 从乘用车整体来看，当前HUD渗透率仍较低，其中，15万以下乘用车的HUD渗透率处于极低水平。随着HUD成本下降、车企对自
动驾驶及智能座舱重视度的提升，HUD将会进一步渗透，我们预计2025年渗透率可达38%，2021-2025年渗透率CAGR为62%，赛
道相关公司有望受益。

 HUD装配率继续提升，助力HUD持续渗透。因疫情因素，HUD在2022年4-5月上车速度放缓，但仅为短期扰动，不对其中长期渗透
构成影响。我们测算，2022年Q2发布的新车中，HUD的前装装配率达到10.86%，同比上升1.08pcts，装配率进一步提升助力其
持续渗透。

 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国内W-HUD供应商市场份额方面，日本精机、电装、华阳排名前三，华阳集团市
场份额增速明显。我们看好华阳集团凭借HUD的光学+软件+制造能力，成为国内龙头。

资料来源：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中信证券研究部 注：统计口径为前装标配

排名 供应商 搭载量 市场份额

1 日本精机 137257 29.83%

2 电装 136856 29.74%

3 华阳集团 66434 14.44%

4 怡利电子 62320 13.54%

5 大陆集团 39012 8.48%

6 江苏泽景 11853 2.58%

7 延锋伟世通 6023 1.31%

8 松下 395 0.09%

HUD装配率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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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控屏：大屏化趋势仍在继续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触摸式液晶屏中，各尺寸占比各类中控屏占比

 触摸式中控屏已基本成为乘用车标配。我们测算，中控屏渗透率已长期稳定在
90%左右，其中触摸式液晶屏及触控OLED屏在2022Q2占比分别为98%、0.18%。

 大屏化趋势仍在继续。在渗透率极高的背景下，中控屏向大屏化发展。我们测
算，2018年，10寸及以上中控屏仅为14%；2022年Q2，该比例已经达到68%，大
屏化速度极快。从装配率角度看，2022Q2，10寸及以上中控屏装配率已达84%，
车企仍在进一步推进大屏化。

中控屏渗透率

各尺寸中控屏装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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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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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控屏：多屏化趋势显现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销量端，乘用车第一排座屏幕数量分布测算奥迪A8L的后排多媒体显示屏

 中控屏多屏化趋势显现。汽车智能化发展，人机交互增多，多屏化趋势逐渐显现。
例如，理想One率先使用四联屏设计；理想L9采用五屏交互模式，由HUD、位于方向
盘的安全驾驶交互屏、中控屏、副驾娱乐屏、后舱娱乐屏组成；新款奥迪A8L采用
七屏交互模式，分别为HUD、1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10.3英寸的中控屏、中控
台下方的9.0英寸屏、后排中控屏、后排两块多媒体显示屏，满足人机交互需求。

 单车屏幕数量稳定提升，仍以1-2个为主流，但2个以上快速增长。基于汽车第一
排的液晶仪表盘、中控大屏、行车电脑及副驾驶屏这4块屏幕进行统计，根据我们
测算，2022H1，屏幕数量1个及2个的车型销量占比分别为52%及40%，3个屏幕的车
型销量已占2.31%。

理想L9的五联屏

乘用车第一排座车均屏幕用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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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



19

2.3 全液晶仪表盘：渗透率保持急速、稳定提升，已达48%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全液晶仪表盘中，各尺寸占比全液晶仪表盘渗透率

 全液晶仪表盘是指将传统机械仪表盘替换成一整块液晶屏幕向驾驶者展示车辆行驶信息的设备。其功能丰富，不仅能传达给驾
驶者传统机械仪表盘展示的车辆行驶速度、发动机转速、剩余油量等基本信息，还能使显示效果更加绚丽、实现个性化设置、
显示内容更丰富，提升了整车的科技感。

 全液晶仪表盘渗透率保持急速、稳定提升，2022Q2已达48%。我们测算，2017年全液晶仪表盘渗透率仅为4%，2022Q2已达48%，
渗透率提升稳定、迅速。

 全液晶仪表盘尺寸分布保持稳定，10寸以上占比极高。我们测算，2022年6月，前装全液晶仪表盘乘用车销量中，10-12.3寸及
12.3寸以上占比分别为34%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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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20

2.3 全液晶仪表盘：渗透率保持急速、稳定提升，已达48%

 全液晶仪表盘在各价格带乘用车均保持急速、稳定渗透。全液晶仪表盘已实现在各价格带车型渗透；分价格带看，全液晶仪表盘
在35万以下车型渗透率均保持急速稳定提升趋势，我们测算，35万以上车型已达到较高渗透率（92%）。

 我们认为由于全液晶仪表盘较机械仪表盘显示信息更加丰富且更加清晰，为座舱带来科技感，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预计
2025年可达70%，2021-2025渗透率CAGR为18%，赛道仍将快速发展，有望使赛道相关公司持续受益。

 在液晶仪表供应商方面，仍以非国产供应商为主，博世、伟世通、马瑞利占据市场份额的前三位。2020H1，国产供应商中，德赛
西威排名榜首（4.50%）。此外，华阳集团亦有液晶仪表盘量产出货。全液晶仪表盘的渗透率快速提升有望使德赛西威及华阳集
团受益。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2020年H1中国液晶仪表盘市场分额占比全液晶仪表盘在各价格带汽车的渗透率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中信证券研究部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全液晶仪表盘装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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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景玻璃车顶：全景玻璃车顶开始出现，功能不断丰富

资料来源：特斯拉官网

特斯拉Model 3的全玻璃车顶

 特斯拉Model 3引领全景玻璃车顶趋势。特斯拉Model 3的
车顶采用前档+天窗+后档三块玻璃。在造型设计上更加时
尚和具有视觉冲击力，为车内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采光
性能更好，乘坐体验提升显著。另一方面，全玻璃车顶省
去了电机、滑轨、齿轮等复杂结构，降低了产品复杂度。

极氪001的EC光感天幕

资料来源：极氪官网

 全景玻璃车顶融合镀膜、调光等技术，已搭载于极氪001等
车型。全景玻璃车顶趋势下，镀膜、调光等技术开始得到
应用，将产品的单车价值量提升至3000-4000元。以极氪
001为代表，其EC光感天幕能够感应环境中的光线强度，自
动调节。变色后的天幕由透明状态变为天蓝色，紫外线阻
隔率达99.9%，SPF防晒系数达50，能够实现遮阳、隔热、
防晒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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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景玻璃车顶：保持快速、稳定渗透，带动汽车玻璃量价齐升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各类型天窗渗透率

 全景玻璃车顶已渗透至各价格带乘用车，保持稳定、快速渗透趋势。2019年，特斯拉引领起全景玻璃车顶的潮流；当前，全景
玻璃车顶已渗透至各价格带车型。我们测算，2022Q2全景玻璃车顶渗透率已达7.78%，其渗透率自2019年以来始终保持快速、稳
定上升。

 全景玻璃车顶在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远高于燃油车。根据我们测算，2022H1，全景玻璃车顶在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渗透率分别为
24%和2%。我们认为，对比传统天窗，全景玻璃车顶设计需要较大程度改变车身设计结构，大多需要平台型改造，因而相较燃油
车，全景玻璃车顶在新能源车的推广使用更加领先。

全景玻璃天窗在各价格带汽车的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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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燃油车与新能源车的全景玻璃天窗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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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景玻璃车顶：保持快速、稳定渗透，带动汽车玻璃量价齐升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全景玻璃车顶装配率快速、稳定提升。我们测算，2022Q2全景玻璃车顶的装配率达10.43%，对比2021Q2提升3.61pcts。全景玻璃车顶的装配率快
速提升，显现了车企对其的偏好。

 2019年，电动智能爆款特斯拉Model 3引领全景玻璃车顶趋势，蔚来、小鹏、理想和比亚迪等主机厂纷纷跟进。相较传统天窗，全景玻璃车顶满
足消费者需求亦降低成本，因而主机厂有动力提升其配置率。我们预计其渗透率2025年可达25%，2035年可达40%以上，对应2021-2025年渗透率
CAGR为48%。

 全景玻璃车顶渗透率不断提升，调光等功能进一步提升单车价值量。自特斯拉Model3开始大面积使用后，造车新势力、传统主机厂纷纷跟进，全
景玻璃车顶成为继“大屏化”之后的另一个流行配置。在全景玻璃车顶快速渗透的同时，含调光功能的天幕玻璃已经搭载于极氪001、AION S
PLUS、比亚迪海豹等车型，形成良好的行业示范效应。天幕功能的增加进一步提升全景玻璃车顶的单车价值量。

 全景玻璃车顶的渗透，带动汽车玻璃量价齐升，为汽车玻璃行业扩容。全景玻璃车顶的使用增加了单车玻璃使用面积，此外，全景玻璃车顶工艺
、性能要求提高带动了价格提升。在全景玻璃车顶渗透的背景下，建议关注全球汽车玻璃龙头福耀玻璃。

全景玻璃车顶的装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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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手机无线充电：渗透率保持爆发性上升，测算已达29%，仍有较大成长空间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手机无线充电车型销量在各价格带比例手机无线充电渗透率

 随着移动设备无线充电技术的成熟和应用，目前越来越多的汽车也提供无线充电配置，省去了用户额外使用线充的麻烦，是一
项与时俱进的便利性配置，同时又增加了座舱科技感。

 手机无线充电渗透率保持爆发性上升趋势。我们测算，2017年至2022Q2，手机无线充电渗透率由1.59%上升至29%；其渗透率变
化速度亦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手机无线充电已覆盖各价格带车型；中低端车型销量占比逐年提升。我们测算，手机无线充电前装车型销量中，2017年时，35
万以上车型占比61%，2022Q2仅为17%。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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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手机无线充电在各价格带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在中低端车型渗透率仍相对较低。我们测算，2022Q2，手机无线充电在20万元
以上各价格带渗透率均已超过40%；10万元以下车型渗透率仍较低（3.32%）。

 手机无线充电装配率快速、稳定提升。我们测算，2022Q2所发布的新车中，手机无线充电的装配率达37%，对比2021Q2提升
13pcts。

 手机无线充电渗透率有望进一步，2025年有望达到70%以上。手机无线充电成本较低（200元以下），可提供充分便利并增加了
座舱科技感。我们认为手机无线充电渗透率仍可进一步提升，预计2025年可达到70%以上，建议关注华阳集团。

手机无线充电在各价格带汽车的渗透率

2.5 手机无线充电：渗透率保持爆发性上升，测算已达29%，仍有较大成长空间

手机无线充电的装配率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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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悬架能显著提升驾驶体验，增加乘坐舒适性。空气悬架是一种主动悬架，能够控制车身底盘高度、车身倾斜度和减
振阻尼系数等。汽车高速行驶时，控制单元会控制底盘降低，减震器阻尼变硬，以提高车身稳定性；汽车低速行驶时，控
制单元会控制底盘抬升，悬架变软来提高舒适性。空气悬架还能自动保持车身水平高度，以提升车辆的乘坐体验。

 空气悬架此前多搭载于BBA等豪华品牌的高端车型。宝马7系全系搭载称为魔毯的空气悬架系统，同时底盘集成四轮空气
悬架、EDC动态减震系统、电子机械防侧倾系统、整体主动转向和xDrive智能四驱系统五大先进底盘技术，配合预判式底
盘调节系统与ADAPTIVE自适应模式，显著提升驾驶性能与乘坐舒适性。奔驰S级轿车也标配AIRMATIC空气悬架，当轿车突
然穿过颠簸路段或者突然制动时，系统能够在50毫秒内响应，调整每个车轮的减震力，带来优越驾驶体验。

资料来源：太平洋汽车网 资料来源：中鼎股份官网

空气悬架可动态调节车身高度 空悬系统组件

3.1 空气悬架：显著提升驾驶体验，增加乘坐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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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空气悬架：渗透率仍较低，中长期成长空间明确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空气悬架在各价格带汽车的渗透率空气悬架渗透率

 标配空悬的量产车型已下探至35万元。此前配置空悬车型定为高端，如标配空悬的奥迪Q7定价75万以上；奥迪A6L可选装
空悬，在41.98-65.38万元左右。近年来，配置空悬的车型价格显著下探，目前配置空悬车型已探至35万元左右(岚图FREE

及极氪001)。

 空气悬架渗透率较低，2022Q2仅为0.89%。2018年至今，空气悬架渗透率逐步提升，主要是因为搭载空气悬架的车型价格
不断下探，但空悬当前渗透率仍然处于低位。

 空气悬架装配率显著提升，有望助力其进一步渗透。我们测算，2022Q2新发车型中，空悬装配率达6.86%，对比2021Q2提
升4.16pcts。主机厂加大空悬相关的车型供给，有利于其渗透率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空气悬架的装配率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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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下探趋势有望继续，国内渗透率2025年有望达到15%。空悬逐渐成为智能化汽车主流新增配置，显著提升驾驶乘坐体验，市场需求
激增。主机厂特别是高端自主品牌纷纷加码空悬，叠加供应链国产化带来的成本下降优势，空悬有望下探到25万元车型，我们预计国内
渗透率2025年有望达到15%，对应2021-2025年渗透率CAGR为122%。

 主机厂分拆定点空悬产品以自主集成悬架系统，自主供应商迎来机会窗口。此前，主机厂对空悬基本整套系统采购，主要以大陆、威巴
克等海外供应商为主。当前，主机厂为实现定制化、差异化竞争定点采购空悬产品并自主集成悬架系统，国内单产品优质供应商有望获
得更多定点机会。建议关注已实现空悬产品落地的保隆科技、中鼎股份、拓普集团，以及在底盘域控制器有布局的科博达、经纬恒润。

空悬部件供应商一览部分前装空悬国产车情况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品牌 车型 官方指导价 级别

红旗 红旗H9 27.58-45.98万 中大型轿车

极氪 极氪001 28.10-36.00万 中大型轿车

岚图汽车 岚图FREE 31.36-36.36万 中大型轿车

上汽大众 辉昂 34.00-63.90万 中大型轿车

蔚来 蔚来ES6 35.80-54.80万 中型轿车

蔚来 蔚来EC6 36.80-52.60万 中型轿车

蔚来 蔚来ET7 44.80-52.60万 中大型轿车

蔚来 蔚来ES8 44.80-62.40万 中大型轿车

红旗 红旗E-HS9 53.98-75.00万 大型轿车

高合HiPhi 高合HiPhi X 57.00-80.00万 中大型轿车

北京 北京BJ90 69.80-99.80万 大型轿车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3.1 空气悬架：渗透率仍较低，中长期成长空间明确

海外 自主

空悬总成 大陆、威巴克、AMK 孔辉科技、保隆科技、拓普集团

空气供给单元 大陆、威伯科、AMK（中鼎股份） AMK（中鼎股份）

空气弹簧
大陆、威巴克、威伯科、倍适登、凡士通、

瀚瑞森
乘用车：保隆科技、孔辉科技、拓普集团

减振器 采埃孚、天纳克、万都、马瑞利 -（带空悬车型暂无配套）

控制器 博世、大陆、安波福 科博达、经纬恒润、保隆科技、拓普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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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灯光系统：矩阵LED快速渗透，DLP初显萌芽

资料来源：半导体照明网

汽车车灯示意图

 汽车车灯从功能上可划分为照明灯具和汽车信号灯具。汽车照明灯具
包括前照灯、尾灯、雾灯和其他小灯等；汽车信号灯具包括转向灯、
报警灯、示廓灯、制动灯和倒车灯等。从车灯位置上划分，汽车车灯
又可以分为车外灯具和车内灯具。

 矩阵式LED大灯能够实现分区管理，受到主机厂青睐。从光源角度来
看，LED大灯仍然是主流技术路线。其中，矩阵式LED大灯能够实现对
LED光源的矩阵式分区管理，进而实现自行切换远光灯、调节灯光照射
范围、单独降低某一区域亮度等功能。自2013年奥迪A8L搭载相关技术
以来，诸多主机厂迅速跟进，别克君威、大众迈腾等车型均已搭载。

资料来源：别克官网

别克君威的矩阵式全LED大灯

资料来源：智己汽车官网

智己L7的DLP大灯

 车灯系统向DLP发展，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车灯智能化的整体技术
路径沿LED-ADB-DLP方案过渡。其中，DLP前灯工作原理和投影机基本
一致，可投射数字编辑的信息到车前地面，像素高达百万级。自迈巴
赫率先搭载DLP车灯后，高合HiPhi X、智己L7纷纷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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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灯光系统：矩阵LED快速渗透，DLP初显萌芽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前照大灯之远光灯种类渗透率前照大灯之近光灯种类渗透率

 氛围灯渗透率所有上升。2021Q4起，氛围灯渗透率有所上升，我们测算，2022Q2渗透
率达34%。

 我们测算前照大灯LED渗透率已达70%以上，可关注激光大灯的渗透及大灯的智能化发
展。前照大灯中近光灯及远光灯的LED渗透率均已达较高水平（我们测算2021年以来已
达70%以上），后续可关注激光大灯的渗透及大灯的智能化发展，智能化方面可关注
ADB的渗透。

 激光大灯尚处萌芽阶段，我们测算，2022Q2渗透率为0.20%。

 ADB渗透可关注矩阵LED及DLP的渗透情况。矩阵LED渗透率稳步提升，我们测算
2022Q2渗透率已达8.55%。

氛围灯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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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资料来源：易车网、汽车之家及懂车帝等汽车论坛、Marklines、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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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因素

 汽车配置数据有偏差；

 汽车销量覆盖不全；

 车型销量与相应配置信息的匹配与实际情况有偏差；

 细分车款价格在汽车论坛的车主交流数量不可反映其实际销售情况；

 汽车行业景气度下行；

 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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