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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发展现状

中国汽车领域上市A股企业共317家，其

中汽车零部件行业184家企业，电力设备

行业133家企业；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

上市企业在全部汽车领域A股企业中占比

17.7%。从第一批到第四批次来看，专精

特新企业规模总体呈中型企业占比逐渐扩

大趋势。

在地域分布上，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

业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占比达到57.1%；

从总体地域分布来看，中国专精特新汽车

领域上市企业数量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

从南部向北部逐渐减少。

◼ 财务能力

总体来看，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

营收规模以15亿元以下、净利润1.5亿元

以下和总市值不超过50亿元为主；其中科

博达在主要财务指标中，以断层式稳居第

一。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上

市企业中，营收规模主要以30亿元以下、

净利润不超过5亿元和总市值小于150亿元

为主；相比较汽车零部件，电池与电机的

主要财务指标更占据优势。

◼ 研发能力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小巨人”上市企业

中零部件企业研发费用主要在0.1-1.1亿元

之间，研发人员数量在100人以下居多，

研发在营收中占比主要在2%-13%之间，其

中4%-6%区间企业数量最多。相比较专精

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上市企业，汽车电池

与电机领域企业的研发费用及研发相关占

比更高；其中壹石通在科创板的科研创新

实力突出，市研率位居第一。

根据中国工信部定义，“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具有

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点的企业。

它们专注于细分领域，具有较强大的创新能力、

创新活力和抗风险能力。

截至2022年，中国已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超过6

万家，其中的国家级“小巨人”企业达9,278家，

它们平均拥有15.7项有效专利，超七成深耕细分

行业10年以上，是各行各业不折不扣的“隐形冠

军”。中国政府设定专精特新的初衷，更多是站

在产业的高度，找到符合制造强国战略十大重点

产业领域，或属于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关键

领域“补短板”产品。

在未来，中国产品不仅有“量”的规模，更要有

“质”的创新，有成本优势也要有核心技术。伴随

专精特新企业的崛起，中国经济也将实现从“大

国”到“强国”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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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综述——概念界定
中国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 新颖化”特
征的中小企业；中国将建立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分层打造“专
精特新”企业群体，推动“小巨人”企业发展

来源：头豹研究院

◼ “专精特新”的本质在于专注细分市场具备特色专业技术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专业化重点衡量企业主营业务的专业化程度、成长性及市场地位；精细化主

要衡量企业的资产运营、质量管理及数字化水平；特色化主要衡量企业产品的独特性和独有性；新颖化是通过对企业

投入与产出情况来衡量其创新能力

中国“专精特新”概念与评选标准

专业化

精细化

特色化

新颖化

内涵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产品用途的专门性，生产工艺的专
业性、技术的专有性和产品在细分
市场中具有专业化发展优势

产品的精致性、工艺技术的精深性
和企业的精细化管理

产品工艺的独特性、技术的独有性，
服务特色化或产品功能特殊

产品的创新性、先进性和功能的新
颖性，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较高
的附加值和显著的效益

特定细分市场从业时间

主营业务占比与增长率

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

资产负债率 数字化水平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主导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占率

具有竞争优势的自主品牌

获国家级科技奖励情况

知识产权数&研发机构建设

新增股权融资情况

研发费用占比&研发人员

“创客中国”获奖情况

特定细分市场从业时间

主营业务占比与增长率

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

资产负债率 数字化水平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净利润

省级主管部门结合本地自身情况
和中小企业发展实际自主设定

获国家级科技奖励情况

知识产权数&研发机构建设

新增股权融资情况

研发费用占比&研发人员

“创客中国”获奖情况
评分指标 必须指标 创新直通指标图例

汽车领域

单项冠军

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创新中小企业

普通中小企业

中国中小企业划分层级

◼ 工信部指出中国将建立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聚焦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分层打造“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并推动“小巨人”企业向单项冠军和领航企业的方向发展；本报告将围绕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分析，将专精特新汽车领域细分为汽车零部件行业电池行业和电机行业

中国“专精特新”提出动因

原因

外因

内因

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外部环境动荡

高新技术发展遭遇“卡脖子”现象

中国中小企业规模庞大、贡献突出

制造业大而不强，中小企业是创新
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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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综述——政策分析
2011年中国首次提出“专精特新”概念，2018年首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诞生；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促进各汽车细分领域高质量发
展颁布一系列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

中国“专精特新”政策分析，2011-2022年

“专精特新”概
念首次提出

研究制定专精特新企
业评价与培育方法

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首次部署

设立北交所：服务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首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工作开展

中央政治局会议
首提“专精特新”

《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
策报告（2011）》《“十
二五”中小企业规划》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

政治局首提发展“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发展。宣布成立北京交易所

工信部表示将健全优质中小企
业评价体系和梯度培育体系

政策 颁布时间
颁布
主体

内容与影响

汽
车
零
部
件

《关于巩固回升向好
趋势加力振作工业经

济的通知》
2022年11月 工信部

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提汽车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水平，加强关键原材料、关键软件、核心基
础零部件、元器件供应保障和协同储备，统筹推动
汽车芯片推广应用、技术攻关、产能提升等工作，
进一步拓展供应渠道

《关于印发2030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

知》
2021年10月 国务院

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促进汽车零部件、工程机
械、文办设备等再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资源
再生产品和再制造产品推广应用

电
池

《关于深化电子电器
行业管理制度改革的

意见》
2022年9月 国务院

将安全风险较高的锂离子电池、电源适配器/充电
器纳入强制性认证管理，对安全风险较低、技术较
为成熟的数据终端、多媒体终端等9种产品不再实
行强制性认证管理

电
机

《电机能效提升计划
（2021-2023年）》

2021年11月
工信部、
市场监
管总局

《计划》提出，到2023年高效节能电机年产量达到
1.7亿千瓦，在役高效节能电机占比达到20%以上，
实现年节电量490亿千瓦时，相当于年节约标准煤
1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万吨。推广应用一批
关键核心材料、部件和工艺技术装备，形成一批骨
干优势制造企业，促进电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汽车领域政策分析，2021-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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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综述——发展机遇分析
中国政府为支持“专精特新”系列实施一系列举措，包括资金支持、
协同创新、企业转型和精准服务，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发展
创造更多可能性

来源：头豹研究院

中国“专精特新”系列举措

资金支持

协同创新

企业转型

精准服务

中央财政为中小企业发展安排100亿元以上的奖补资金，成立北交所，为“专精特新”企业构
建多层次金融市场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

面向专精特新企业实施一批工程化应用验证项目，开展“携手行动”，推动形成协同、高效、
融合的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发展

中国政府联合市场化服务机构共同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升级，将中小企
业数字化改造升级纳入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体系和小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

重点关注服务体系与平台载体建设，为专精特新企业宣传，建立专精特新企业档案，政府
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引导市场化服务机构通过平台提供“专精特新”企业专属产品/服务

发展机遇分析——数字化建设

中
小
汽
车
领
域
企
业
面
临
挑
战

研发周期短

市场需求不稳定

资源共享瓶颈

质量工艺无法迭代

监控订单进度难

物料需求变化多

需求

质
量

研发设计

生产规划

需求多样

工序柔性

用户需求分析
协同研发平台

智能仓储
供应链协同

工艺分解与规划
运动仿真

智能排产
虚拟生产

新型组织管理模式
个性订单信息标识

智能合约
智能物流

发展机遇分析——资金支持

政府侧扶持 金融机构产品/服务创新

信贷政策支持 股权融资支持

建立健全贷款风
险分担机制

强化央行再贷
款再贴现等政

策支持

对贷款产生的
担保费用予以

补助

建立地方财政资
金股权投资机制

在新四板设
立专精特新

专板

提供上市辅
导等综合性
金融服务

给予专项
融资金额

出台专属
创新政策

成立专门
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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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企业信息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企业包括汽车零部件、电池和电机等行业，
专精特新企业共9,278家，上市企业1,048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上市企业640家，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共56家

来源：头豹研究院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基本信息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省级专精
特新“小巨
人”企业

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
企业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省级专精
特新“小巨
人”企业

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
企业

603040.SH 新坐标 603089.SH 正裕工业

300816.SZ 艾可蓝 301233.SZ 盛帮股份

831278.BJ 泰德股份 002553.SZ 南方精工 ✓

603109.SH 神驰机电 603158.SH 腾龙股份 ✓

301007.SZ 德迈仕 430418.BJ 苏轴股份 ✓

603786.SH 科博达 ✓ 870436.BJ 大地电气 ✓

300304.SZ 云意电气 ✓ 300648.SZ 星云股份 ✓

603949.SH 雪龙集团 831152.BJ 昆工科技 ✓

002997.SZ 瑞鹄模具 ✓ 688339.SH 亿华通 ✓

832000.BJ 安徽凤凰 688063.SH 派能科技 ✓

833454.BJ 同心传动 ✓ 688733.SH 壹石通

688667.SH 菱电电控 688778.SH 厦钨新能

002592.SZ ST八菱 300769.SZ 德方纳米 ✓

603211.SH 晋拓股份 ✓ 002812.SZ 恩捷股份 ✓

300585.SZ 奥联电子 ✓ 301349.SZ 信德新材

300611.SZ 美力科技 688155.SH 先惠技术 ✓

603048.SH 浙江黎明 688275.SH 万润新能 ✓

301020.SZ 密封科技 ✓ 300035.SZ 中科电气

301192.SZ 泰祥股份 ✓ 833523.BJ 德瑞锂电

603166.SH 福达股份 301121.SZ 紫建电子

603809.SH 豪能股份 836239.BJ 长虹能源

688737.SH 中自科技 688392.SH 骄成超声 ✓

002190.SZ 成飞集成 688184.SH 帕瓦股份

003033.SZ 征和工业 301150.SZ 中一科技

688021.SH 奥福环保 ✓ 301152.SZ 天力锂能 ✓

836270.BJ 天铭科技 688353.SH 华盛锂电 ✓

300643.SZ 万通智控 002892.SZ 科力尔

603701.SH 德宏股份 603728.SH 鸣志电器 ✓

◼ 从“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层次来看，可划分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其中“小巨人”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较高，是中小企业中的领航企业

◼ 截至2022年8月30日中国工信部公示中国专精特新第四批企业，第一批到第四批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共9,278家；其中，

专精特新上市企业共1,048家。本报告将围绕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分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共640家，汽车领域“小巨人”企业共56家，其中有11家列为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列为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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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细分领域分布（1/3）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占全部A股汽车领域企业17.7%；在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中，汽车零部件行业占比最大，达
到58.9%，其中底盘与发动机系统企业数量最多

来源：头豹研究院

◼ 中国专精特新

中国汽车领域上市A股企业共317家，其中汽车零部件行业184家企业，电力设备行业133家企业；中国专精

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在全部汽车领域A股企业中占比17.7%

在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中，汽车零部件占比达58.9%，汽车零部件行业可细分为底盘与发动机系统、其他

汽车零部件、汽车电子电气系统、车身附件及饰件；其中底盘与发动机系统企业数量最多，共18家，其次

为其他汽车零部件，共10家。电池细分领域占汽车领域35.7%，它可细分为锂电专用设备、燃料电池、锂电

池、电池化学品；其中电池化学品专精特新上市企业最多，共10家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细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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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细分领域分布（2/3）
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共分为四个批次，企业数量呈上升趋势，第四批
次略有下降；从企业分布来看，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中大型
企业占比最大，但呈现企业规模向中小企业发展趋势

来源：头豹研究院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批次情况，2019-2022年

66.7%

33.3%

56.3%
37.5%

6.3%

55.6%
38.9%

5.6%

62.5%

31.3%

6.3%

在国家级专精特新
企业中占比19.6%

在国家级专精特新
企业中占比25.0%

50%
33%

17%

63%

31%

6%

61%

33%

6% 25%

69%

6%

28

24

4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

专
精
特
新
汽
车
领
域
批
次
情
况

电机

2019 2020 2021 2022

汽车零部件 电池 摩托车及其他

第一批次
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上市企业
数量：6
省级专精特新：2

汽
车
领
域
上
市
企
业
数
量
（
家
）

第二批次
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上市企业
数量：16
省级专精特新：8

第二批次
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上市企业
数量：18
省级专精特新：6

第二批次
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上市企业
数量：16
省级专精特新：9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级别细分情况，2022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规模分布

内—外：第一批—第四批

◼ 截至2022年，中国专精特新企业

共有四个批次，其中在专精特新

汽车领域“小巨人”上市企业中，

2021年数量最多，达到18家；每

个批次中汽车零部件在汽车领域

细分中都占比最大

◼ 从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汽车领

域上市企业规模分布来看，主要

以中大型企业为主；其中大型企

业数量最多，共28家，其次是中

型企业，共24家，小型企业仅4家

◼ 从第一批到第四批次来看，专精

特新企业规模总体呈中型企业占

比逐渐扩大趋势，从第一批次中

型企业占比33%到第四批次占比达

到69%；大型企业占比缩小，从超

过50%占比到第四批次进占比25%；

从企业规模来看，中国专精特新

企业规模逐渐向中小型方向发展

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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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性质分布

13

发展现状——细分领域分布（3/3）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在上交所挂牌数量最多，共24家，
占比42.9%；从板块情况来看，企业以主板为主，共19家，占比
33.9%；从企业性质来看，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占比高达84%

来源：头豹研究院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挂牌情况

42.9% 41.1% 16.1%

上交所 深交所 北交所

上交所 24家 北交所 9家深交所 23家

33.9% 28.6% 21.4% 16.1%

主板 创业板 科创板 北证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板块情况

主板 19家 科创板 12家

创业板 16家 中小板 9家

9%

84%

2%
3%

2%

地方国有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中外合资 中央国有
◼ 中国专精特新 “小巨人”汽车领域上市企业

共56家，其中分布在上交所的企业数量最

多，共24家，占比42.9%；其次为深交所，

共23家，占比41.1%；北交所9家企业与中小

板相对应

◼ 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板块以主板为主，

共19家企业，占比33.9%，创业板和科创板

分别为16家和12家企业，并呈现增长趋势

◼ 从企业性质方面来看，专精特新汽车领域

上市企业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占比达到

84%，其次地方国有企业占比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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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地域分布情况（1/2）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主要集中在华东沿海地区，占比达
到57.1%；总体来看，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企业分布规律是由东向西、
由南向北企业数量逐渐呈递减趋势

来源：头豹研究院

◼ 分布规律：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逐渐递减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的上市企业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占比达到57.1%，其次是中南地区，占比达到21.4%；

从东中西部划分显示，东部地区包括31家企业，中部地区包括12家企业，西部地区包括11家企业，东部地

区仅包括2家企业；从总体地域分布来看，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数量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从

南部向北部逐渐减少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地域分布情况

企业数量：32——0

华东地区
企业32家
占比57.1%

中南地区
企业12家
占比21.4%

西南地区
企业9家
占比16.1%

东北地区
企业2家
占比3.6%

华北地区
企业1家
占比1.8%

西北地区
企业0家
占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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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地域分布情况（2/2）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区域集中度偏高，北方各省市占比
较少，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以及西南各省市，其中企业数量位居全
国第一的省市分别为浙江省和上海市

来源：头豹研究院

◼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区域集中度较高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在区域分布中覆盖13个省、3个直辖市和39个地级市；在省份分布中，浙江

省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达到9家，其中4家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在细分行业中底

盘与发动机系统相关企业市占率达55.6%；其次为江苏省，共7家专精特新企业，分布在6个地级市，其中底

盘与发动机系统相关企业市占率达71.4%

从市级分布来看（包括直辖市），上海市位居全国第一，共有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6家，其中锂电池

企业占3家；其次为成都市，包括4家企业，全部为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总体来看，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

域上市企业区域集中度较高，北方各省市占比较少，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等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省份分布情况

9

7

5
4 4 4

0

2

4

6

8

10

浙江 江苏 四川 山东 安徽 湖北

6

4
3

2 2 2 2

0

2

4

6

8

上海 成都 杭州 重庆 常州 十堰 蚌埠

CR3
37.5%

CR5
42.9%

CR3
23.2%

CR5
30.4%

16.1% 12.5% 8.9% 7.1% 7.1% 7.1% 41.1%

浙江 江苏 四川 山东 湖北 安徽 其他

10.7% 7.1% 5.4% 3.6% 3.6% 3.6% 3.6% 62.5%

上海 成都 杭州 重庆 常州 十堰 蚌埠 其他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市级分布情况

单位：家

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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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8.8%

26.5%17.6%

17.6%

5.9%
5.9%

0-10亿元

11-20亿元

21-30亿元

31-40亿元

41-50亿元

50-60亿元

60亿元以上

32.4%

35.3%

17.6%

5.9%
5.9% 2.9%

1-5亿元

6-10亿元

11-15亿元

16-20亿元

20-25亿元

25-30亿元

16

财务分析——主要财务指标：汽车零部件（1/2）
总体来看，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营收规模以15亿元以下、
净利润1.5亿元以下和总市值不超过50亿元为主；其中科博达在主
要财务指标中，以断层式稳居第一

来源：头豹研究院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营收情况，2021年

11

12

6

2
2
1 在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中汽车零部

件行业中的上市企业营业收入主
要在1-30亿元区间，平均值为9.6
亿元。其中，6-10亿元营业收入
区间的企业数量最多，达到12家，
占比35.3%；其次，11家为1-5亿
元营收规模的企业；在该行业中，
营收规模最大的是科博达公司，
营业收入达到28.1亿元，营收业
务主要是以汽车电子电气系统为
主。总体来看专精特新汽车零部
件企业主要以营收规模15亿元以
下为主，占比达到85.3%

2.9%

26.5%

35.3%

17.6%

5.9% 8.8%

2.9%

0亿元以下

0-0.5亿元

0.6-1亿元

1-1.5亿元

1.6-2亿元

2-2.5亿元

3亿元以上

1

9

12

6

2
3
1

总体来看，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
上市企业的净利润主要在0-3亿
元之间，其中0.6-1亿元区间的企
业数量最多，共12家企业，其次
为0-0.5亿元净利润区间的企业占
比达到26.5%
在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上市
企业中，科博达净利润以断层式
位居第一，2021年净利润达4.3亿
元，第二名云意电气净利润2.5亿
元；相反，八菱科技2021年净利
润亏损1亿元，这是由于2021年
第四季度管理费用与研发费用大
幅增长所导致

6

3

9

6

6

2
2 总体来看，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

领域上市企业总市值在5-280亿
元之间，平均值为38.3亿元；其
中总市值为21-30亿元的企业最
多，占比为26.5%
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上市企
业的2022年证监会最新总市值中，
泰德股份市值最小，市值为5.1亿
元，科博达市值以断层式位居第
一，市值为280.5亿元，市值第二
名为成飞集成，市值为93.1亿元

营收
TOP5企业

科博达

神驰机电

腾龙股份

福达股份

正裕工业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净利润情况，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总市值情况，2022年

营收
TOP5企业

科博达

云意电气

腾龙股份

福达股份

南方精工

营收
TOP5企业

科博达

成飞集成

菱电电控

德宏股份

豪能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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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主要财务指标：汽车电池与电机（2/2）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上市企业中，营收规模主要以30
亿元以下、净利润不超过5亿元和总市值小于150亿元为主；相比较
汽车零部件，电池与电机的主要财务指标更占据优势

来源：头豹研究院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电机上市企业营收情况，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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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来看，专精特新电池电机领

域上市企业营收在1-156亿元之间，
平均值为25.2亿元；其中，营收
在1-1亿元区间的企业数量较多，
占比达到40.9%，共9家企业
营收规模最小的是德瑞锂电，营
收为2.2亿元；专精特新电池电机
领域营收规模较分散，厦钨新能
和恩捷股份以断层式位居前二，
其中营收规模最大的企业是厦钨
新能，营收为155.7亿元，其次是
恩捷股份，营收为79.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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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体来看，专精特新电池电机领
域上市企业净利润平均值为3.4亿
元，其中0-1亿元区间企业较多。
相比较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企业，
电池电机企业的净利润更高
2021年专精特新电池电机领域上
市企业中净利润最高的企业为恩
捷股份；相反，尽管亿华通营收
6.3亿元，但净利润亏损2亿，这
是由于主营业务燃料电池，产品
所处新能源快速发展阶段，导致
部分产品存货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公司计提部分存货跌价损失；另
外，2021年坏账损失大幅增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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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总体来看，专精特新电池电机领
域总市值在10-1,418亿元之间，
平均值为182.3亿元；其中，超过
60亿元上市企业共14家，占比达
63.6%，相比较专精特新汽车零部
件领域总市值超过60亿元的企业
仅占比5.9%，专精特新电池电机
领域上市企业的总市值更大。市
值最小的企业为德瑞锂电，市值
为10.4亿元；恩捷股份市值最大，
达到1,417.2亿元；市值190亿元以
上的企业有4家，占比为18.2%

营收
TOP5企业

厦钨新能

恩捷股份

德方纳米

长虹能源

鸣志电器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电机上市企业净利润情况，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电机上市企业总市值情况，2022年

净利润
TOP5企业

恩捷股份

德方纳米

厦钨新能

华盛锂电

中一科技

总市值
TOP5企业

恩捷股份

德方纳米

派能科技

厦钨新能

万润新能

4.5%

31.8%

18.2%

4.5%

22.7%

4.5%

13.6%
0亿元以下

0-1亿元

1-2亿元

2-3亿元

3-4亿元

4-5亿元

5亿元以上

40.9%

18.2%

22.7%

4.5%
4.5%

9.1%1-10亿元

10-20亿元

20-30亿元

30-40亿元

40-50亿元

50亿元以上

18.2%

22.7%

22.7%

13.6%

4.5%

18.2%

10-40亿元

40-70亿元

70-100亿元

130-160亿元

160-190亿元

19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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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成长性分析：汽车零部件（1/2）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多家企业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研发费用与管理费用占比较大，从而导致净利
润同比增长为负企业占比较大，达到67.6%

来源：头豹研究院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同比增长分析，2021年

TOP5
神驰机电
正裕工业
征和工业
云意电气
晋拓股份

关键值

平均值 15.1%

最大值 56.1%神驰机电

最小值 -62.7%中自科技

TOP5
菱电电控
成飞集成
征和工业
密封科技
浙江黎明

关键值

平均值 28.5%

最大值 132.5%菱电电控

最小值 -17.4%八菱科技

TOP5
万通智控
ST八菱
神驰机电
天铭科技
云意电气

关键值

平均值 -3.5%

最大值 203.5%万通智控

最小值 -95.2%中自科技

TOP5
中自科技
艾可蓝
奥福环保
万通智控
神驰机电

关键值

平均值 14.2%

最大值 50.3%中自科技

最小值 -10.8%成飞集成

TOP5
奥福环保
艾可蓝
神驰机电
万通智控
同心传动

关键值

平均值 5.5%

最大值 58.8%奥福环保

最小值 -195.6%八菱科技

TOP5
奥福环保
艾可蓝
神驰机电
同心传动
盛帮股份

关键值

平均值 9.9%

最大值 60.8%奥福环保

最小值 -34%八菱科技

◼ 在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上市企业中，总体来看，2021年营收同比增长与总资产同比增长表现良好，
均值分别为15.1%和28.5%，然而，2021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均值为-3.5%，其中净利润0%以下的企业数量占比
最大，共23家，占比67.6%，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从
而导致净利润亏损

◼ 此外，2018-2022年营收CAGR和净利润CAGR均值分别为14.2%和5.5%，表明总体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
企业业务状态良好，保持稳定增长。其中，神驰机电在同比增长和5年复合增长中均处于排名前五；艾可
蓝和奥福环保在5年复合增长中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营收同比增长 总资产同比增长 净利润同比增长

5年营收复合增长率 5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5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复合增长分析，2018-2022年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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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成长性分析：汽车电池与电机（2/2）
相比较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上市企业成
长速度更快速；其中德方纳米表现突出，营收同比增长达到413.9%，
净利润同比增长2,407%

来源：头豹研究院

TOP5
德方纳米
万润新能
华盛锂电
中科电气
壹石通

关键值

平均值 88.8%

最大值 413.9%德方纳米

最小值 10%亿华通

TOP5
壹石通
骄成超声
德方纳米
中科电气
帕瓦股份

关键值

平均值 69.4%

最大值 146.6%壹石通

最小值 6.5%昆工科技

TOP5
德方纳米
万润新能
华盛锂电
中一科技
恩捷股份

关键值

平均值 199.5%

最大值 2,407%德方纳米

最小值 -516.9%亿华通

TOP5
中科电气
德方纳米
壹石通
恩捷股份
中一科技

关键值

平均值 24.3%

最大值 68.2%中科电气

最小值 13%鸣志电器

TOP5
壹石通
恩捷股份
中科电气
德方纳米
长虹能源

关键值

平均值 9.9%

最大值 112.1%壹石通

最小值 -360.6%亿华通

TOP5
壹石通
恩捷股份
中科电气
德方纳米
长虹能源

关键值

平均值 3.3%

最大值 112.1%壹石通

最小值 -489%亿华通

营收同比增长 总资产同比增长 净利润同比增长

5年营收复合增长率 5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5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上市企业复合增长分析，2018-2022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上市企业同比增长分析，2021年

◼ 相比较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增长情况，汽车电池与电机上市企业增长速度更加快速，2021年
营收同比增长和净利润同比增长均值分别为88.8%和199.5%，其中德方纳米营收同比增长达到413.9%，净利
润同比增长2,407%；相反，主营业务为燃料电池的亿华通净利润同比增长-516.9%，这主要是由于坏账损失
和研发费用所导致

◼ 从2018-2022年5年复合增长率方面，由于8家企业上市时间不超过5年，因此无复合增长率；其中，5年归
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均值为3.3%，与汽车零部件领域企业相比较低并且分散区间较大，这主要是由于亿华
通2018-2022年CAGR为-489%所影响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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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ROE情况，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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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盈利能力：汽车零部件（1/2）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盈利能力总体高于业内同行均值，
其中天铭科技在盈利能力方面表现突出，ROE、ROA和ROIC均位
于第一；销售毛利率在20%-40%数量最多，占比为64.7%

来源：头豹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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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5

ROE ROA ROIC 毛利率

1 天铭科技 天铭科技 天铭科技 新坐标

2 盛帮股份 盛帮股份 盛帮股份 泰祥股份

3 万通智控 南方精工 南方精工 雪龙集团

4 南方精工 新坐标 新坐标 奥福环保

5 大地电气 泰祥股份 菱电电控 密封科技

ROE ROA ROIC 毛利率

平均值 10.7% 8.3% 9.2% 30.0%

最大值 23.6% 19.8% 24.7% 60.5%

最小值 1.3% -7.4% -10.1% 14.1%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ROA情况，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ROIC情况，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毛利率分布，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盈利TOP5企业，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盈利关键值，2021年

◼ 净资产收益率ROE是反映公司利用资产净值产生纯利的能力，是衡量企业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总体来看，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ROE平均值为10.7%，其中ROE在10%-15%区间企业最多，达到13家；仅
天铭科技ROE超过20%，ROE为23.6%，这主要是因为天铭科技主营业务为车身附件及车饰，相比较其他的
汽车零部件企业，投入资产较少，因此可以利用较少净资产产生较多收入

◼ 总资产回报率ROA是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净利润的指标；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ROA均值
为8.3%；其中，八菱科技ROA最小，这表明八菱科技资产利用效果较差；天铭科技ROA最大，为19.8%，这
说明天铭科技在增加收入和节约资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资本回报率ROIC是指是指投出或使用资金与相关回报的比例，用于衡量投出资金的使用效果，它能够直观
的评估一个公司的创造价值能力。总体来看，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ROIC均值为9.2%，其中在
5%-15%区间最多，达到24家企业。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销售毛利率均值为30.0%，超过总体
行业平均水平；20%-40%销售毛利率企业数量最多，达到22家，其中新坐标公司2021年销售毛利率达到
60.5%，位居第一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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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盈利能力：汽车电池与电机（2/2）
相比较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汽车电池与电机上市企业盈
利能力更强，财务关键指标均值均高于汽车零部件领域企业；其中
华盛锂电盈利能力最为突出

来源：头豹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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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5

ROE ROA ROIC 毛利率

1 华盛锂电 华盛锂电 华盛锂电 华盛锂电

2 中一科技 中一科技 中一科技 恩捷股份

3 信德新材 信德新材 信德新材 骄成超声

4 骄成超声 骄成超声 骄成超声 星云股份

5 德方纳米 德方纳米 长虹能源 壹石通

ROE ROA ROIC 毛利率

平均值 19.6% 12.9% 14.9% 31.8%

最大值 51.4% 40.1% 40.5% 62.1%

最小值 -7.1% -7.6% -7.4% 9.5%

◼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上市企业ROE均值为19.6%，比汽车零部件领域高8.9%；ROE在10%-20%
区间企业数量最多，达到9家；其中华盛锂电和中一科技ROE超过40%，相反亿华通ROE最小为-7.15%。其
次，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上市企业ROA均值为12.9%，ROA主要集中在0-20%区间，占比达到
81.8%；仅华盛锂电ROA超过40%以上

◼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上市企业ROIC主要以0%-20%区间为主，其中华盛锂电表现出良好的管
理能力以及创造价值能力。另外，在销售毛利润方面，专精特新电池与电机上市企业主要集中在30—60%
区间内，比汽车零部件企业销售毛利率高。总体来看，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上市企业的盈利
能力比汽车零部件企业盈利能力强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电机领域ROE情况，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电机领域ROA情况，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电机领域ROIC情况，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电池电机领域销售毛利率分布，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电机TOP5企业情况，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电机领域盈利关键值，2021年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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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研发能力：汽车零部件（1/2）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领域“小巨人”上市企业中零部件企业研发费用主
要在0.1-1.1亿元之间，研发人员数量在100人以下居多，研发在营
收中占比主要在2%-13%之间，其中4%-6%区间企业数量最多

来源：头豹研究院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上市企业研发绝对值分析，2021年

TOP5
科博达
云意电气
腾龙股份
福达股份
菱电电控

关键值

平均值 0.5亿元

最大值 3.0亿元科博达

最小值 0.08亿元同心传动

TOP5
菱电电控
科博达
云意电气
奥福环保
中自科技

TOP5
科博达
菱电电控
云意电气
瑞鹄模具
正裕工业

关键值

平均值 189人

最大值 844人 科博达

最小值 30人 同心传动

关键值

平均值 6.1%

最大值 12.1%菱电电控

最小值 2.6%神驰机电

研发费用在总营收中占比，2021年

TOP5
德宏股份
泰祥股份
成飞集成
雪龙集团
密封科技

关键值

平均值 78.9%

最大值 239.9%德宏股份

最小值 15.4%大地电气

市研率，2021年

研发费用，2021年 研发人员，2021年

◼ 在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上市企业中，研发费用在0.1-1.1.亿元之间，其中0.3-0.5亿元研发费用企
业数量最多，共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因为研发人员数量在100人以下的企
业居多，共12家，其中200人以下的研究人员数量占比达到64.7%。在研发费用与研发人数分析中，科博达
表现突出，2021年研发费用3亿元，研发人数达到844人

◼ 在研发能力相对值分析中，研发费用在总营收中占比主要在2%-13%之间，其中4%-6%区间企业数量最多，
共18家。市研率企业总市值与最近12个月研发投入的比率，反映企业股价和研发之间的关系，它更加注重
科创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市研率在10%-240%之间，其中
100%以下占比较大，共27家企业，占比79.4%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上市企业研发相对值分析，2021年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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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研发能力：汽车电池与电机（2/2）
相比较专精特新汽车零部件领域上市企业，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企
业的研发费用及研发相关占比更高；其中壹石通在科创板的科研创
新实力突出，市研率位居第一

来源：头豹研究院

TOP5
厦钨新能
恩捷股份
鸣志电器
德方纳米
派能科技

关键值

平均值 1.1亿元

最大值 4.5亿元厦钨新能

最小值 0.1亿元德瑞锂电

TOP5
壹石通
恩捷股份
信德新材
派能科技
骄成超声

关键值

平均值 158.9%

最大值 368.8%壹石通

最小值 20.1%长虹能源

TOP5
先惠技术
星云股份
紫建电子
德方纳米
恩捷股份

关键值

平均值 268人

最大值 861人 先惠技术

最小值 32人 德瑞锂电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上市企业研发绝对值分析，2021年

研发费用，2021年

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上市企业研发相对值分析，2021年

TOP5
星云股份
亿华通
骄成超声
紫建电子
先惠技术

关键值

平均值 6.3%

最大值 17.1%星云股份

最小值 2.2%昆工科技

市研率，2021年

研发人员，2021年

◼ 在中国专精特新汽车电池与电机领域上市企业中，研发费用主要在0.1-4.5亿元之间，平均值为1.1亿元，
其中研发费用1亿元以下企业数量最多，共15家企业；此外，2021年研发人员中，平均值为268人，其中先
惠科技研发人员达861人，并在研发费用在营收占比中排名前五

◼ 在研发相对值分析中，研发费用在营业总收入占比主要在2%-18%之间，其中6%以下企业数量较多，共15家
企业；2021年各企业市研率主要在0%-369%意见，其中50%-100%区间企业数量最多，共8家；市研率最高
的企业是壹石通，市研率为368.8%，这表明了壹石通在科创板的科研创新实力。总体来看，专精特新汽车
电池与电机领域上市企业的研发费用及研发相关占比相比较汽车零部件企业更高

研发费用在总营收中占比，2021年

单位：家 单位：家

单位：家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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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轻量化
汽车零部件、电池与电机等汽车细分领域中轻量化趋势明显；铝合
金在汽车底盘渗透率持续扩大，热成型用钢提高车身撞击能力同时
减轻30%的零部件重量，改性塑料在车饰中应用将持续加深

中国汽车领域发展轻量化趋势

底盘轻量化

汽车底盘主要由传动系统、行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四个部分组成，汽车底盘作为
支撑、安装汽车发动机以及各部件的重要装置，可直接影响汽车的安全性，底盘轻量化是
整车实现轻量化的重要细分领域
汽车弹簧下的底盘可承载整车超70%的重量，减轻汽车弹簧下的重量可提升整车的性能、舒
适与安全性，同时，汽车底盘轻量化技术相比较车身轻量化技术具备工艺成熟、成本低的
特点，对汽车底盘的转向、行驶、驱动以及传动等系统中的零部件进行轻量化为主要趋势。
中国汽车底盘零部件的铝合金零部件渗透率处于低水平，其未来发展空间较大，随着中国
众多轻量化厂商持续布局底盘轻量化的背景下，预计铝合金在汽车底盘零部件的渗透率将
持续扩大

车身轻量化

汽车车身占整车重量约40%左右，其车身领域轻量化重要性越发凸显，但由于铝合金材料的
价格高于钢材，同时出于安全性考虑，其车身结构的材料现阶段以钢材为主
应用于汽车车身的钢材种类包括双相钢、复相钢、相变诱导塑性钢、淬火延性钢以及热成
型用钢等。其中，由于在热成型工艺下形成的钢材具有超高硬度、高成形性以及高精度等
特点，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钢材，热成型用钢在提升车身的抗撞击能力，并且能够减轻30%的
车身零部件重量，在中国热成型技术不断更新迭代，预计未来应用于汽车车身保险杠、前
地板中通道以及A/B柱的热成型钢材将成为主流材料之一

汽车车饰轻量化发展中，包括聚丙烯、玻璃纤维、天然纤维等不同材质的改性塑料可广泛
应用于汽车或新能源汽车的仪表盘、门内板、座椅、脚踏板以及地板，由于汽车内饰材料
多考虑安全性与舒适性角度，其成本较高，以仪表盘与门内板的改性塑料价格为例，其价
格分别为15,000元/吨和30,000元/吨。改性塑料可同时满足汽车轻量化，提升阻燃与硬度安
全性、材料舒适性与环保性等条件下，其需求持续上升，根据头豹研究院数据，中国汽车
内饰改性塑料需求2020年已达180万吨，单车用改性塑料量有望在2025年达200Kg
截至2021年，改性塑料在汽车内饰中应用于市场发展初期，其较高的成本与工艺复杂度限
制了改性塑料的落地速度，但在改性塑料可优化汽车内外饰的光滑度与质量的背景下，其
汽车内外饰的应用将持续加深

车饰轻量化

电池轻量化

相比较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导致整车重量提升200-300Kg，其额外新增的重
量将影响汽车的整体续航能力，从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角度来看，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与
提升续航里程呈现强相关关系，轻量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截至2021年，主流新能源动力电池的重量占比整车重量已达20%，相比较电机与电控部分，
电池是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重量最大的部分；其中占比动力电池重量最大的是电池盒，占
比为10%-20%；电池盒主要包括上壳体与下壳体，由于电池盒的上下壳体起到支撑电池重量
与保护电池的作用，导致此类外壳部件占比重量较高。上下壳体的主要材料为不同加工工
艺生产的钢材与铝材，其用料与工艺的替换可减轻电池盒整体重量。由于搅拌成型铝材具
备成本低、设计软性高的特点，且片状模塑料具备较高的性价比优势，目前电池盒轻量化
效果最优的材料与工艺为采用片状模塑料的上壳体搭配搅拌成型铝材的下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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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推荐——恩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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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信息

❑ 品牌名称 恩捷股份

❑ 成立时间 2006年

❑ 企业总部 中国云南省

❑ 主营业务 提供多种包装印刷产品、包装制品及服务；锂电池隔离膜、铝塑膜、水处理膜等领域

❑ 主要渠道
与宁德时代CATL、松下、SAMSUNG SDI、LGES、比亚迪、国轩高科等数十家知名企业

保持长期良好合作

27.1%

42.4%

45.6%

42.2%

49.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膜类产品成本走势图，2017-2021年

单位：[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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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成本 原材料成本

生产成本 人工成本

恩捷股份毛利率，2017-2021年

核心竞争力

➢ 规模优势：恩捷股份湿法锂电池隔膜生产规模目

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具有全球最大的锂电池隔

膜供应能力

➢ 成本优势：恩捷股份不断改进生产设备、提升生

产工艺技术、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和生产管理，市

场开拓能力和庞大的生产规模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使得公司长期保持成本优势

➢ 研发优势：通过多年积累建立了研发队伍，研发

范围覆盖了隔膜和涂布生产设备、隔膜制备工艺

以及原辅料的改进、涂布工艺、浆料配方、回收

及节能技术，以及前瞻性技术储备项目的研发

恩捷股份盈利能力

来源：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

恩捷股份在专精特新“小巨人”电池领域中净利润和总市值排名第一，
其湿法锂电池隔膜生产规模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具有全球最大的锂
电池隔膜供应能力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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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推荐——科博达

企业研发费用及研发费用率，2017-2021年

企业基本信息

❑ 品牌名称 科博达

❑ 成立时间 2003年

❑ 企业总部 中国上海市

❑ 主营业务
汽车照明控制系统、电机控制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和车载电器与电子等汽车电子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 主要渠道

拥有全球几十家主流汽车品牌的客户渠道，产品进入欧美高端客户的全球配套体系；

同时还拥有全球领先的供应链资源，与全球几十家知名半导体供应商建立了战略合作

关系

核心竞争力

➢ 客户资源：科博达拥有数十家全球整车厂商，且

先后成为上汽大众、奥迪公司、一汽大众和保时

捷汽车的A级供应商

➢ 产品品质：在产品生产制造方面具备完整产品工

程设计与设备开发能力自动化生产线；在客户服

务方面，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搭建灵活客户

响应体系，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客户满意度

➢ 供应链资源和管理能力：依托信息化系统和管理

手段，实行准时化供应和以销定产模式，有效缩

短制造周期，提高库存周转率

科博达企业盈利能力

科博达在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企业中财务指标与研发能力表现突
出，它是汽车智能与节能部件系统方案提供商，专注汽车电子及相
关产品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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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营收及同比增长，2017-2021年 销售毛利率，2017-2021年

来源：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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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推荐——神驰机电

企业研发费用及研发费用率，2017-2021年

企业基本信息

❑ 企业名称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时间 1993年

❑ 企业总部 中国重庆市

❑ 主营业务 小型电机、通用汽油机及配套终端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 企业简介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小型电机、通用汽油机及其配套终端产品的研发、

制造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小型发电机与终端类产品。神驰机电小型发电机与发电机组

两大主要产品规模效应优势明显，产销规模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营收及同比增长，2017-2021年

单位：[亿元]

销售毛利率，2017-2021年

核心竞争力

➢ 营销策略：国内与国外市场已形成相对完善的

营销网络覆盖；国内市场方面，神驰机电采用

直销终端经销相结合的营销模式，目前拥有近

140家小型发电机国内直销客户；国外市场方面，

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100

OEM/ODM客户

➢ 产品优势：采用数码变频发电机作为发电装置，

并配备降噪系统，数码变频发电机组的尺寸、

重量减小50%左右，同时运转噪声降低了10分贝

左右，静音便携的特点明显

神驰机电盈利能力

1,620.9 
1,991.1 

3,217.3 

4,446.3 

6,291.8 

1.5% 1.4%

2.5%

0.3%

2.5%

0%

1%

1%

2%

2%

3%

3%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研发费用 研发占比单位：[万元]

23.1%

25.0%

26.6%

25.9%

21.7%

0% 5% 10% 15% 20% 25% 3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神驰机电小型发电机与发电机组两大主要产品规模效应优势明显，
产销规模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此外，神驰机电国内外营销策略
布局完善，产品采用数码变频发电机

来源：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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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推荐——德方纳米

企业研发费用及研发费用率，2017-2021年

企业基本信息

❑ 企业名称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时间 2007年

❑ 企业总部 中国广东省

❑ 主营业务 纳米磷酸铁锂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 企业简介

德方纳米生产销售的电池材料主要是磷酸铁锂、碳纳米管、碳纳米管导电液；它在广

东省佛山市、深圳市坪山区、山东省泰安市、云南省曲靖市均拥有生产基地或正在建

设生产基地，产能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供货能力处于行业前列

营收及同比增长，2017-2021年

单位：[亿元]

销售毛利率，2017-2021年

核心竞争力

德方纳米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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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研发占比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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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纳米主要产品为磷酸铁锂、碳纳米管、碳纳米管导电液；德方
纳米产品独创液相法工艺，兼具成本和性能优势，绑定大客户协同
发展，并且与头部企业合作共建工厂

➢ 产品优势：独创液相法工艺，兼具成本和性能

优势，绑定大客户协同发展；同时液相法使得

各原料混合均匀，对于对低品位原材料兼容性

高，可降低原材料成本

➢ 客户资源：与头部电池企业合作密切，平均每

年为宁德时代供货约占其需求的40-60%左右；

同时与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建设合资工厂，有

利于巩固其市场份额

来源：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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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企业推荐——厦钨新能

企业研发费用及研发费用率，2017-2021年

企业基本信息

❑ 企业名称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时间 2016年

❑ 企业总部 中国福建省

❑ 主营业务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 企业简介

厦钨新能主要产品为钴酸锂、NCM三元材料等；2019年，钴酸锂正极材料产销量居全

球钴酸锂材料行业首位，NCM三元材料产销量居中国NCM三元材料行业前五，公司锂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总体产销量居中国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行业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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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及同比增长，2017-2021年

单位：[亿元]

销售毛利率，2017-2021年

核心竞争力

厦钨新能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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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研发占比单位：[亿元]

厦钨新能在专精特新汽车领域上市中位于营收规模第一，其2021年
总营收为155.7亿元；厦钨新能突破NCM三元材料的高镍化、高功
率化、高电压化细分方向的工艺难点，并均有先进产品实现产业化

➢ 技术优势：厦钨新能不断突破NCM三元材料的

高镍化、高功率化、高电压化三个细分方向的

工艺难点，并均有先进产品实现产业化。其次，

高电压三元材料的镍含量低，安全性较好

➢ 规模化量产优势：锂电池行业集中度较高，对

于供应商产品有严格的要求。厦钨新能锂离子

电池正极材料产销量规模连续两年处于中国行

业领先地位，在获取大客户订单时优势明显，

并保持在行业内的规模化与稳定量产优势

来源：企业官网，头豹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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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9大行业，持续跟踪532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沉淀超过100万

行业研究价值数据元素，完成超过1万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 头豹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内企业的创立，发

展，扩张，到企业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头豹各行业研究员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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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 头豹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论，采用自主研发算法，结合行业交叉大数据，通过多元化调研

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根因，剖析定性内容背后的逻辑，客观真实地阐述行业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

业未来发展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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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头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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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头豹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以战略发展的视角分析行业，从执行落地的层面阐述观点，

为每一位读者提供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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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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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头豹是中国领先的原创行企研究内容平台和新型企业服务提供商。围绕“协助企业

加速资本价值的挖掘、提升、传播”这一核心目标，头豹打造了一系列产品及解决

方案，包括：报告/数据库服务、行企研报定制服务、微估值及微尽调自动化产品、

财务顾问服务、PR及IR服务，以及其他以企业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

合作的增长咨询服务等

◆ 头豹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研究平台，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

可持续发展

300+ 50万+
合作专家

8万+

注册机构用户

公司目标客户群体
覆盖率高，PE/VC、
投行覆盖率达80%

资深分析师

5,000+

细分行业
深入研究
原创内容

100万+

行企研究
价值数据元素

企业服务

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报告服务、管理咨询、战略

调整等服务

提供行业分析师外派驻场服务，平台数据库、

报告库及内部研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云研究院服务

行业峰会策划、奖项评选、行业白皮书等服务

行业排名、展会宣传

地方产业规划，园区企业孵化服务

园区规划、产业规划

四大核心服务

头豹研究院简介

备注：数据截止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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