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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转债募资扩产，助力电动化轻量化升级 
 

核心观点  
  
❖ 定增/可转债募资多用于汽车电动化和轻量化扩产：我们梳理了 2022 年

至今汽车行业定增和转债募资的项目和资金投向，汽车行业定增总额为 270.5

亿元，其中 33%投向了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方向；4%投向汽车电子方向；

1%投向轻量化方向；其余投向了其他业务方向和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汽

车行业转债总额共 157.7 亿元，其中 39%投向汽车轻量化方向；7%投向新能

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方向；7%投向内饰方向；其余投向其他业务方向以及补

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 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拉动行业投资：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仍处于快

速增长通道。2022 年新能源乘用车批发 649 万辆，同比增长 96%。2023 年增

势不减，2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 49.6 万辆，同比增长 56.47%。2019 到 2022 年

中国纯电动汽车渗透率分别为 4.0%/4.7%/13.0%/21.7%，插混汽车渗透率分别

为 1.0%/1.0%/2.7%/6.4%。从品牌角度来看，2022 年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

达到 529 万辆，同比增长 109%，显著高于豪华品牌和合资品牌。2022 年豪华

品牌、合资品牌、自主品牌中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分别为 27.3%/4.2%/45.8%，

自主品牌显著高于豪华品牌和合资品牌。随着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崛

起，对上游零部件产业的需求有所提升，拉动了行业在电动化、智能化和轻量

化领域的投资。 

❖ 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扩产需求有望持续：全球来

看，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仍处于低位，提升空间较大。欧洲对于新能源战略最为

积极，目前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 18%。亚洲除中国外渗透率基本都很低。北

美由于特斯拉及其他造车新势力的存在，目前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 6%。全

球来看，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及预期；汽车行业竞争加剧；汽车消费需求

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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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增转债募资，发力电动化和轻量化 

汽车行业定增和转债募资主要用于电动化、轻量化以及智能化方向的投资。我们

梳理了 2022 年至今汽车行业定增和转债募资的项目和资金投向，2022 年至今汽

车行业定增总额为 270.5 亿元，其中 33%投向了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方向；

4%投向汽车电子方向；1%投向轻量化方向；其余投向了其他业务方向和补充流动

资金/偿还债务。2022 年至今汽车行业转债总额共 157.7 亿元，其中 39%投向汽车

轻量化方向；7%投向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方向；7%投向内饰方向；其余投向

其他业务方向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表1.2022-至今汽车行业定增/转债募资投向汇总（单位：亿元） 

定增方向总额 270.5 

新能源汽车及及核心零部件方向 88.6 

汽车电子方向 10.9 

轻量化方向 3.4 

其他业务方向 24.3 

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143.3 

可转债方向总额 157.7 

新能源汽车及及核心零部件方向 10.9 

汽车轻量化方向 60.9  

内饰方向 10.8 

其他业务方向 62.4 

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12.7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1.2022 年至今汽车行业定增投向领域金额占比  图2.2022 年至今汽车行业转债投向领域金额占比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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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募资中，投向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的占比较高，达到了 33%。其中既包

括整车平台的开发，工厂建设，也包括核心三电领域的零部件开发和产能建设以

及相关的新能源充电设备、充电站等建设。其余定增资金投向汽车电子、汽车轻

量化等领域。 

表2.2022 年至今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方向定增项目汇总 

公司名称 定增项目 金额（亿元） 

赛力斯 
1.电动化车型开发及产品平台技术升级项目 43.1 亿元 

2.工厂智能化升级与电驱产线建设项目 6.1 亿元 
49.2 

富临精工 
1.新能源汽车智能电控产业项目 8.6 亿元 

2.年产 5 万吨新能源锂电正极材料项目 2.7 亿元 
11.3 

泉峰汽车 

1.高端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二期）4.3 亿元 

2.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欧洲生产基地项目 2.7 亿元 

3.新能源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1.0 亿元 

8.0 

隆盛科技 新能源高效高密度驱动电机系统核心零部件研发及制造项目（一期） 5.4 

凌云股份 

1.盐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  

盐城新能源电池壳组件项目（一期） 0.9 亿元 

盐城新能源电池壳组件项目（二期） 1.1 亿元 

盐城新能源电池壳下箱体项目 0.2 亿元 

2.武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 1.3 亿元 

3.涿州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 

①涿州新能源电池壳项目（一期） 0.2 亿元 

②涿州新能源电池壳项目（二期） 0.6 亿元 

4.3 

香山股份 
1.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及运营平台开发项目 3.6 亿元 

2.目的地充电站建设项目 0.6 亿元 
4.2 

蓝黛科技 新能源汽车高精密传动齿轮及电机轴制造项目  3.7 

西菱动力 涡轮增压器扩产项 2.5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表3.2022 年至今汽车电子方向定增项目汇总 

公司名称 定增项目 金额（亿元） 

沪光股份 昆山泽轩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汽车线束部件生产项目 4.9 

一汽富维 长春汽车智能化产品及定制化项目 4.1 

德尔股份 汽车电子（智能电控系统）产业化项目 1.9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表4.2022 年至今轻量化方向定增项目汇总 

公司名称 定增项目 金额（亿元） 

凌云股份 热成型轻量化汽车结构件扩产项目 2 

长华集团 轻量化汽车铝部件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 1.4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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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022 年至今其他业务方向定增项目汇总 

公司名称 定增项目 金额（亿元） 

长华集团 
1.汽车冲焊件（广清产业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2.6 亿元 

2.年产 20 亿件汽车高强度紧固件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 3.5 亿元 
6.1 

联诚精密 精密液压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3.6 

凌云股份 

盐城车身结构件项目 0.2 亿元 

收购凌云吉恩斯 49.90%股权项目 2.6 亿元 

沈阳保险杠总成项目 0.6 亿元 

3.4 

国机汽车 

汽车焊装、涂装、总装智能制造生产线示范项目、装备制造基地能力提

升项目、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高端汽车零部件（FINOBA）制造基

地建设项目、偿还银行借款 

2.8 

一汽富维 创新研发中心项目 2.3 

赛力斯 用户中心建设项目 2.1 

蓝黛科技 车载、工控触控屏盖板玻璃扩产项目 1.2 

西菱动力 研发中心项目 0.5 

长华集团 
1.汽车冲焊件（广清产业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2.6 亿元 

2.年产 20 亿件汽车高强度紧固件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 3.5 亿元 
6.1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表6.2022 年至今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方向定增项目汇总 

公司名称 金额（亿元） 

西仪股份 42.6 

福田汽车 30.0 

赛力斯 20 

宁波华翔 16.2 

钱江摩托 5 

凌云股份 4.1 

富临精工 3.7 

泉峰汽车 3.5 

亚星客车 3.4 

大为股份 3.1 

沪光股份 2.1 

博俊科技 2 

隆盛科技 1.8 

香山股份 1.8 

天成自控 1.5 

蓝黛科技 1 

德尔股份 0.6 

联诚精密 0.6 

西菱动力 0.3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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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可转债募资中投向汽车轻量化方向的占比较高，达到了 39%。其中包括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车身、轻量化底盘、精密铝铸件以及超纤新材料等。其余资金

则投向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以及内饰等领域。 

表7.2022 年至今汽车轻量化方向可转债项目汇总 

公司名称 可转债项目 金额(亿元) 

拓普集团 
1.年产 150 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建设项目 7.2 亿元 

2.年产 330 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建设项目 17.8 亿元 
25 

爱柯迪 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项目 15.7 

嵘泰股份 

1.年产 110 万件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 3.8 亿元 

2.墨西哥汽车精密铝合金铸件二期扩产项目 2.7 亿元 6.5 

明新旭腾 

明新孟诺卡（江苏）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800 万平方米全水性定岛超纤新

材料智能制造项目 4.8 

瑞鹄模具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车身及关键零部件精密成形装备智能制造工厂建设项目

（一期） 4.4 

纽泰格 高精密汽车铝制零部件生产线项目 2.6 

博俊科技 常州博俊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00 万套汽车零部件、1000 套模具项目 1.9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表8.2022 年至今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方向可转债项目汇总 

公司名称 可转债项目 金额(亿元) 

精锻科技 新能源汽车及及核心零部件 7.4 

豪能股份 汽车差速器总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3.5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表9.2022 年至今内饰方向可转债项目汇总 

公司名称 可转债项目 金额(亿元) 

岱美股份 
1.墨西哥汽车内饰件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6.4 亿元 

2.年产 70 万套顶棚产品建设项目 0.5 亿元 
6.9 

上海沿浦 

1.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金康新能源汽车座椅骨架、电池包外壳生产

线项目 1.8 亿元 

2.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城汽车座椅骨架项目 2.1 亿元 

3.9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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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022 年至今其他业务方向可转债项目汇总 

公司名称 可转债项目 金额(亿元) 

爱玛科技 

1.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一期）15 亿元 

2.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5 亿元 20 

华懋科技 

1.越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4.9 亿元 

2.厦门生产基地改建扩建项目 3.6 亿元 

3.信息化建设项目 0.6 亿元 

4.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5 亿元 10.6 

福立旺 南通精密金属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7 

神通科技 光学镜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5.8 

海泰科 年产 15 万吨高分子新材料项目 4.5 

冠盛股份 
1.冠盛股份 OEM 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2.9 亿元 

2.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检测实验中心 1.6 亿元 4.5 

上声电子 汽车音响系统及电子产品项目 4.2 

松原股份 年产 1,330 万套汽车安全系统及配套零部件项目（一期工程） 2.9 

博俊科技 汽车零部件产品扩建项目 2.4 

纽泰格 模具车间改造升级项目 0.5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表11.2022 年至今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方向可转债项目汇总 

公司名称 金额（亿元） 

精锻科技 2.4 

岱美股份 2.2 

明新旭腾 1.9 

豪能股份 1.5 

冠盛股份 1.5 

松原股份 1.1 

上声电子 1 

博俊科技 0.7 

纽泰格 0.4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仅供内部参考，请勿外传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财通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8 

 

行业专题报告/证券研究报告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持续拉动行业投资 

2.1 新能源汽车销量逐步攀升，带来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投资需求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仍处于快速增长通道。2022 年新能源乘用车批发 649 万辆，

同比增长 96%。2023 年增势不减，2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 49.6 万辆，同比增长

56.47%。 

图3.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量（万辆） 

 

数据来源：乘联会，财通证券研究所 

 

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快速提升，插混增速高于纯电。2019-2022 年中国纯电动汽

车 渗 透 率 分 别 为 4.0%/4.7%/13.0%/21.7% ， 插 混 汽 车 渗 透 率 分 别 为

1.0%/1.0%/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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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国新能源汽车（纯电+插混）渗透率 

 

数据来源：乘联会，财通证券研究所 

 

自主品牌新能源渗透率远超合资和豪华品牌。2022 年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到 529 万辆，同比增长 109%，显著高于豪华品牌和合资品牌。2022 年豪华品牌、

合资品牌、自主品牌中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分别为 27.3%/4.2%/45.8%，自主品牌

显著高于豪华品牌和合资品牌。随着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崛起，对上游零

部件产业的需求有所提升，拉动了行业在电动化、智能化和轻量化领域的投资。 

图5.自主、合资、豪华新能源汽车销量及增速（万辆）  图6.自主、合资、豪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数据来源：乘联会，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乘联会，财通证券研究所 

 

2.2 展望未来，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有望持续快速提升 

展望 2025，中国乘用车销量有望稳中有升，行业需求来自增购和换购。其中新能

源乘用车的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燃油乘用车的渗透率或将下滑。预计 2023-2025

年乘用车分别实现销量 2464.8 万、2538.8 万、2614.9 万，同比分别增长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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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新能源乘用车分别实现销量 850.0 万、1062.5 万、1328.2 万，同比

分别增长 30.1%、25.0%、25.0%；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分别为 34.5%、41.9%、50.8%. 

表12.中国乘用车销量展望 
 2021 2022 2023E 2024E 2025E 

乘用车销量（万辆） 2146.8 2355.0  2464.8 2538.8 2614.9 

YOY 6.60% 9.70% 4.66% 3.00% 3.00%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万辆） 332.3 653.5  850 1062.5 1328.2 

YOY 176.00% 96.67% 30.06% 25.00% 25.00% 

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 15.50% 27.75% 34.50% 41.90% 50.80% 

数据来源：中汽协、财通证券研究所 

 

全球来看，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仍处于低位，提升空间较大。欧洲对于新能源战略

最为积极，目前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 18%。亚洲除中国外渗透率基本都很低。

北美由于特斯拉及其他造车新势力的存在，目前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 6%。全球

来看，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表13.各国家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2019 2020 2021 2022 

德国 3% 13% 23% 28% 

法国 2% 9% 14% 17% 

挪威 42% 58% 70% 74% 

瑞典 10% 27% 39% 49% 

意大利 1% 3% 10% 10% 

其他 2% 4% 7% 7% 

欧洲汇总 3% 8% 14% 18% 

美国 2% 2% 4% 6% 

其他 1% 1% 2% 3% 

北美汇总 2% 2% 4% 6% 

韩国 2% 3% 6% 10% 

日本 1% 1% 1% 1% 

其他 0% 0% 0% 1% 

亚洲汇总（剔除中国） 0% 0% 1% 2% 

南半球汇总 0% 0% 0% 1% 

数据来源：乘联会，财通证券研究所 

 

全球范围内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撑力度较大，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及新车销售

补贴，我们认为政策支持有望快速提升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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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各国对新能源汽车支撑政策 
 强制要求 政策鼓励 进口税收政策 

欧洲 2025/2030 年渗透率超过 40%/60% 部分地区免税或提供单车补贴 3~6k 欧元 10%到岸价 

日本 2030 年电动车占比 20%+ 40~80 万日元补贴 0 

韩国 2030 年汽车碳排放减少 24% 减免购置税或补贴 140 万韩元 1.6%到岸价 

美国 2030 年零排放新车渗透率 50% 最高单车补贴 7500 美元 
2.5%关税+25%附加税

以及港口维护费等 

东南亚 
泰国：2030 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

到 50% 

泰国：免征进口关税+补贴 7~15 万株 

新加披：税收减免+补贴 2 万新元 

马来西亚：免征关税、消费税、销售税 

大部分国家免征 

澳洲 2035 年所有新车零碳排放 补贴 3000 美元或者免征印花税/消费税 0 

南亚 
印度：2030 年电动车渗透率 35% 

2030 年 30%新车是电机驱动 
免征或降低消费税/关税 

关税+进口调节税合

计接近 100% 

数据来源：乘联会，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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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及预期：随着近期燃油车降价，部分汽车消费需求可能会转

移到燃油车。同时由于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对电动车渗透率进一步提升

造成阻碍。 

汽车行业竞争加剧：年初特斯拉率先调整价格，随后各新能源汽车品牌陆续跟进，

价格降低后新能源车企的毛利率将会承压。 

汽车消费需求下滑：2 月份 CPI、PPI 环比回落，表明目前中国消费市场尚在修复

过程中，宏观消费需求有下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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