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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四季度至春节前，汽车板块公司股价走势分化显著，乘用车子板块、

500 亿市值以上公司涨幅中位数分别为 34.6%/41.6%，大幅跑赢行业平均水平

-9.8%。当前，我们认为板块小市值公司尤其是零部件板块优秀公司价值普遍

被低估，重点推荐产品具有全球竞争力，高成长低估值的优质标的，如敏实集

团（H）、豪能股份、继峰股份、明新旭腾、银轮股份、贝斯特、阿尔特等。 

▍2020 年四季度以来，板块公司股价走势分化显著。2020 年四季度至春节前，汽

车板块公司区间涨跌幅中位数为-9.8%；从子板块维度看，乘用车、商用车、零

部件公司区间涨跌幅中位数分别为 34.6%/-1.3%/-11.6%，乘用车板块显著跑赢

行业。从市值维度看，市值大于 500 亿/100~500 亿/100 亿以下公司区间涨跌幅

中位数分别为 41.6%/9.0%/-13.4%，走势分化同样明显。2020 年四季度以来乘

用车板块、大市值公司显著跑赢行业，主要系疫情之后销量快速恢复、汽车智能

化技术快速推进、头部主机厂新车型/新平台/新技术投放提振未来预期。 

▍零部件整体估值处于低位，配置性价比高。我们复盘了零部件子板块公司 2004

年至今的历史估值水平，当前零部件整体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位 27x PE（ttm）；

我们认为当前零部件整体估值处于低位，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主要系未来

3-5 年在全球主机厂电动化、智能化和供应链全球化推动下，国内优质零部件企

业预计将充分受益，营收、业绩成长料将加速。春节后 2 月 18、19 日两个交易

日，市值大于 500 亿/100~500 亿/100 亿以下公司区间涨跌幅中位数分别为

-2.4%/3.5%/5.5%，小市值尤其是优质零部件公司市场关注度显著提升。 

▍汽车电动智能配置“军备竞赛”加速，优质供应商具备业绩估值“双击”潜力。2021

开年以来，蔚来汽车、上汽智己和长城汽车等头部自主品牌纷纷发布新车型和新

的技术平台，车载高算力平台、包含激光雷达在内的高性能感知套件和高配置座

舱系统平台基本成为标配，且车身内外饰等系统采用了更多新材料、新工艺推动

轻量化性能、豪华体验提升。我们认为优质零部件供应商具备业绩、估值“双击”

的潜力，主要原因是：1）电动化、智能化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供应链

料将迎来量、价齐升的历史机遇；2）优质自主零部件公司产品已经具备全球竞

争力，国际化步伐加速，将打开更大的成长空间。 

▍风险因素：汽车销量下行；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研发不及预期；电动智能产品市

场接受度不及预期。 

▍投资建议：从未来 3-5 年的维度去看，预计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和全球化趋势将

给零部件子板块带来量、价齐升的历史机遇；2020 年四季度至今零部件子板块

公司显著跑输行业，当前具有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重点推荐产品具有全球竞争力，

高成长低估值的优质标的，如敏实集团（H）、豪能股份、继峰股份、明新旭腾、

银轮股份、贝斯特、文灿股份、隆盛科技、阿尔特、保隆科技等。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估值及投资评级 
 
简称 收盘价 EPS（元） PE 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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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2020E 2021E 2019 2020E 2021E 

敏实集团

（H） 
37.90 1.46 1.03 1.57 22 31 20 买入 

豪能股份 21.09 0.56 0.89 1.39 37 24 15 买入 

继峰股份 8.22 0.35 -0.25 0.65 28 -33 13 买入 

明新旭腾 36.57 1.08 1.34 1.64 34 27 22 买入 

银轮股份 11.76 0.40 0.47 0.58 29 25 20 买入 

贝斯特 18.24 0.84 0.90 1.22 22 20 15 买入 

文灿股份 24.73 0.27 0.38 1.56 90 65 16 买入 

耐世特

（H） 
12.64 0.60 0.39 0.84 18 27 13 买入 

隆盛科技 28.69 0.21 0,37 0.96 138 78 30 买入 

阿尔特 21.60 0.43 0.38 0.84 51 57 26 买入 

保隆科技 24.50 1.04 1.22 1.59 23 20 15 买入 

岱美股份 25.37 1.08 1.07 1.51 24 24 17 买入 

华域汽车 29.61 2.05 1.53 2.21 14 19 13 买入 

精锻科技 14.29 0.36 0.35 0.45 40 40 32 买入 

新坐标 28.52 1.26 1.45 1.98 23 20 14 买入 

爱柯迪 17.63 0.51 0.44 0.63 35 40 28 买入 

中鼎股份 10.54 0.49 0.39 0.62 21 27 17 买入 

天成自控 6.60 -1.45 0.15 0.38 -5 44 17 买入 

宁波高发 13.58 0.80 0.87 1.03 17 16 13 买入 

宁波华翔 17.16 1.57 1.44 1.79 11 12 10 买入 

松芝股份 5.46 0.28 0.31 0.42 19 18 13 买入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注：股价为 2021 年 2 月 19 日收盘价 注：耐世特和敏

实货币单位为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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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块涨跌幅分化明显，龙头受益行业红利更显著 

大市值公司走势明显强于板块整体 

20Q4 以来，汽车板块涨幅分化明显。2020Q4 至 2021 年春节之前，板块走势分化较

为明显。从板块维度来看，2020Q4 汽车板块整体涨幅中位数为+0.3%，其中乘用车涨幅

为+57.0%，商用车涨幅为+22.4%，汽车零部件为-1.0%；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汽车板块整体涨幅中位数为-12.1%，其中乘用车涨幅为-11.7%，商用车涨幅为

-15.8%，汽车零部件涨幅为-11.9%。历史时期整体来看，汽车板块涨幅中位数为-9.8%，

其中乘用车涨幅为+34.6%，商用车涨幅为-1.3%，零部件涨幅为-11.6%。可以看到，乘用

车板块上涨幅度最高，整车板块涨幅明显优于零部件板块。 

图 1：汽车各细分板块过去各时间段涨跌幅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从市值维度来看，20Q4 以来，市值 500 亿以上公司涨幅中位数为+41.6%，100-500

亿公司涨幅为+9.0%，100 亿以下公司涨幅为-13.4%。同样可以看到，高市值龙头企业涨

幅显著优于中小市值公司。 

图 2：按市值划分汽车板块上市公司过去各时间段涨跌幅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板块龙头充分享受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升级红利 

板块龙头显著受益于下游回暖和汽车电动智能升级，涨幅领跑行业。2020 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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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疫情影响趋缓，汽车销量逐渐恢复，行业景气有所回升；另一方面，在特斯拉的

示范效应下，全球主机厂和科技公司加快推进自动驾驶、智能座舱技术落地。板块龙头如

长城汽车、上汽集团均推出了搭载 L3 级别自动驾驶、智能座舱平台的新车型平台或品牌；

比亚迪新发车型“汉”月销过万；德赛西威、中科创达的战略合作伙伴英伟达、高通均在自

动驾驶领域推出新技术和产品，加速行业渗透。龙头公司在品牌、技术和产品上的先发优

势奠定了汽车电动智能升级浪潮中的领先地位，因此涨幅表现显著跑赢行业。 

图 3：自动化驾驶的技术（L1 至 L5）发展路径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研究部绘制 

▍ 零部件板块当前配置性价比高 

零部件子板块估值处于低位，配置性价比高 

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中位，看好未来高成长性。目前汽车行业零部件板块估值水平处于

历史中位区间（PE 为 27x）。我们认为，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趋势日趋明朗，以及疫

情下国内自主品牌的全球替代加速，汽车零部件行业未来 3-5 年成长性将显著增强，行业

发展空间有望持续扩张，估值具备向上潜力。 

图 4：汽车行业零部件板块估值水平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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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主线和估值维度梳理汽车零部件投资的“九宫格”。我们认为零部件子板块未

来三大增量值得关注，分别是“品牌增量”、“产品增量”和“份额增量”。品牌增量指的是以特

斯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定义了全新的汽车产品，有望为行业销量带来显著扩容，其供应

链将显著受益；产品增量指的是，在特斯拉等新势力的示范效应下，其他主机厂有望快速

跟进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汽车智能化配置，汽车电子领域供应商将显著受益；份额增量

是指，国内优质的零部件供应商核心竞争力并非局限于某一产品，而是某类平台型工艺，

这类企业未来有望加速全球渗透，并快速推动工艺同源产品的拓展。针对以上梳理的三条

投资主线，我们将具体标的根据当前估值情况划分为三类：1）估值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在中枢为上方 1 个标准差以上。这类公司主要是赛道好、龙头地位稳固和下游客户优质，

如特斯拉产业链的拓普集团和三花智控、汽车电子行业的德赛西威和华阳集团、工艺平台

型的福耀玻璃和敏实集团等。2）估值处于历史估值中枢位，在中枢至上方一个标准差以

内。这类公司可能是由于份额次于龙头，或处于经营周期的低谷，如均胜电子、科博达和

豪能股份等。3）估值处于历史估值中枢下方。这类公司可能是由于处于经营底部，市场

关注度有待提升，但是上行空间大，如旭升股份、保隆科技、贝斯特和新坐标等。 

图 5：汽车零部件投资的九宫格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研究部绘制  注：截至 2021 年 2 月 21 日 

节后优质小市值标的关注度提升 

大市值公司迎来调整期，中小盘回升。在开年前两个交易日（2021.02.18-2021.02.19），

汽车板块整体涨跌幅中位数为+5.25%，其中，从市值维度来看，市值 500 亿以上公司前

两日涨跌幅中位数为-2.40%；100-500 亿公司为+3.53%；100 亿以下公司为+5.52%，中

小市值公司变现显著回升。 

表 1：开年前两日（2021.02.18-2021.02.19）汽车按市值分类涨跌幅统计 

 
2021.02.18-2021.02.19 

市值 500 亿以上公司 -2.40% 

市值 100-500 亿公司 3.53% 

市值 100 亿以下公司 5.52% 

汽车板块整体 5.25%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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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覆盖标的涨跌幅与板块整体风格基本相同。同样从市值维度来看，大市值汽车公

司节后两个交易日普遍下跌，如宁德时代（-6.10%）、比亚迪（-3.60%）、长城汽车（-4.06%）、

福耀玻璃（-6.65%）、德赛西威（-8.44%）和星宇股份（-4.14%）；而中小市值公司则普

遍上涨，如豪能股份（+20.24%）、精锻科技（+8.59%）、爱柯迪（+9.50%）、贝斯特（+5.25%）、

隆盛科技（+7.49%）、文灿股份（+5.68%）和中鼎股份（+3.33%）。我们认为汽车板块风

格或将切换转换，未来持续关注低估值、高成长品种。 

图 6：汽车行业主要公司开年前两日（2021.02.18-2021.02.19）涨跌幅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 全球优势高筑护城河，优选高成长低估值品种 

电动智能军备竞赛加速，产业链迎来量、价齐升机会。2021开年以来，蔚来汽车、上

汽智己和长城汽车等头部自主品牌纷纷发布新车型和新的技术平台，车载高算力平台、包

含激光雷达在内的高性能感知套件和高配置座舱系统平台基本成为标配，且车身内外饰等

系统采用了更多新材料、新工艺推动轻量化性能、豪华体验提升。依据中国及全球车企未

来车型的规划，2021-2022年有数十款明确的智能汽车车型将投放至市场。我们认为，自

主品牌为了应对汽车智能化升级的挑战，料将加速智能化配置的“军备竞赛”；供应链有

望显著受益于整车厂对新产品、新工艺的大胆尝试，迎来价、量齐升的发展契机。 

表 2：2021-2022 年，不同车企智能汽车的投放计划 

地点 车企 车型 售价 计划交付时间 

中国车

企 

小鹏 P5 NA 预计 2021 年交付 

蔚来 ET7 44.8/50.6 万 预计 2022Q1 开始交付 

长城 WEY 
未公布（L3 级别） 2021 年 1 月发布，预计今年量产 

未公布（L4 级别） 2021 年 1 月发布，预计 2022 年量产 

北汽 ARCFOX HBT 未公布 预计 2022 年量产 

智己汽

车 

轿车 对标蔚来汽车，价格

未公布 

预计 2021 年底上市 

SUV 预计 2022 年上市 

海外车

企 
丰田 LQ 

售价未公布，预计

2021 亮相 

L4 级别自动驾驶车，拟服务于 2020 东京奥运

会，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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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 A8 82.3-120 万 2017 年底开始交付 

宝马 i-Next 未公布 预计 2021 年，达到 L3 级别自动驾驶能力 

沃尔沃 车型未公布 NA 预计 2022Q3 达到 L4 级别自动驾驶能力 

本田 Legend 暂未上市 预计 2021 年 3 月份推出 L3 自动驾驶车辆 

现代 摩比斯 未公布 预计 2023 年上市 

资料来源：各车企官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全球整车厂面临销量下滑和研发转型的双重压力。我们统计了全球 14 家主流整车厂

2015 年至今的销量和研发费用情况：一方面，14 家企业的合计销量增速显著放缓，2016

年至今同比增速为 3.1%/1.7%/-0.8%/-3.4%，表明全球汽车市场已经从稳步增长逐渐过渡

至存量竞争；另一方面，在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升级的背景下，14 家企业研发投入逐年提

升，为 710/750/820/880/920 亿美元。在下游增长趋缓和新技术投入的双重压力下，全球

整车厂亟需调整自身的采购战略，在全球范围寻求更具性价比的供应商伙伴。在这一背景

下，优质的中国零部件供应商有望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 

图 7：2015 至 2019 年全球 14 家主流汽车集团的销量和研发费用情况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公告，Bloomberg，中信证券研究部 

疫情冲击下海外零部件企业经营压力加剧，中国制造份额有望提升。我们认为在主机

厂重新拉动供应链的需求以及海外企业供给能力受疫情削弱的双重因素下，全球汽车零部

件份额有望加速向中国企业转移。预计 2021 年及以后，中国优质零部件企业还将加速成

长。其中部分产品，如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及传感器、轻量化底盘系统等，由于当前国内供

应商技术积累相对不深，份额不高，未来整车企业的电动、智能技术升级步伐将进一步加

快，需要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具性价比的供应链。优质自主零部件公司产品已经具备

全球竞争力，国际化步伐加速，将打开更大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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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全球汽车产业链国内供应商成长路径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各公司官网，Bloomberg，中信证券研究部 

优选具备全球竞争力，高成长低估值标的。随着疫情后下游回暖，以及主机厂快速推

进电动智能产品落地，我们认为供应链有望迎来量、价齐升的历史性机会。当前零部件子

板块公司估值普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且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优质公司受益于电动化、智能

化和全球化趋势的确定性高，未来成长性高。因此，我们认为当前配置零部件板块高成长、

低估值的公司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例如，敏实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外饰件供应商，新业务铝

合金电池盒在手订单全球第一，当前股价对应 2021 年 20 倍 PE；豪能股份变速箱配件业

务国内领先，通过大众、麦格纳开启全球渗透，且通过收购优质资产成都昊轶强布局军工

业务，当前股价对应 2021 年 15 倍 PE；明新旭腾为国内领先的汽车内饰面料供应商，真

皮产品已具备全球竞争力，加速外资替代，当前股价对应 2021 年 22 倍 PE；阿尔特为国

内领先的汽车设计公司，受益于国内互联网、科技公司纷纷下场造车，汽车设计需求井喷，

已开始走上全球舞台，与爱达克、麦格纳等全球汽车设计公司同台竞技，当前股价对应 2021

年 26 倍 PE。 

表 3：重点标的的业绩和估值表 

简称 
收盘价

（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PE 
评级 

2019 2020E 2021E 2022E 2019 2020E 2021E 2022E 

宁波华翔 17.16 9.8 9.0 11.2 13.5 11 12 10 8 买入 

万里扬 7.72 4.0 7.1 9.0 10.8 26 15 11 10 买入 

耐世特(H) 12.64 16.2 9.2 20.7 26.5 18 27 13 10 买入 

继峰股份 8.22 3.0 -2.6 6.7 8.2 28 -33 13 10 买入 

松芝股份 5.46 1.8 2.0 2.6 3.3 19 18 13 10 买入 

宁波高发 13.58 1.8 1.9 2.3 2.8 17 16 13 11 买入 

华域汽车 29.61 64.6 48.2 69.8 80.5 14 19 13 12 买入 

新坐标 28.52 1.3 1.5 2.1 2.7 23 20 14 11 买入 

贝斯特 18.24 1.7 1.8 2.4 3.2 22 20 15 11 买入 

豪能股份 21.09 1.2 1.9 3.0 4.0 37 24 15 11 买入 

保隆科技 24.50 1.7 2.0 2.6 3.5 23 20 15 12 买入 

文灿股份 24.73 0.7 1.0 4.0 5.4 90 65 16 12 买入 

岱美股份 25.37 6.3 6.2 8.7 10.6 24 24 17 14 买入 

中鼎股份 10.54 6.0 4.8 7.6 9.9 21 27 17 13 买入 

天成自控 6.60 -5.4 0.6 1.4 2.6 -5 44 17 10 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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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实集团(H) 37.90 16.9 11.9 18.2 24.2 22 31 20 18 买入 

银轮股份 11.76 3.2 3.7 4.6 5.7 29 25 20 16 买入 

明新旭腾 36.57 1.8 2.2 2.7 3.5 34 27 22 17 买入 

阿尔特 21.60 1.3 1.2 2.6 4.3 51 57 26 15 买入 

爱柯迪 17.63 4.4 3.8 5.4 7.1 35 40 28 21 买入 

隆盛科技 28.69 0.3 0.5 1.4 2.7 72 78 30 16 买入 

精锻科技 14.29 1.7 1.7 2.2 2.7 40 40 32 25 买入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注：收盘价为 2021 年 2 月 19 日的收盘价，列表公司按 2021 年 PE 从低到高排列，港股耐世特和

敏实集团的收盘价为港元 

▍ 风险因素 

1. 汽车销量下行； 

2. 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研发不及预期； 

3. 电动智能产品市场接受度不及预期。 

▍ 投资建议 

2020 年四季度以来板块公司股价走势分化显著，零部件板块配置性价比高。2020 年

四季度以来乘用车板块、大市值公司显著跑赢行业，主要系疫情之后销量快速恢复、汽车

智能化技术快速推进、头部主机厂新车型/新平台/新技术投放提振未来预期。2020 年四季

度至春节前，汽车板块公司区间涨跌幅中位数为-9.8%；从子板块维度看，乘用车、商用

车、零部件公司区间涨跌幅中位数分别为 34.6%/-1.3%/-11.6%，乘用车板块显著跑赢行业。

从市值维度看，市值大于 500 亿/100~500 亿/100 亿以下公司区间涨跌幅中位数分别为

41.6%/9.0%/-13.4%，走势分化同样明显。我们复盘了零部件子板块公司 2004 年至今的

历史估值水平，当前零部件整体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位 27x PE（ttm）；我们认为当前零部件

整体估值处于低位，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春节后 2 月 18、19 日两个交易日，市值大

于 500 亿/100~500 亿/100 亿以下公司区间涨跌幅中位数分别为-2.4%/3.5%/5.5%，小市

值尤其是优质零部件公司市场关注度显著提升。 

汽车电动智能配置“军备竞赛”加速，优质供应商具备业绩估值“双击”潜力。2021

开年以来，蔚来汽车、上汽智己和长城汽车等头部自主品牌纷纷发布新车型和新的技术平

台，车载高算力平台、包含激光雷达在内的高性能感知套件和高配置座舱系统平台基本成

为标配，且车身内外饰等系统采用了更多新材料、新工艺推动轻量化性能、豪华体验提升。

我们认为优质零部件供应商具备业绩、估值“双击”的潜力，主要原因是：1）电动化、

智能化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供应链料将迎来量、价齐升的历史机遇；2）优质自

主零部件公司产品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国际化步伐加速，将打开更大的成长空间。 

当前我们认为板块小市值公司，尤其是零部件板块优秀公司价值普遍被低估，估值处

于低位，配置性价比高，重点推荐产品具有全球竞争力，高成长低估值的优质标的，如敏

实集团（H）、豪能股份、继峰股份、明新旭腾、银轮股份、贝斯特、阿尔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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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汽车零部件板块重点跟踪公司盈利预测 

简称 收盘价

（元） 

EPS（元） PE 评级 

2019 2020E 2021E 2019 2020E 2021E 

敏实集团

（H） 
37.90 1.46 1.03 1.57 22 31 20 买入 

豪能股份 21.09 0.56 0.89 1.39 37 24 15 买入 

继峰股份 8.22 0.35 -0.25 0.65 28 -33 13 买入 

明新旭腾 36.57 1.08 1.34 1.64 34 27 22 买入 

银轮股份 11.76 0.40 0.47 0.58 29 25 20 买入 

贝斯特 18.24 0.84 0.90 1.22 22 20 15 买入 

文灿股份 24.73 0.27 0.38 1.56 90 65 16 买入 

耐世特（H） 12.64 0.60 0.39 0.84 18 27 13 买入 

隆盛科技 28.69 0.21 0,37 0.96 138 78 30 买入 

阿尔特 21.60 0.43 0.38 0.84 51 57 26 买入 

保隆科技 24.50 1.04 1.22 11.59 23 20 15 买入 

岱美股份 25.37 1.08 1.07 1.51 24 24 17 买入 

华域汽车 29.61 2.05 1.53 2.21 14 19 13 买入 

精锻科技 14.29 0.36 0.35 0.45 40 40 32 买入 

新坐标 28.52 1.26 1.45 1.98 23 20 14 买入 

爱柯迪 17.63 0.51 0.44 0.63 35 40 28 买入 

中鼎股份 10.54 0.49 0.39 0.62 21 27 17 买入 

天成自控 6.60 -1.45 0.15 0.38 -5 44 17 买入 

宁波高发 13.58 0.80 0.87 1.03 17 16 13 买入 

宁波华翔 17.16 1.57 1.44 1.79 11 12 10 买入 

松芝股份 5.46 0.28 0.31 0.42 19 18 13 买入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备注：股价为 2021 年 2 月 19 日收盘价 

 

 

 

 

 

 

 

 

 

 

▍ 相关研究 

 

汽车行业智能驾驶初创公司专题报告—文远知行：获得网约车运营许可，Robotaxi 商业化

领先 (2021-02-19) 

汽车行业月度销量点评—1 月销量符合预期，短期波动对中长期影响较小 (2021-02-10) 

智能汽车专题—汽车智能化配置“军备竞赛”开启 (2021-02-03) 

汽车行业 2021 年 1 月重卡销量点评—1 月销量同比+62%，重卡行业高景气延续

 (202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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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激光雷达专题报告—车企装备竞赛升级，激光雷达需求开启 (2021-01-22) 

汽车行业月度销量点评—12 月销量符合预期，2021 预计双位数增长 (2021-01-14) 

汽车行业蔚来汽车专题—另一个角度看蔚来 ET7，开启硬件配置“军备竞赛”

 (2021-01-11) 

汽车行业 2020 年 12 月重卡销量点评—销量再创新高，全年销量超 160 万 (2021-01-06) 

汽车行业特斯拉供应链专题报告—另一个角度看特斯拉，核心卖点是智能 (2021-01-05) 

轻卡行业专题报告—规范提升+格局优化：投资轻卡时点来临 (2021-01-05) 

汽车行业特斯拉供应链专题报告—Model Y 价格下调，催化板块投资机会 (2021-01-04) 

两轮车行业跟踪报告—电动两轮车加速集中，国内电踏车方兴未艾 (2020-12-15) 

汽车行业月度销量点评—11 月乘用车销量超预期，行业持续高景气 (2020-12-14) 

汽车行业 2020 年 11 月重卡销量点评—11 月重卡销量同比+26%，累计已超 150 万辆

 (2020-12-04) 

汽车行业海外补库存专题—海外补库存，供应链受益 (2020-11-26) 

小牛电动（NIU.O）2020 年三季报点评—ASP 因销售结构下滑，不改长期价值

 (2020-11-24) 

汽车及零部件行业 2021 年投资展望—行业总量搭台，智能电动唱戏 (2020-11-23) 

汽车行业重大事项点评—政策刺激超预期，景气回升再提速 (2020-11-19) 

制造产业 2021 年投资策略—从制造到智造，从中国到全球 (2020-11-16) 

汽车行业月度销量点评—10 月汽车销量继续双位数增长，景气持续 (2020-11-12) 

汽车行业大众汽车产业链专题报告--大众产业链万亿市场，“中国制造”二次渗透

 (2020-11-05) 

汽车行业 2020 年 10 月重卡销量点评—10 月重卡销量同比+41%，高景气或将持续

 (2020-11-04) 

汽车行业 2020 年 9 月销量点评—9 月汽车销量好于预期，各板块全面正增长

 (2020-10-14) 

2020 北京国际车展调研纪要—自主品牌引领“个性化”浪潮，科技转型加速

 (2020-09-30) 

汽车行业景气度点评—行业景气明确回升，细分领域相继绽放 (2020-09-17) 

汽车行业汽车座椅专题—千亿行业空间，自主渗透加速 (2020-09-17) 

汽车行业 2020 年 8 月销量点评—8 月乘用车销量保持增长，体现汽车消费韧性

 (2020-09-11)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行业投资策略—全球电动化浪潮，优质供应链受益 (2020-09-10) 

汽车行业专题—后疫情时代汽车消费观察及投资机会展望 (2020-09-10) 

汽车行业 2020 年 8 月重卡销量点评—8 月重卡销量同比+75%，高景气有望持续

 (20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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