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体化压铸已成趋势
一体化压铸行业专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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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 政策加速一体化压铸、细分行业处于成长期，我们推荐一体化压铸产业链。

政策加速一体化压铸：

➢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背景下，轻量化是汽车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对新能源汽车来说，轻量化可以提高续航里程，根据中国产

业信息网统计，纯电动汽车每减重100kg，续航里程可提高6%-11%。对传统汽车来说，轻量化可以降低油耗，根据“布勒中国”数

据，汽车整备质量每减少100kg，百公里油耗可降低0.3-0.6L。总体来说，在政策的推动下，轻量化是汽车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一体化

压铸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轻量化的实现。我们预计2025年全球一体化压铸车型销量将提升至1203万辆，2030年提升至3137万辆，年

复合增速为58.49%。预计2025年国内一体化压铸车型销量为402万辆，2030年提升至1051万辆，年复合增速为55.25%。

细分行业处于成长期：

➢ 免热处理铝合金、大型压铸机和压铸厂都处于成长期。在前两个细分行业里，竞争格局稳定，技术壁垒较高。立中集团和力劲科技分

别作为国内免热处理铝合金和大型压铸机的龙头，都具有一定优势。在压铸厂的细分行业里，目前竞争格局分散，大型压铸企业总占

比仅为10%左右，其中广东鸿图所覆盖的产品类别最全，并且市占率最高，为4.20%，未来有望受益于竞争格局的集中。我们建议重

点关注立中集团、力劲科技、伊之密、广东鸿图、爱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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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轻量化发展，一体化压铸前景广阔优势

一体化压铸简介：

➢ 概述：将原本设计中需要组装的多个独立零件经重新设计，并使用超大型压铸机一次压铸成型，直接获得完整的零部件，实现原

有功能。在汽车的传统制造工艺里主要包括冲压、焊装、涂装、总装等4个环节。特斯拉的ModelY后车体原本由70个零件冲压、

焊接而成，通过一体化压铸将其变为一个零件，省去了散件的制备及焊接工作，可实现对传统汽车制造中“冲焊”工艺的替代。

➢ 背景：汽车一体化压铸技术最开始由特斯拉于2019年提出，在2020年用于Model Y的后地板生产上。伴随着电动化的发展和汽

车的轻量化，一体化压铸技术逐渐受到更多的传统车企新能源部门和造车新势力的青睐。2022年，一体化压铸技术的应用和研

发具有突破性的进展，特斯拉、蔚来、小鹏等公司均已成功应用，小康、沃尔沃、大众、奔驰、福特、一汽等公司均已进入研发

阶段。

➢ 优势：一体化压铸技术是对传统汽车制造工艺的革新，可以让车身轻量化，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缩短供应链，整车的制造时间

和运输时间缩短，减少人工和机器人，提升制造规模。

➢ 劣势：一体化压铸技术最广为诟病的问题是维修成本高。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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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轻量化发展，一体化压铸前景广阔优势

发展空间：

➢ 在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背景下，汽车行业迎来严格的油耗及排放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指导，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组织编制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对乘用车和传统能源乘用车的油耗均提出了相应目标，其

中要求乘用车新车和传统能源乘用车新车的油耗到2025/2030/2035年分别达到4.6、3.2、1.7L/100km和5.8、4.8、

4L/100km。

➢ 传统能源乘用车：汽车重量作为影响汽车油耗的一项关键性因素，根据“布勒中国”数据，汽车整备质量每减少100kg，百公里

油耗可降低0.3-0.6L。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按油耗可降低最大值0.6L/100km计算，汽车重量到2025/2030/2035年

需要分别达到1425kg、1258kg、1125kg才能满足上述油耗要求。根据数据显示，如果是1500kg的乘用车，全部使用铝合金

材料相比于钢材可大致减轻重量30%，为1057kg，小于标准要求的1125kg。因此，对传统能源乘用车来说，仅通过使用铝合

金来达到降低油耗的标准完全可以实现。总体来说，严格的油耗及排放标准将催生巨大的轻量化应用市场。

数据来源：《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

2020 2025 2030 2035

传统能源乘用车新车 6.31L/100km 5.8L/100km 4.8L/100km 4L/100km

车重 1510kg 1425kg 1258kg 1125kg

新能源汽车 占总销量13% 占总销量20% 占总销量30% 占总销量50%

乘用车新车(含新能源） 5.61L/100km 4.6L/100km 3.2L/100km 1.7L/100km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汽车油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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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轻量化发展，一体化压铸前景广阔优势

发展空间：

➢ 国务院正式印发的《“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将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

量的20%左右。

➢ 新能源汽车：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持续提升，续航里程是新能源汽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除提升电池能力外，轻量化是

解决该问题的另一手段。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统计，纯电动汽车每减重100kg，续航里程可提高6%-11%。根据数据显示，如果

是1500kg的乘用车，全部使用铝合金材料相比于钢材可大致减轻重量30%，为1057kg，新能源汽车相对应的平均续航里程将

从400km提升到554km，增速为38.5%。因此，对于新能源汽车，汽车轻量化将成为趋势。

➢ 总体来说，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的轻量化均已成趋势，其中一体化压铸技术凭借低成本实现轻量化的优势，吸引众多国内外车

企的跟进。未来一体化压铸技术应用部件将由后地板逐步延伸至前车身下部、中地板、车门框架、副车架、下车体总成、A柱及

B柱、座椅骨架及整个白车身，渗透率持续提升，产业链发展空间广阔。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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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轻量化发展，一体化压铸前景广阔优势

假设:

➢ 根据EVTank与天津大学中国汽车战略发展研究中心预测，预计2022年-2030年全球及国内汽车销量平均年增速分别为3%和2.8%。

➢ 根据EVTank与中汽数据预测，预计2022年-2030年全球及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稳步提升至45%及60%。

➢ 参考目前真空压铸结构件的渗透率是20-30%，预计2022年-2030年一体化压铸技术在全球及国内新能源车上的渗透率均稳步提升

至35%，一体化压铸技术在全球及国内传统燃油车上的渗透率均稳步提升至25%。

测算：

➢ 根据以上假设，我们预计2025年全球一体化压铸车型销量将提升至1203万辆，2030年提升至3137万辆，年复合增速为58.49%。

预计2025年国内一体化压铸车型销量为402万辆，2030年提升至1051万辆，年复合增速为55.25%。

数据来源：EVTank、中汽数据、天津大学中国汽车战略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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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营业收入修复，成本控制良好

数据来源：EVTank

市场规模测算：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全球汽车销量（万辆） 8150 8395 8646 8906 9173 9448 9732 10023 10324 10634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10.00% 13.89% 17.78% 21.67% 25.56% 29.44% 33.33% 37.22% 41.11% 45.00%

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815 1166 1537 1930 2344 2782 3244 3731 4244 4785

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 43.06% 31.84% 25.53% 21.49% 18.67% 16.60% 15.02% 13.76% 12.74%

一体化压铸渗透率-新能源（%） 6.10% 9.31% 12.52% 15.73% 18.94% 22.16% 25.37% 28.58% 31.79% 35.00%

一体化压铸新能源车销量（万辆） 50 109 192 304 444 616 823 1066 1349 1675

一体化压铸新能源车销量增速（%） 118.36% 77.31% 57.72% 46.28% 38.79% 33.50% 29.58% 26.54% 24.13%

传统燃油车销量（万辆） 7335 7229 7109 6976 6829 6666 6488 6293 6080 5849

一体化压铸渗透率-传统（%） 0.00% 2.78% 5.56% 8.33% 11.11% 13.89% 16.67% 19.44% 22.22% 25.00%

一体化压铸传统车销量（万辆） 0 201 395 581 759 926 1081 1224 1351 1462

一体化压铸传统车销量增速（%） 20079.44% 96.70% 47.19% 30.52% 22.02% 16.79% 13.16% 10.42% 8.22%

一体化压铸车型销量总计（万辆） 50 309 587 885 1203 1542 1904 2290 2700 3137

一体化压铸车型销量增速（%） 522.25% 89.89% 50.64% 35.92% 28.21% 23.47% 20.25% 17.93% 16.17%

全球一体化压铸车型销量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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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营业收入修复，成本控制良好

数据来源：中汽数据

市场规模测算：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国内汽车销量（万辆） 2627 2750 2840 2910 3000 3078 3156 3235 3313 339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13.40% 17.55% 21.70% 25.85% 30.00% 36.00% 42.00% 48.00% 54.00% 60.00%

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352 483 616 752 900 1108 1326 1553 1789 2035

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 37.10% 27.69% 22.06% 19.64% 23.13% 19.63% 17.12% 15.22% 13.73%

一体化压铸渗透率-新能源（%） 5.70% 8.96% 12.21% 15.47% 18.72% 21.98% 25.23% 28.49% 31.74% 35.00%

一体化压铸新能源车销量（万辆） 20 43 75 116 169 244 335 442 568 712

一体化压铸新能源车销量增速（%） 115.41% 74.11% 54.60% 44.83% 44.54% 37.35% 32.23% 28.39% 25.40%

传统燃油车销量（万辆） 2275 2267 2224 2158 2100 1970 1831 1682 1524 1356

一体化压铸渗透率-传统（%） 0.00% 2.78% 5.56% 8.33% 11.11% 13.89% 16.67% 19.44% 22.22% 25.00%

一体化压铸传统车销量（万辆） 0 63 124 180 233 274 305 327 339 339

一体化压铸传统车销量增速（%） 6298.26% 96.15% 45.55% 29.76% 17.26% 11.51% 7.19% 3.54% 0.14%

一体化压铸车型销量总计（万辆） 20 106 199 296 402 517 640 769 907 1051

一体化压铸车型销量增速（%） 429.30% 87.18% 48.98% 35.68% 28.70% 23.68% 20.28% 17.83% 15.96%

国内一体化压铸车型销量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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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变革趋势已现，细分行业处于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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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变革趋势已现，细分行业处于成长期

➢ 一体化压铸技术对材料、设备、模具和压铸工艺方面有

严格的要求。材料方面，一体化压铸依赖于免热处理铝

合金材料。设备方面，一体化压铸对压铸机的锁模力有

较高要求。模具方面，一体化压铸所需模具结构复杂。

压铸工艺方面，一体化压铸需要保证产品的良品率。

➢ 根据2022年一季报数据，免热处理铝合金、大型压铸机、

第三方压铸厂的平均净利率分别为2.4%/12.06%/7.13%，

目前来看，大型压铸机为利润最高的细分行业。

➢ 根据2021年年报数据，免热处理铝合金、大型压铸机、

第三方压铸厂的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的平均值分别为

17.98%/14.57%/24.51%；应付账款/营业成本的平均

值分别为6.30%/16.53%/17.31%。因此，大型压铸机

为议价能力最强的细分行业。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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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变革趋势已现，细分行业处于成长期

上游：

免热处理铝合金：

➢ 竞争格局：与中游的压铸行业相比，市场集中度较高。主要供应份额由国外厂商美国铝业和德国莱茵菲尔德占据，国内厂商正积

极布局，主要参与者包括立中集团（市占率约10%）、华人运通与上海交大、广东鸿图等。

➢ 技术壁垒：立中集团是国内唯一一家取得免热处理铝合金专利证书的企业，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产品垄断和技术封锁。

大型压铸机：

➢ 竞争格局：一体化压铸技术要求压铸机的锁模力至少大于6000吨，国内具备6000吨以上的大型压铸机设计、生产能力的企业有力

劲科技、伊之密和海天金属。2021年国内压铸机市场份额中，力劲科技和伊之密的市占率分别为50%和14%，位居第一位和第二

位。

➢ 技术壁垒：有一定进入壁垒，现有竞争格局不易改变。

压铸模具：

➢ 行业竞争较为分散，目前国内没有以压铸模具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相关公司有广州型腔、宁波臻至、宁波赛维达等。

产业链：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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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变革趋势已现，细分行业处于成长期

中游：

压铸厂

➢ 竞争格局：行业格局较为分散，主要系高压铸铝零部件品类繁多，供应链层级较多，且有较强的本地配套需求。目前国内压铸行

业的集中度较低，大型压铸企业总占比仅为10%左右，并且供应零部件的类别不同。其中广东鸿图和爱柯迪所覆盖的产品较全。

➢ 技术壁垒：行业有一定的技术壁垒，投入资金门槛较高。厂房、车间、设备一条线要2-3亿，固定资产占比较大，例如，文灿股份、

广东鸿图、拓普集团的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34.13%、32.42%、31.30%。再叠加经验积累和订单把握上的壁垒，未来竞

争格局有望集中。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华商情报网

产业链：

2019年全国铝压铸行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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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

➢ 三个细分行业免热处理铝合金、大型压铸机和压铸厂都处于成长期，具有市场增长率上升，竞争者数量稳定提高，企业进入壁垒提高的

特点。

产业周期 初创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市场增长率 市场竞争率较高 市场增长率很高 市场增长率不高 市场增长率严重下降

技术 技术变动较大 技术渐稳定性 技术上已经成熟 技术被模仿后出现替代产品

竞争壁垒 企业进入壁垒较低 企业进入壁垒提高 企业进入壁垒很高 行业生产能力会出现过剩

竞争对手数量 竞争数量很少 竞争者数量提高 竞争者数量稳定 竞争者数量减少

竞争策略 跟踪对手、参与或观望
增加投入、增加市场占有率、组织
新进入者

提高效率、成本控制、进入和控制
市场细分、兼并扩张、研发新品

及时退出

产业链变革趋势已现，细分行业处于成长期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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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

产业链变革趋势已现，细分行业处于成长期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占率（%）销售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净资产收益
率ROE(%)

每股收益EPS 市盈率PE

免热处理铝
合金

AA.N
美国铝业
(ALCOA) - 16.79% 24.68% 10.75% 2.30 18.17

300428.SZ 立中集团 10.00% 2.43% 8.85% 9.74% 0.750 45.66

大型压铸机
0558.HK 力劲科技 50.00% 11.45% 29.21% 20.29% 0.46 27.545

300415.SZ 伊之密 14.00% 12.69% 33.94% 27.56% 1.18 15.17

压铸厂
002101.SZ 广东鸿图 4.20% 4.97% 18.92% 6.43% 0.57 48.90

600933.SH 爱柯迪 3.00% 9.99% 25.81% 6.94% 0.36 45.91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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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风险。价格波动带来业绩预测额不确定性。盈利预测基于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等，存在不客观和不确定的可能。

一般声明及披露：

本报告由北京进化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基金业协会批准的私募投资业务资格，以下简称“本公司”)制作。本报告所载资料是仅供接收人的严格保密资料。本报告仅供本公司及其客户和其关联机构使用。本公司

不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的信息编制，但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反映报告发布当日的观点和判断。

同时，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以往表现并不能指引未来，未来回报并不能得到保证，并存在损失本金的可能。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

客观、公正，但本报告所载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购买或出售所述证券的要约或招揽。该等观点、建议并未考虑到个别投资者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客户私人投资建

议。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特定状况，并完整理解和使用本报告内容，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作者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

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除非另行说明，本报告中所引用的关于业绩的数据代表过往表现，过往的业绩表现不应作为日后回报的预示。本公司不承诺也不保证任何预示的回报会得以实现，分析

中所做的预测可能是基于相应的假设，任何假设的变化可能会显著影响所预测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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