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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前沿科技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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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5为向高级别自动驾驶跨越的关键5年 

2010 2015 2020 2030 时间轴 2025 

安全性功能 

网联化功能 

自动化功能 

自动化程度 

盲点监控 

车道偏离警示 
车道偏离警示

(KLA) 

智能速度适应 

碰撞避免 

交叉路口驾驶 

紧急驾驶辅助 

自适应巡航控制(ACC) 

辅助停车(仅转向辅助) 

堵车辅助 

云端导航 

车间通信 

停车辅助 

高速路自动驾驶 

规划范围 

自动驾驶 

全行程
自动驾
驶 

L0 应急辅助 

部分驾驶辅助 

L1 

组合驾驶辅助 

L2 

有条件自动驾驶 
L3 

高度自动驾驶 L4 

完全自动驾驶 

L5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KPMG UK Mobility 2030, 中金公司研究部 

 智能网联汽车路线图2.0，界定我国在2020年前后处于智能化与网联化发展的中场阶段。智能化进程中，已经
能够实现安全辅助、辅助驾驶（DA）、部分自动驾驶（PA）及有条件自动驾驶（CA）；网联化进程中，已
经能够实现网联辅助信息交互和网联协同感知。 

 我们认为2020至2025年将会是我国向高级自动驾驶跨越的关键5年。根据路线图2.0预期，到2025年前后，我
国有望实现高速公路及代客泊车的高度自动驾驶；到2030年前后，有望实现城郊及城市道路的高度自动驾驶；
直至2035年之后实现完全自动驾驶，同时实现网联协同决策与控制，智能化与网联化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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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正在成为中国车企的市场新战略 

 

 

 

中国方案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体系
更加完善，与智能交通、智能城
市产业生态深度融合，打造共享
和谐、绿色环保、互联高效、智
能安全的智能社会，支撑我国实
现汽车强国、步入汽车社会，各
类网联式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广泛
运行于中国广大地区。 

 

 中国方案智能网联汽车成为国
际汽车发展体系重要组成部
分。 

 PA、CA级智能网联汽车销量

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比例超过
70%，HA级汽车占比达
20%，C-V2X终端新车装配基
本普及。 

 具备车云路一体化协同决策与
控制功能的车辆进入市场，
HA级智能网联汽车在高速公
路广泛应用，在部分城市道路
规模化应用。 

 

 

 确立中国方案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战
略，形成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 

 PA、CA级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当
年汽车总销量的比例超过50%，HA

级智能网联汽车开始进入市场，C-

V2X终端新车装配率达50%。 

 网联协同感知技术在高速公路、城
市道路节点和封闭区域成熟应用，
具备网联协同决策功能的车辆进入
市场，HA级智能网联汽车实现限定
区域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资料来源：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中金公司研究部 

 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后称“路线图2.0”），到2025年，我国部分自动驾驶（DA）和
有条件自动驾驶（CA）比例将超过50%，同时高度自动驾驶（HA）汽车将开始进入市场，C-V2X终端装配
率将达到50%；到2025年，我国L4级别车辆将实现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的商业化应用，标志着正式切入高
级别自动驾驶领域；2030年，路线图2.0对智能网联化渗透率要求继续提升；到2035年预计将全面达到高
级自动驾驶车辆在我国各地区广泛运行的程度。 

 我们认为，以路线图要求为指导方向，智能网联正在成为中国车企市场新战略布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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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感知、决策、执行，同步进化 

自
动
驾
驶
汽
车 

车
载
感
知 

摄像头 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 超声波雷达 

车
身
控
制 制动 照明 转向 驱动 

域控制器 

智
能
驾
驶
系
统 

自动驾驶计算平台 

自动驾驶芯片 

算法 

其他驾驶员辅助系统 

（低级别ADAS/AEB/LKS/TJA/ICA/TSR） 

其他功能车载芯片 

路
侧
设
备 

路侧设备 

运营商 

路侧RSU设备 
路侧边缘计算

设备 

感
知
层 

决
策
层 

执
行
层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2.0，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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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产业链一览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CIS 

索尼 (SNE US) 
三星(5930 KS) 
韦尔股份(603501 CH) 

光源 

Osram(OSR GR) 

微控马达 

Nidec(6594 JP) 

MMIC 

Infineon(IFX GR) 
STM(STM US) 
NXP(NXPI US) 

高频PCB 

Schweizer(SCE GR) 
Rogers(ROG US) 
沪电股份(002463 CH) 

摄像头 

Bosch (未上市)  
Panasonic(6752 JP) 
Continental(CON GR) 
Valeo (VLEEY US) 
Aptiv (APTIV US) 

激光雷达 

Velodyne (VLDR. US) 
Luminar (LAZR.US) 
Ibeo(未上市) 
镭神科技 (未上市) 

毫米波雷达 

Bosch(未上市) 
Continental(CON GR) 
Hella(HLE GR) 
隼眼科技 (未上市) 

超声波雷达 

Bosch (未上市) 
Valeo (VLEEY US) 
同致电子(3552 TT) 
航盛电子 (未上市) 

制动系统 

Bosch (未上市)  
Continental(CON GR) 
京西重工 (2339 HK) 
Mando (204320 KS) 

伯特利(603596 CH) 
武汉元丰 (未上市) 
万向集团 (未上市) 
TRW (退市) 

照明系统 

Hella(HLE GR) 
星宇股份 (601799 CH) 
华域汽车 (600741 CH) 

小糸制作所 (KOTMY US) 
Stanley Electric (6923 JP) 
Valeo (FR FR) 

转向系统 

华域汽车(600741 CH) 
采埃孚 (未上市) 
耐世特 (1316 HK) 
Bosch (未上市) 
Hitachi Auto (6501 JP) 

Nidec Elesys (未上市) 
Mando (204320 KS) 
JTEKT (6473 JP) 
Aisin Seiki (7259 JP) 
NSK (6471 JP) 

光学组件 

感知
系统 

自动驾驶汽车 

舜宇光学(2382 HK) 

智能驾驶
系统 

算法/Robotaxi 

Cruise (未上市) 
Waymo  (未上市) 
Uber (UBER US) 
Lyft (LYFT US) 
滴滴 (未上市) 
百度 (BIDU US) 
驭势科技 (未上市) 

图森未来 (未上市) 
智加科技 (未上市) 
主线科技 (未上市) 
商汤科技 (未上市) 
Pony.ai (未上市) 
WeRide.ai (未上市) 
AutoX (未上市) 

其他功能车载芯片 

华为 (未上市) 
高通 (QCOM US) 
大唐移动 (未上市) 
Autotalks (未上市) 
MediaTek (2454 TT) 
Analog Devices (ADI US) 
Infineon(IFX GR) 
Skyworks(SWKS  US) 
Renesas (6723 JP) 

三星 (5930 KS) 
紫光展锐 (未上市) 
NVIDIA (NVDA US) 
Intel (INTC US) 
AMD (AMD US) 
Qorvo (QRVO US) 
NXP (NXPI US) 
Rohm (6963 JP) 
意法半导体 (STM 
US) 

同致电子 (3552 TW) 
一谷电子 (未上市) 
均胜电子 (600699 
CH) 
航盛电子 (未上市) 
经纬恒润 (未上市) 

Veoneer (VNE.US) 
华域汽车 (600741 CH) 
德赛西威(002920 CH) 
苏州毫米波 (未上市) 

禾赛科技(拟上市) 
Innovusion (未上市) 
北科天绘(未上市) 
北醒光子 (未上市) 

域控制器 

Visteon (VC US) 
Bosch (未上市)  
Continental(CON GR) 
zFAS (未上市) 
德赛西威 (002920 CH) 

驭势科技 (未上市) 
经纬恒润 (未上市) 
东软集团 (600718 CH) 
 布谷鸟 (未上市) 
海高汽车 (未上市) 

自动驾驶芯片 

自动驾驶计算平台 

NVIDIA (NVDA US) 
Mobileye/Intel (INTC US) 
Tesla (TSLA US) 

高通 (QCOM US) 
地平线 (未上市) 
华为 (未上市) 

NVIDIA (NVDA US) 
Mobileye/Intel (INTC  US) 
Tesla (TSLA US) 
深鉴科技 (未上市) 

高通 (QCOM US) 
地平线 (未上市) 
华为 (未上市) 
寒武纪-U (688256 CH) 

车身
控制
系统 

其他驾驶员辅助系统 
（低级别ADAS/AEB/LKS/TJA/ICA/TSR） 

Aptiv (APTIV US) 
Bosch (未上市)  
Nidec Elesys (未上市) 
采埃孚 (未上市) 
Continental(CON GR) 
Hitachi Auto (6501 JP) 
Autoliv (ALV US) 

ADVICS (未上市) 
NVIDIA (NVDA US) 
Renesas (6723 JP) 
德赛西威 (002920 CH) 
均胜电子 (600699 CH) 
东软集团 (600718 CH) 
经纬恒润 (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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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元年启动，未来十年全球百倍扩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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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球纯电动车型，以特斯拉为代表均使用视觉传感器，即摄像头为主，同时使用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

等较低成本传感器进行辅助探测。 

 中国的高级电动智能车型，则硬件配置明显高于特斯拉，并且这一“硬件先行”趋势仍在强化。 

品牌 车型 摄像头 毫米波雷达 激光雷达 超声波雷达 其它 

蔚来 

ES8 

三目摄像头*1 
环视摄像头*4 

驾驶状态检测摄像头*1 

*5 - *12 Mobileye EyeQ4芯片 

ES6 

三目摄像头*1 
环视摄像头*4 

驾驶状态检测摄像头*1 

前毫米波雷达*1 
角毫米波雷达*4 

- *12   

EC6 
130万像素三目摄像头*1 

环视摄像头*4 
前毫米波雷达*1 
角毫米波雷达*4 

- *12   

ET7 800万像素摄像头*11 *5 *1 *12 
高精度定位单元*2 
车路协同感知*1 
增强主驾感知*1 

小鹏 P7 
高感知摄像头 *10  
环视摄像头 *4  

*5 - *12 Xavier 视觉识别芯片 

理想 ONE 
环视摄像头*4 

辅助驾驶前视摄像头*1 
*1 - *12 

Mobile EyeQ4 视觉识别
芯片 

特斯拉 

MODEL S 

120万像素摄像头*8 *1 - *12   
MODEL X 

MODEL 3 

MODEL Y 

长安汽车 UNI-T *13 *6 - *12   

上汽集团 
MARVEL R 

前视摄像头*2 
周视摄像头*4 
环视摄像头*4 
实景摄像头*1 

*5 - *12   

智己汽车 高清视觉摄像头*15 *5 - *12   

比亚迪 汉 
环视摄像头*4 

智能驾驶高感知摄像头*1 
*1~3 - *8~12   

北汽集团 极狐阿尔法T 
全景摄像头*4 
前向摄像头*1 

驾驶员人脸识别摄像头*1 
*5 - *12   

纯
电
动
车
传
感
器
解
决
方
案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汽车之家，中金公司研究部 

目前传感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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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麦姆斯咨询

预测，随着自动

驾驶级别提高，

所需传感器数量

将逐步增多，L3

级别及以上需要

超过20个传感器

，且需摄像头、

毫米波雷达、激

光雷达均需配合

使用，以满足对

信息收集准确性

和精度的要求，

L3、L4、L5级别

分别需要使用1

、2-3、4-6个激

光雷达。 

自动驾驶对传感器的需求 

资料来源：麦姆斯咨询，中金公司研究部 

功能目标L3，硬件配置先行L4-L5 

L5级 
L4级 

L3级 

L2级 

L1级 

L5级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8 

 LRR毫米波雷达*1 

 SRR毫米波雷达*4 

 前视摄像头*3 

 环视摄像头*4 

 驾驶员监控摄像头*1 

 基于事实摄像头*1 

 微测辐射热计*1 

 激光雷达*4~6 

 航位推算系统*1 

总计28个传感器 

L1级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6 

 LRR毫米波雷达*1 

 前视摄像头*1 

 后视摄像头*1 

总计9个传感器 

L2级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8 

 LRR毫米波雷达*1 

 前视摄像头*3 

 后视摄像头*4 

总计16个传感器 

L3级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8 

 LRR毫米波雷达*1 

 SRR毫米波雷达*4 

 前视摄像头*3 

 环视摄像头*4 

 驾驶员监控摄像头*1 

 激光雷达*1 

总计22个传感器 

L4级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8 

 LRR毫米波雷达*1 

 SRR毫米波雷达*4 

 前视摄像头*3 

 环视摄像头*4 

 驾驶员监控摄像头*1 

 基于事实摄像头*1 

 微测辐射热计*1 

 激光雷达*2~3 

 航位推算系统*1 

总计26个传感器 

 



9 资料来源：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2.0，中金公司研究部 

环境感知系统技术路线要求 

 对于环境感知系统，路线图2.0中提出到2025年、2030年、2035年，障碍物检测能力需分别达到最远200米

以上、最远500米以上和最远1000米以上，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对识别更远距离和障碍物识别、车道线检测

、车位线识别的准确率要求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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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市场上自动驾驶技术路线使用的传感器分为摄像头与雷达传感器两类，其中雷达传感器又细分为三类，按

照光波波长由高到低（价格由低到高）依次为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 

 纯视觉技术路径：摄像头传感器为核心，不搭载激光雷达传感器。 

 激光雷达技术路径：激光雷达传感器为核心，同时搭载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在纯视觉路线中引

入激光雷达传感器，一方面满足高级别自动驾驶对高安全性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对算法和芯片的要求有一定程

度的降低，进而可以推进自动驾驶方案落地。 

资料来源：半导体行业观察，爱采购，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传感器方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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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测未来的技术路径：我们认为多传感器耦合是必然，各自具有无法被取代的优势，也各自存在安全性隐患的

劣势需要被弥补，未来自动驾驶技术将会依靠摄像头+超声波+毫米波+激光雷达+高级视觉芯片+车联网。 

 （1）摄像头主要应用在跟踪识别道路线、行人检测、车辆检测、与雷达形成的三维点云图互相确认方面； 

 （2）超声波雷达主要应用在近距离泊车、倒车方面； 

 （3）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都是距离探测方面，其中激光雷达强调物体识别、远距离高精度探测、与摄像头互
相确认，毫米波雷达强调在恶劣天气下对激光雷达的补充作用； 

 （4）车联网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即时通信的外部道路信息、车辆定位、与摄像头、雷达形成的车辆指令进行第三
次确认以保障行车安全。 

资料来源：传感器专家网，雷锋网，leddartech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未来技术路径推测 

传感器类型 绝对优势 安全性劣势 功能

摄像头 物体成像、物体识别
缺乏直接的距离信息

、视野覆盖面小

跟踪识别道路线、行人检测

、车辆检测、与雷达形成的

三维点云图互相确认

超声波雷达 近距离精度高、价格低 探测距离过近 近距离泊车、倒车

毫米波雷达
精度较高、探距较远、

全天候

难以进行物体、人体

识别

探测距离、恶劣天气下对激

光雷达的补充

激光雷达
精度高、探距远、可形

成三维点云图

在恶劣天气下会受到

影响、价格较高

远距离高精度探测、物体识

别、与摄像头识别互相确认

车联网
得知视野范围外的道路

信息
技术发展相对不足

提供即时通信的外部道路信

息、车辆定位、与摄像头、

雷达形成三次确认



12 
资料来源：禾赛科技招股说明书，中金公司研究部 

激光雷达，正在成为中国智能汽车，新增标配智能硬件 

 早期激光雷达主要应用于科研及测绘项目，于80年代逐步加入早期无人驾驶项目应用，2017年奥迪发布

的全球首款量产L3自动驾驶汽车A8，为搭载了全球首款激光雷达（法雷奥SCALA）的量产车型，为车规级

激光雷达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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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雷达工作原理类似，激光雷达通过发射多束激光束，被物体反射，并接收反射折回的激光束，进而分析激光

折返时间差或相位差，来计算目标对象的相对距离。与此同时，激光雷达利用多谱勒成像技术，快速创建出被

测目标的三维模型线、面、体等相关数据，建立三维点云图，形成环境感知。 

 激光雷达具有三大工作特点：（1）多线束激光雷达可以在呈像方面形成三维立体图形（2）由于频率较高，所

以测量分辨率高，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3）激光雷达会在雨雪等恶劣天气中受到影响。 

 

激光雷达工作原理 

资料来源：CDSN，Velodyne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激光雷达工作原理 

 回波时间TOF激光雷达原理

激光器发射激光脉冲，并由计时器记录下出

射时间，回返光经接收器接收，并由计时器

记录回返时间。得到光的“飞行时间”后依

据光速计算出距离。

接收器

激光器

计时器

= 光速

 Velodyne HDL-64 激光雷达系统扫描三

维点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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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雷达的内部主要由四大系统所组成：按照工作路径依次为发射系统、扫描系统、接收系统与信息系统。目

前，在四大系统中的核心元件包括激光器、光束控制器、光电探测器、FPGA芯片等基本被国外大厂垄断。 

 发射系统的主要作用是按照一定的时间周期规律产生一定数量的激光束。 

 扫描系统的主要作用是使发射激光可以扫描覆盖周围环境。 

 激光到达物体后被反射回激光雷达，接收反射激光并进行光电转换的系统是接收系统。 

 系统接收之后，需要对光信号转成的电信号进行分析，便需要信息处理系统的工作。 

资料来源：汽车人参考专栏，中金公司研究部 

激光雷达内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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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技术架构，激光雷达可以分为整体旋转的机械式激光雷达、收发模块静止的半固态激光雷达以及固态式激

光雷达。 

资料来源：禾赛科技招股说明书，中金公司研究部 

激光雷达技术路线比较 

分类 名称 技术特点

机械式激光雷达 高线数机械式方案

通过电机带动光机结构整体旋转的机械式激光雷达是激光雷达经

典的技术架构，其技术发展的创新点体现在系统通道数目的增加

、测距范围的拓展、空间角度分辨率的提高、系统集成度与可靠

性的提升等。

转镜方案

转镜方案中收发模块保持不动，电机在带动转镜运动的过程中将

光束反射至空间的一定范围，从而实现扫描探测。转镜也是较为

成熟的激光雷达技术方案，其技术创新体现之处与高线数机械式

方案类似。

微振镜方案（MEMS）

微振镜方案采用高速振动的二维振镜实现对空间一定范围的扫描

测量。微振镜方案的技术创新体现在开发口径更大、频率更高、

可靠性更好振镜，以适用于激光雷达的技术方案。

OPA 方案

OPA 即光学相控阵技术，通过施加电压调节每个相控单元的相位

关系，利用相干原理，实现发射光束的偏转，从而完成系统对空

间一定范围的扫描测量，OPA 技术取消了机械运动部件，是纯固

态式激光雷达的一种发展方向。

电子扫描方案

电子扫描方案中按照时间顺序通过依次驱动不同视场的收发单元

实现扫描，系统内没有机械运动部件，是纯固态激光雷达的一种

发展方向。其架构比整体曝光所有收发单元的Flash 固态式激光雷

达更先进。

半固态式激光雷达

固态式激光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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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激光雷达市场规模的测算需要考虑L3/L4级别自

动驾驶的渗透，以及激光雷达单价的变动。我们测

算，假设2025年L3/L4级别自动驾驶在新车的渗透

率分别达到20%/3%，2030年L3/L4的渗透率分别达

到40%/15%，而激光雷达单价有望下降到2025/30

年的200/100美金，对应2025/30年中国市场规模

18/42亿美元，对应2025/30年全球市场规模50/120

亿美元 。 

 根据沙利文研究数据，2019年，全球激光雷达在

ADAS领域市场规模为1.2亿美元，即至2030年，我

们预计全球车载激光雷达市场规模将较2019年实现

百倍增长。 

资料来源：沙利文亿欧智库，中金公司研究部 

激光雷达市场空间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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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全球激光雷达在ADAS领域的市场规模，2017-2025E 

渗透率 2025 2030

L3 20% 40%

L4 3% 15%

单车用量（个）

L3 0.8 1.5

L4 3 3

单价（美元） 200 100

中国销量（万辆） 3,500 4,000

中国市场空间（万美元） 175,000 420,000

全球销量（万辆） 9,900 11,400

全球市场空间（万美元） 495,000 1,197,000

产量（万个）

L3 1,584 6,840

L4 891 5,130

合计 2,475 1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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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目前还未有激光雷达量产车型，整体车规级激光雷达市场处于蓝海阶段，国内外供应商中，Velodyne与

Luminar两家上市公司产品推出时间较早，但量产时间被紧密追赶。多家车企在2021年规划将有5款搭载激

光雷达的车型推出，可谓激光雷达量产元年。 

 其中供应商涵盖图达通、科技巨头华为以及海外龙头Luminar和Ibeo等。我国在激光雷达产品研发中有望加

速渗透，以低成本优势实现国产替代。而率先量产的激光雷达供应商或能够取得先发优势，且能够摊薄成

本，更易占领市场。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官网、汽车之家、中金公司研究部 

激光雷达竞争格局 

车企 品牌 车型 计划量产时间 Lidar供应商 

北汽蓝谷 ARCFOX ARCFOX αS-HBT 2021 华为 

小鹏汽车 小鹏汽车 \ 2021 览沃科技 

长安汽车 方舟架构 \ \ 华为 

长城汽车 WEY SUV 2021 Ibeo 

蔚来汽车 蔚来汽车 ET7 2022 Innovusion 

广汽集团 Robotaxi Robotaxi 2021 一径科技 

东风集团 Sharing-van Sharing-van \ 镭神智能 

沃尔沃 SPA 2架构  XC90纯电版/Polestar 3 2022 Luminar 

本田 本田 Legend 2021 尚未公布 

丰田 雷克萨斯 LS 2021 电装 

宝马 宝马 2021 Innoviz 



18 资料来源：Yole Development，麦姆斯咨询，中金公司研究部 

激光雷达上下游投资标的梳理及风险提示 

 服务机器人 

Nuro、Deka Research、Canvas 、
Unmanned Solution 

高仙、智行者、白犀牛 

阿里、美团、京东 

 机械式激光雷达 

禾赛科技、巨星科技、速腾聚创、
北科天绘、北醒光子、光珀智能、
镭神智能、万安科技、大族激光 

Velodyne、德国 Ibeo、  Quanergy 

OUSTER、Valeo、Ocular 

 OPA 

速腾聚创、北醒光子 

Quanergy、Blackmore、Strobe 

 

 

 半固态（混合固态） 

MEMS：Lunimar、速腾聚创、北醒
光 子 、 Velodyne 、 Innoluce 、
Innoviz、Aeye、Ibeo、 

转镜式：图达通 Innovusion、大疆 

Livox 

 无人驾驶行业 

GM Cruise、Ford Argo、AutoX 

小马智行、文远知行、Momenta、
百度、商汤科技、Uber、Lyft、滴
滴 

 无人机 

DJI大疆创新、3D Robotics、 

Parrot（派诺特）、AscTec、 

Microdrones、亿航EHang 

中游 下游 

 激光发射 

瑞波光电、光迅科技、Hamamatsu

（滨松）、AMS（艾迈斯半导体）、
OSRAM（欧司朗）、Lumentum（鲁
门特姆） 

 

 

 信息处理 

紫光同创、高云半导体、安路信息、 

格芯、智多晶微、时代民芯 

德州仪器、瑞萨、Xilinx赛灵思、
Intel(收购Altera)、Microsemi美高森
美 

 

 激光接收 

夜视技术、Hamamatsu（滨松）、
First Sensor 、 ON Semiconductor

（安森美半导体） 

上游 

 Flash 

LeddarTech、TetraVue、 Trilumina 、
Princeton Lightwave 

 扫描系统 

禾赛科技、一径科技 

Blickfeld、AEye 

 高级辅助驾驶 

宝马、奔驰、通用、奥迪、福特 

小鹏、长安、长城、蔚来、上汽 

 

 安防 

HIKVISION海康威视、BOSCH博
世安防、 Honeywell霍尼韦尔安防 

大华技术、宇视科技 
风险：配套车型量产进度不及预期，激光雷达产品成本下降
不及预期，可替代解决方案（纯视觉）发展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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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达通：快速实现量产的图像级激光雷达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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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达通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目前国内外技术较为领先的300线激光雷达高新企业，总部

位于美国硅谷。公司旗下的激光雷达产品运用在自动驾驶、车路协同、城市轨道交通、智慧高速、高精地图

等多个领域。目前已有多家主机厂测试激光雷达产品，计划作为平台化标准产品，应用于L3及以上的智能驾驶

车型。 

 近期均胜电子完成对图达通战略投资，图达通与均胜电子子公司均联智行等多家业界重量级供应商开展合作

，为蔚来汽车近期发布的首款轿车ET7提供超远距离高精度激光雷达，使之真正实现从辅助驾驶到自动驾驶的

跨越。未来，双方将在激光雷达感知融合、V2X数据融合、自动驾驶域控制器决策算法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同

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和国际化落地。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蔚来汽车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创立于2016年的图像级激光雷达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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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研发团队成员毕业于北大、清华、加州伯克利、MIT等名校，与此同时拥有较为丰富的激光雷达及精密光

学系统开发经验。其中部分成员曾负责过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项目、Velodyne LIDAR研发项目以及曾在Motorola

、长江储存任核心技术岗位。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核心团队来自百度、Velodyne等 

 Timbre Technologies联合创始人，以$150M并入Tokyo 

Electron

 共同发明及将微观激光雷达用于大规模半导体生产线
 曾负责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传感器及车展计算团队

 BS            北京大学
 MS/PHD   UC Berkeley

 在精密电子仪器、光纤激光器、激光雷达/陀螺仪/超声传
感器、原子钟方面有20年以上经验

 在Velodyne LiDAR，GE，Agilent，Hermes Microvision

等多家硅谷高科技公司做技术负责人

 BS            北京大学
 PHD         北京大学

鲍君威
CEO，Co-Founder

李义民
CTO，Co-Founder



22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融资历史 

 2016年4Q 种子轮：Banyan Capital高榕资本 

 2018年3Q A轮融资：蔚来资本、斯道资本，美国F-Prime Capital领投 

 2020年4Q 战略融资：引进多家财务及均胜电子等战略投资人 

4Q 2016 

3Q 2018 

 

 4Q 2020 

  种子轮 

• Banyan Capital高榕资本 

  A轮融资 

• 蔚来资本、斯道资本、美国F-Prime 

Capital领投 

 引进多家财务及均胜电子等战略
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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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激光雷达产品分为猎豹（Cheetah）、捷豹（Jaguar）、猎鹰（Falcon）系列，其中猎豹与捷豹系列应用于智慧城

市和高速公路以及轨道和矿山领域，猎鹰系列将应用于自动驾驶领域，包括蔚来ET7产品。 

猎豹与捷豹系列产品是300线高性能远距离激光雷达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高速以及轨道和矿山等场景

，感知交通状况以及路况管理。 

 

 猎豹/捷豹激光雷达探测距离可达280米，远超城市十字路口的边界。 

 光源波长为1550nm，可以给予更好的人眼保护。 

 适用温度范围在-40~85℃，户外场景应用广泛。 

 多台安装在交叉口的捷豹激光雷达可提供真正360度无遮挡视野。 

 捷豹激光雷达都具有宽视场（100x40 HxV）和高清晰度分辨率，能够对行人、车辆、自行车等进行高度精确的检

测和分类。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公司主要产品介绍-猎豹（Cheetah）/ 捷豹（Jaguar）系列 

应用于智慧城市和高速公路以及轨道和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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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usion的猎鹰系列是目前世界上应用在自动驾驶领域探测距离最远的激光雷达，其超远距及超高清

等性能，有助于提高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120°超广视角。 

 300线等效分辨率。 

 探测距离最远可达500米。 

 独创动态聚焦功能。 

 和蔚来合作的ET7项目。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公司主要产品介绍 - 猎鹰（Falcon）系列 

应用于自动驾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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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公司主要产品介绍 - 软件解决方案 

行人闯红灯预警系统: 

可在全局坐标体系下定义
监控区域、可接入交通灯
系统作为判定条件。 

自动抓拍系统: 

和视频监控抓拍类似，可
支持报警事件触发抓拍功
能，将事件发生时的点云
存为三维点云图或二维图
片格式。即时抓拍的图片
可回传至服务器端存储，
并附带时间戳信息，方便
后期随时调阅。 

超视距事件预警: 

由于图达通激光雷达的
长距离探测能力， 

可以感知到200米外的
事件，比如行人穿行马
路，进行超视距事件预
警。 

盲区预警系统: 

盲区，例如大型车辆被
遮挡部分的行人，可以
通过多雷达融合而成的
360度无死角系统探测并
感知到，报警事件可通
过路侧单元广播至其它
行驶的车辆。 

 OmniSense是结合了Innovusion首款300线图像级远距离激光雷达，针对智慧交通行业而设计的软件解决方案。 

 能够提供高质量的3D点云图像，以及先进的目标感知算法，同时配备了界面友好的可扩展开发平台，通过此

平台能够满足各种智慧交通的应用场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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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长探测距离 

 
激光雷达性能关键指标包括探测距离、探测视角和探测清晰度。在探测距离方面，越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对安

全探测距离的要求越高。 

其中，探测距离方面，只有长距图像级激光雷达才能有效满足车端路端L3+自动驾驶对主传感器的需求。而
目前能够达到200米以上探测距离的产品为数不多。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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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长探测距离保证驾驶安全性 

 以120km/h行驶速度测算，如果预留

5-7s反应及刹车时间，传感器探测距

离约需达到150-200米，而如果需要

预留更长刹车时间以确保安全性，

探测距离则需超过200米。而图达通

猎鹰激光雷达产品探测距离能够达

到500米，为行业领先参数，能够为

配套车型提供较强安全性能。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官网，建约车评，相关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Velodyne Luminar Valeo 禾赛科技 Innoviz 

具体参数 
VLP-128 

Alpha Prime 
IRIS SCALA-1 Pandar QT Innoviz One 

最远距离（m，10%target） 220 250 150 200 150 

角精度 (HxV) 0.2°x 0.1°   0.25°x 0.8° 0.1°x 0.125° 0.1°x0.1° 

视场角 (HxV) 360°x 40° 120°x 30°   360°x 40° 115°x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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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300线数带来的高清晰度 

 探测精度方面，角分辨率越高，能够打到

被检测目标上的光点越多，探测的清晰度

也越高。图达通的激光雷达产品为300线

数，而行业中多为32线、64线与128线数

产品，高线数产品能够达到更高的纵向角

分辨率，扫描物体可以获得更多线数的数

据，以实现更高清晰度。 

 

 以右图为例，纵向角分辨率为 0.4 度的 64 

线激光雷达，扫描 50 米外 1米高的小孩可

以产生3 条线的数据；而一个纵向角分辨

率为 0.13 度的 300 线激光雷达，扫描同样

的对象可以获得接近10 条线的数据。高线

数可以实现更高的清晰度。 

典型的32线激光雷达的探测景象 Innovusion 300线激光雷达的图像级数据（单帧效果） 

VS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官网，建约车评，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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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高清图像级点云 

 高清图像级点云可以清楚及时地探测任何细节–精准适配智慧交通及安防监控场景 

 不受光照及雨雪天气影响，先进光电架构设计保障全年每天24小时监控运营 

 高密度非重复性扫描可以在不到1秒时间内探测到细小抛洒物 

 广视角、长视距加软硬件一体解决方案提供超高性价比的部署结果 

竞品的32线激光雷达的探测景象 图达通300线激光雷达路边部署的点云效果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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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竞争优势：能够实现快速量产 

 车规级产品导向设计易于量产。众举措并施保证产能，两年内公司预计可实现千套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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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中短期市场集中在智慧交通等方面的场景应用，从而形成规模产能销量、验证产品可行性，同时打造强战

斗力团队；未来长期市场重心在量产L3与自动驾驶级领域。2020年公司完成L3+激光雷达技术可行性验证，公司

长期目标为聚焦重点OEM和Tier 1，并达成定点；规划合理量产路径，赢得OEM客户认可。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竞争优势：已有客户基础，布局广泛应用场景 

智
慧
交
通
等 

（
中
短
期
市
场
） 

量
产
车L

3+

自
动
驾
驶 

（
长
期
市
场
） 

 智慧城市、智慧高速方案解决商 

 矿山、轨道交通自动化商承包商 

 各类垂直行业 

 整体路测感知解决方案 

 激光雷达系统销售维护 

 感知及多传感器融合算法软件 

 形成规模产能销售 

 产品可行性验证 

 打造超强战斗力的团队 

 NIO蔚来等造车新势力 

 传统OEM 

 Disruptors：Apple、Uber等等 

 Tier 1供应商：博世、法雷奥、均
胜等等 

 2020年完成L3+激光雷达技术可行
性验证 

 聚焦重点OEM/Tier 1，达成定点 

 规划合理量产路径，赢得OEM客户
认可 

目标 合作方式 客户群 

 作为二级/一级供应商直接合作 

 与一级供应商合作，获得技术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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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客户基础来看，公司为蔚来提供的激光雷达拥有120度的超广视角、等效300线的超高分辨率、最远可达500

米的超远探测距离、采用1550纳米激光，提升性能的同时兼顾了安全指标。未来，公司与均胜电子、蔚来汽车

将在激光雷达感知融合、V2X数据融合、自动驾驶域控制器决策算法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同推进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化和国际化落地。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蔚来汽车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竞争优势：已有客户基础，布局广泛应用场景 

目前进展 

 

 中短期市场拓展 量产车L3+、大规模自动驾驶测试项目 

 搭上新基建的东风，开始进入规模化部署阶段，成为2020

年全球部署最广的1550纳米高性能激光雷达 

 赢得轨道矿山核心客户供应体系的验证认可，近期会实现
应用落地 

 2022年Q1量产蔚来汽车ET7全线标配；近期扩张到其它量产车
项目 

 猎鹰的超高性能在自动驾驶巨头的激光雷达性能评测中绝对领
先 

 产品路线得到欧美领先自动驾驶团队高度认可，预期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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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雷达在智慧交通等多种领域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未来3年市场远超自动驾

驶应用。而公司产品已能够覆盖多个领

域。 

 如图达通高清激光雷达产品，可实时检

测道路环境中的车辆、行人、抛洒物及

其它交通参与者的信息，再结合基于高

清激光雷达点云数据开发的新一代深度

学习算法，可准确捕捉高速公路事件信

息。可用于高速公路ETC门架、公路收费

站、治超站、服务区以及各类智慧高速

场景。 

 

资料来源：Innovusion图达通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扩展至智慧交通多场景应用 

智慧交通应用 

 智慧轨道 

 地铁：障碍物、路
测设施检测 

 地面铁路：安全防
撞、预警 

 车路协同 

 自动驾驶路端感知 

 智慧城市 

 智慧交通 

 无人机探测 

 安防监控 

 测绘、制图 

 工业安全、自动化 

 矿卡自动驾驶 

 大型工程车辆安全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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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激光雷达主要供应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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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logo 公司成立时间 简要介绍 主要产品 合作厂商

Velodyne
1983年,2005年开始

研发激光雷达
美国公司，最早开始研发激光雷达 HDL-64E、HDL-32E、VLP-16/32、VLS-128、Velarray

自动驾驶公司：谷歌、百度 、主线科技、中智行
车厂：沃尔沃、福特、奔驰

Luminar 2017年 美国公司，创始人为贝克曼激光研究所研
究员

IRIS、Hydra
自动驾驶公司：四维图新 、Mobileye、Cruise

车厂：沃尔沃、戴姆勒卡车、丰田

Ibeo 1998年

德国汉堡公司，成立于1998年，2000年被

工业传感器公司SICK AG并入，作为SICK AG

的车载激光雷达部门。2009 年Ibeo又脱离

SICK AG独立，成为了一家独资公司。2018

年又被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采埃孚（ZF）收

购了40%的股权

LUX4L/8L、Scala、Ibeo NEXT

自动驾驶公司：四维图新 、Mobileye

车厂：奥迪、长城汽车

Tier1 ：法雷奥

Innoviz 2016年
以色列军工背景公司，该公司的核心团队
和主要技术均来自于以色列情报总队精英

技术部门

InnovizOne、InnovizTwo
车厂：宝马

Tier1：安波福、麦格纳、恒润、三星哈曼

Quanergy 2012年
美国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 是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光学工程博士
QuanergyM8、QuanergyS3-8

车厂：戴姆勒、雷诺日产、现代、吉利

Tier1：德尔福、森萨塔

LeddarTech 2007年
加拿大公司，从加拿大国家光学研究所独

立出来的公司
Leddar Pixell

Tier1：瑞萨电子、舜宇车载光学、Flex、德尔福、

意法半导体、First Sensor

禾赛科技 2013年

成立于美国硅谷圣何塞，2014年总部迁至

上海。禾赛已完成累计超过1亿美金融资，

投资方包括百度、光速中国等全球知名投
资机构

Pandar 128、Pandar 64、Pandar 40/40P、Pandar GT
自动驾驶公司：智行者、文远知行

车厂：宝马、爱驰亿维、Roadster.ai

速腾聚创 2014年
成立于2014年，2016年从研发阶段进入量

产阶段，公司总部设立在深圳，并在北京
设有分公司，在硅谷设有办事处

RS-LiDAR-M1、 RS-LiDAR-16、 RS-LiDAR-32、 RS-Ruby

自动驾驶公司：地平线、autoX、

车厂：上汽集团、北汽集团、一汽集团

Tier 1：CONTROLWORKS 、大唐高鸿

其他：菜鸟网络

北科天绘
2005年,2013年开始

研发激光雷达

成立于2005年，2013年起专注于激光雷达

的研发、生产和应用
R-Fans-16/32、 C-Fans-32/128

自动驾驶公司：四维图新

其他：南方电网、国家电网、南方测绘、立得空间
、京东

览沃科技 2019年 大疆内部孵化的激光雷达子公司 Horizon、Tele-15
自动驾驶公司：AutoX

车厂：AutoX、小鹏汽车

镭神智能 2015年 拥有较为齐全的激光雷达产品矩阵，同时
掌握四种测量原理的激光雷达

C16小型版、C32、LS21 MEMS系列、CH16/32/128 自动驾驶公司：地平线
车厂：陕汽、东风

北醒光子 2015年 中外合资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Horn-RT、Horn-X2、CE30固态面阵 Tier1：博世

华为激光雷达
研究激光雷达   自

2016年

武汉光电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研发，未来计
划将激光雷达的成本降低至200美元，甚至

是100美元

96线中长距激光雷达 车厂：北汽新能源、长安汽车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汽车之家、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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