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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1、车载传感器领域专题二：激光雷达市场解析 

（1）主流模式：机械旋转式方案仍占据统治地位（传统厂商及

百度等），基于 MEMS 方式的固态激光雷达有望最早实现量产，

未来成本及产业规模效应驱动固态式演进（华为、大疆等选定

方向）。 

（2）构成件拆分：激光雷达主要由激光发射系统、接收系统、

信息处理系统、扫描系统四大部分组成。其中核心元器件包括

光源、光束操纵元件及光电探测器等，都基本被国外大厂垄

断。 

（3）市场空间：中短期受制于单品价格过高导致车场应用渗透

率较低，市场仍处于早期阶段，Robotaxi 等自动驾驶应用有望

拉动未来固态激光雷达市场空间。 

（4）竞争格局：海外厂商仍主导国际市场，国产初创公司专注

技术赛道崭露头角。 

我们认为，未来固态激光雷达代替现有的机械式激光雷达是新

趋势，激光雷达供应商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存在于硬件门槛，也

涉及软硬件结合以及产品迭代等相关综合能力。但目前车规

级、可量产仍是限制激光雷达应用的核心要素。 

未来短期内，以 Velodyne 为首的海外激光雷达厂商在全球市

场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禾赛科技、速腾聚创等利用成本优

势正在抢夺国内市场。长期来看，虽然目前产业上游核心光学

与电子元器件仍依赖进口，核心芯片仍存在严重进口依赖，但

激光雷达仍处于产品导入期，有望依靠人才引进、产业下游拉

动及资本投入驱动行业渗透率提升。国内初创企业在激光雷达

赛道的优势：一是随市场竞争压力增加，国外厂商市场主导地

位受到冲击；二是国内厂商研发实力不断提高，构筑专利壁

垒，相关融资进展顺利；三是产品成本及价格大幅下降，性价

比优势凸显，量产时机已经具备。部分国内雷达厂商在满足车

规级要求同时主打性价比，以价格优势抢占海外市场份额。值

得重点关注相关公司包括禾赛科技、速腾聚创、镭神智能、北

醒光子、一径科技等。 

2、本周观点 

战略配置科技板块时间：受年底资金调仓、基金排名等多因素

影响，上周大盘大幅调整；伴随以上因素逐渐落地，看好未来

趋势反弹；加之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强调原始创新能力的关

键突出作用，我们认为目前是科技板块阶段性战略配置时间节

点。 

通信板块选择方向：通信板块方面重点关注 5G 应用（车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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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AR/VR 等）、军工通信、卫星互联网等长期产业趋

势确定的子板块。 

个股方面，关注业绩稳健兑现、估值合理、近期调整较大的相

关个股：亿联网络、航天信息（计算机联合覆盖）、TCL 科技

（电子联合覆盖）、紫光股份（计算机联合覆盖）、朗新科技

（计算机联合覆盖）、金卡智能（机械联合覆盖）、东方国信

（计算机联合覆盖）、平治信息、上海瀚迅等。 

3、风险提示 

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影响；智能网联建设不及预期；技

术国产替代不及预期；核心元器件及技术受制风险；系统性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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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载传感器领域专题二：激光雷达市场解析 

在智能汽车整体环境感知系统中，造车厂根据其产品定位及系统特征选择以摄像

头、毫米波和激光雷达为主的不同组合方案。其中激光雷达是核心部件之一，但是考

虑目前多线程成本过高、产业链批量化能力不足等原因一直无法大规模应用铺开。 

图 1 中国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数据对比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华西证券研究所 

 

激光雷达具备的独特优势：（1）能够利用多普勒成像技术生成目标清晰的 3D 位

置模型，具备良好角度测量能力；（2）测量精度高，响应速度灵敏，不受环境光的

影响 

1.1.主流模式：机械旋转式方案占据统治地位，逐渐向固态激

光雷达路线演进 

激光雷达根据线束数量不同，可分为单线雷达和多线雷达（4/8/16/32/64/128

线），线束越多，测量精度越高；根据扫描方式不同可分为机械旋转式、MEMS 式、

Flash 方式、相控阵 OPA 型和混合式。其中机械旋转式可通过自身机械旋转机构实

现 360°扫描，但造价较高，Flash/固态激光雷达通过光学相控阵、Flash 以及

MEMS等技术实现激光角度的调整。 

图 2 汽车激光雷达发展路线图 

 

资料来源：麦姆斯咨询，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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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流厂商仍以机械旋转式方案为主：目前全球各大主流激光雷达供应商仍

主要以生产销售机械旋转式产品线为主，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更高线数产品的迭代，

Velodyne 在机械激光雷达领域占据绝对优势，此外国内包括百度在内的 Robotaxi 等

主流厂商也仍主要选用传统机械式产品为主。根据 Yole 预测，仅在 ADAS 领域，固

态式/Flash 激光雷达 2025 年出货量预计约为 50 万个，机械式激光雷达约 290 万个，

比例为 1:5.8；而固态激光雷达的销售额占比将从 2025 年的 4.78%增至 2030 年的

37.25%，具有较高增长潜力。 

固态激光雷达从长期看在技术演进、产业化趋势上更具有规模化优势：(1)相较

于机械式雷达具有尺寸小、响应速度快、稳定性较高、成本大大降低等特点：

Velodyne 公司于 CES2020 推出的尺寸最小固态激光雷达 Velabit 量产售价仅为 100

美金，固态激光雷达成本的一再下探使其更具价格优势，加速其大规模商业化落地进

程。（2）相较于相控阵 OPA 式，混合式激光雷达更具有优势：相控阵激光雷达易形

成旁瓣，影响探测距离和分辨率，生产难度相对最高，而基于 MEMS 和 FLash 的混

合式激光雷达在技术上更容易实现且价格较为低廉，它的芯片化特征使其具有车规级、

千元级的基因，性价比优势最显著。（3）由于其调整角度受限，一般单车需要配置

4-6 台固态激光雷达。 

 

图 2 2018-2024 年全球 ADAS 领域机械式/固态式激光雷

达销售额占比及预测 
 图 3 2017-2020 年机械式/固态式激光雷达成本及预测 

 

 

 

资料来源：Yole development，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1.2.构成件拆分：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国产替代渗透率较低 

激光雷达主要由激光发射系统、接收系统、信息处理系统、扫描系统四大部分组

成。其中激光发射系统包括光源、激光器、光束控制器和发射光学系统；接受系统包

括光电探测器和接受光学系统；系统助力系统包括放大器、数模转换器和软件算法；

扫脚系统包括旋转电机和扫描镜，以及核心 MEMS微镜。 

其中核心元器件包括光源、光束操纵元件及光电探测器等，都基本被国外大厂

垄断。 

光源方面，VCSEL 光源逐渐被采用。比如 Ouster 的数字激光雷达采用自研

VCSEL 光源，ibeo 将为长城汽车提供采用 ams 可寻址 VCSEL 芯片的激光雷达。 

光束操纵元件方面，众多厂商均采用自研商业模式。禾赛科技、一径科技、

Blickfeld、AEye 等激光雷达厂商自研 MEMS 微振镜，力策科技、国科光芯、Voyant 

Photonic、Strobe 等自研 OPA芯片。 

光电探测器 First Sensor、安森美、滨松

等，此外中国也出现部分初创企业包括芯视界、灵明光子、飞芯电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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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激光雷达系统组成  图 5 激光雷达上游主要厂商 

 

 

 

资料来源：汽车人参考，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汽车人参考，华西证券研究所 

 

1.3.市场空间：中短期市场仍处于早期阶段，Robotaxi 等自动

驾驶应用有望拉动未来固态激光雷达市场空间 

 

全球市场空间：多家第三方机构预测在自动驾驶技术推动下全球激光雷达市场

CAGR 增速保持在 20%以上。随着无人驾驶、自动驾驶的兴起和发展，车载激光雷

达市场将是拉动整体激光雷达行业最大的动力之一，根据 Yole 统计，2017 年全球激

光雷达市场规模 7.26 亿美元，2018 年增长至 13 亿美元。汽车应用激光雷达市场这

一增长趋势还将持续，预计 2023 年达 50 亿美元，六年 CAGR 43%，2024 年可达

60 亿美元，六年 CAGR 29%。 

图 6 全球激光雷达市场预测（$M） 

 资料来源：Yole development，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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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7-2023 年中国激光雷达市场渗透率及预测  
图 8 2014-2023 年中国激光雷达市场规模及预测（亿

元）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华西证券研究所 

 

国内市场空间：多家第三方机构预测无人驾驶方案落地将推动中国激光雷达市

场规模增至 6 亿元以上。2015 年全球汽车年销量突破 8000 万台，中国销量接近

2500 万台。庞大的汽车销量和消费者对科技的需求驱动下，中国有望成为最大的无

人驾驶市场。激光雷达是完全自动驾驶的基石，是自动驾驶汽车雷达的未来方向，目

前市场规模仍偏小而发展前景良好。2015 年中国车载激光雷达市场规模为 1.09 亿元，

2016 年增至 1.93 亿元，同比涨幅达 77.06%。随着无人驾驶汽车的逐渐普及，我国

车载激光雷达市场规模将 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根据头豹研究院，2021 年中国车载

激光雷达市场规模按销售额统计将突破 8 亿元。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 2021 年

超 6 亿元。未来，无人驾驶汽车产业化的到来以及单车价值量的降低，将共同推动

车载激光雷达产业爆发式增长。 

 

1.4.竞争格局：海外厂商仍主导国际市场，国产初创公司专注

技术赛道崭露头角 

激光雷达竞争日益激烈，以 Velodyne、Quanergy、Ibeo 为代表的海外厂商技

术成熟，占据国际主导地位。国内以速腾聚创、禾赛科技、北科天绘、镭神智能、

北醒光子等国产企业也先后崛起，国产化进程不断继续。在测距精度、抗干扰、时

间同步、稳定性等方面，位于硅谷的 Velodyne 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通过现代摩

比斯、Veoneer 等 Tier1 打入汽车前装市场。但在国产力量冲击下，Velodyne 统治地

位不再牢固，凭借技术与价格叠加优势，速腾聚创、禾赛科技等国内厂商出货量与市

占率持续提升，激光雷达国产化成为主流趋势。亿欧汽车预测，2030 年中国汽车雷

达市场国产渗透率将达到 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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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国汽车雷达国产渗透率预测 

 

 图 10 国内外激光雷达厂商发明专利情况 

 

 

 
资料来源：亿欧汽车，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新智驾，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自 2013-2015 年创业潮至今，中国激光雷达厂商抢占了可观的市场份额，在全

球范围内享有一定声誉。以禾赛科技为例，公司自 2014 年成立以来专注技术赛道，

已布局 500 多项专利，客户分布在全球 20 个国家与地区的 70 座城市，产品 60%以

上出口欧洲及美国，在美国加州 DMV公布的 65 家获得无人驾驶公开道路测试牌照

的公司中，超过 50%是禾赛的客户。2020 年初，禾赛科技获得博士集团和光速联合

领投的 1.73 亿美金 C 轮融资，创全球激光雷达行业单笔融资记录。 

目前国内激光雷达高线束尚无真正过车规级的成熟量产方案，且零部件进口依

赖度较高。但因其兴起时间较短，技术仍处于快速迭代阶段，中外厂商之间并无明

显差距。中国厂商在机械式及固态激光雷达技术研发领域体现出强大聚焦与创新力度，

部分国内厂商在业内占据技术引领地位，国产激光雷达前景可期。 

表 1 国内激光雷达厂商情况 

公司 成立时间 产品线 市场化进度 应用场景 近期融资情况 

北科天绘 2005 
16/32/64 线机械式激光雷达 

3D Flash 固态面阵激光雷达 

全球唯一一家同时具备测

量型、导航型两大类激光

雷达研制能力的公司，率

先落地无人物流应用场

景，实现车规级激光雷达

量产  

致力于自动驾驶、高

精度地图、工业安

防、山地测绘、三维

街景等 

2018 年 A+轮 1.2亿人民

币，云晖资本、StarVC 

禾赛科技 2012 
16/32/64/80/128 线机械式激光

雷达 

MEMS 固态激光雷达 

累计获得专利 200 多项，

客户遍布国内外（包括博

世、百度、Autox 等），并

与 AI 加速芯片的开发商地

平线达成战略合作 

目前产品线包括用于

无人驾驶和机器人的

激光雷达,以及用于

能源行业安全巡检的

激光遥测系统等 

2020 年 C轮 1.73 亿人民

币，博世、启明创投、

安森美半导体等 

速腾聚创 2014 

16/32/64/80/128 线机械式激光

雷达 

MEMS 固态激光雷达 

OPA 固态激光雷达 

合作伙伴覆盖全球各大自

动驾驶科技公司、车企、

一级供应商，并与一汽达

成智能固态激光雷达车规

级量产研发合作 

产品技术已广泛应用

于自动驾驶及高级辅

助驾驶乘用车、商用

车，物流车，机器

人，公共智慧交通、

车路协同等场景 

2018 年 4500 万美元战略

融资，菜鸟网络、北汽

集团等物流、汽车产业

巨头 

www.hibor.com.cn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周报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8 

  

镭神智能 2015 

16/32 线机械式激光雷达 

MEMS 固态激光雷达 

OPA 固态激光雷达 

3D Flash 固态面阵激光雷达 

具备业内领先强大研发实

力与大规模量产能力，已

接触客户 1 万+,已购买公

司产品的客户 700+（包括

华为、东风、菜鸟等），

400+客户处于测试阶段 

服务覆盖无人驾驶及

汽车辅助驾驶、智慧

交通、机器人、物

流、安防、测绘、港

口和工业自动化等八

大产业生态圈 

2018 年 B轮 1 亿人民

币，达晨财智等 

2020 年股权融资，同威

资本等 

北醒光子 2016 3D Flash 固态面阵激光雷达 

北醒激光雷达已实现量

产，且具备完整的知识产

权和认证，现已登陆欧美

亚太等市场 

可广泛应用于无人驾

驶（避障导航）、无

人机（物流、植保

等）、机器人（智能

家居）、AGV（工业

领域仓储物流）等领

域 

2019 年 B+轮融资，达泰

资本，凯斯博投资、凯

辉汽车基金合投，IDG资

本、顺为资本追加投资 

一径科技 2017 
MEMS 固态激光雷达 

OPA 固态激光雷达 

产品已由内部测试阶段进

入初步规模化量产与市场

推广阶段 

主要应用于智能机器

人、无人驾驶汽车等

领域 

2020 年 A+轮 7000 万人

民币，复兴创投、松禾

资本等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我们认为，未来固态激光雷达代替现有的机械式激光雷达是新趋势，激光雷达

供应商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存在于硬件门槛，也涉及软硬件结合以及产品迭代等相关

综合能力。与车厂达成合作并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将构成供应商巨大先发优势，车规

级、可量产的固态激光雷达新型产品接入车企的节点信息应该重点关注。 

未来短期内，以 Velodyne 为首的海外激光雷达厂商在全球市场中仍将占据主

导地位，但禾赛科技、速腾聚创等利用成本优势正在抢夺国内市场。长期来看，虽

然目前产业上游核心光学与电子元器件仍依赖进口，核心芯片仍存在严重进口依赖，

但激光雷达仍处于产品导入期，有望依靠人才引进、产业下游拉动及资本投入驱动

行业渗透率提升。国内初创企业在激光雷达赛道的优势：一是随市场竞争压力增加，

国外厂商市场主导地位受到冲击；二是国内厂商研发实力不断提高，构筑专利壁垒，

相关融资进展顺利；三是产品成本及价格大幅下降，性价比优势凸显，量产时机已

经具备。部分国内雷达厂商在满足车规级要求同时主打性价比，以价格优势抢占海

外市场份额。值得重点关注相关公司包括禾赛科技、速腾聚创、镭神智能、北醒光

子、一径科技等 。 

 

2.近期观点及推荐逻辑 

战略配置科技板块时间：受年底资金调仓、基金排名等多因素影响，上周大盘

大幅调整；伴随以上因素逐渐落地，看好未来趋势反弹；加之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中

强调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突出作用，我们认为目前是科技板块阶段性战略配置时间节

点。 

通信板块选择方向：通信板块方面重点关注 5G 应用（车联网、工业互联网、

AR/VR 等）、军工通信、卫星互联网等长期产业趋势确定的子板块。 

个股方面，关注业绩稳健兑现、估值合理、近期调整较大的相关个股：亿联网

络、航天信息（计算机联合覆盖）、朗新科技（计算机联合覆盖）、金卡智能（机械联

合覆盖）、东方国信（计算机联合覆盖）、平治信息、紫光股份（计算机联合覆盖）、

上海瀚迅、TCL 科技（电子联合覆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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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提示 

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影响；智能网联建设不及预期；技术国产替代不及预

期；核心元器件及技术受制风险；系统性风险。 

[Table_Autho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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