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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2012年我国涡轮增压器销量约为516万台，2013年我国涡轮增压器销量达到了552万台，相

比2005年的150万台，增长402万台，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7.69%。近几年我国涡轮增压器销量

情况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增压器分会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中国产业研究报

告网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汽车涡轮增压器行业分析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对我国汽车涡

轮增压器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品牌竞争、产品进出口、行业投资环境以及可

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发展趋势做出了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权威、

充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北京智研咨询有限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上市公司资讯、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汽车涡轮增压器专业研究单

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查资料，立足于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整体发展

局势，对我国汽车涡轮增压器行业的生产发展状况、市场情况、消费变化、重点企业以及市

场发展机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汽车涡轮增压器行业市场品牌及市场销售渠道等着重进

行了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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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产                                    在中国推出2.0T版本的英菲尼迪Q50                                                    福

特                                    推出ECOBOOST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                                                    PSA       

                            从2012年开始公司启动动力总成升级计划，首度对华引入涡轮增压技术，推

出1.6T和1.2T发动机                                                    现代-起亚                                    2012年10月公司计划

将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导入全部产品序列，主要有Kappa1.0TCI、Kappa1.2T-GDI

、Gamma1.6T-GDI、Theta2.0T-GDI型号。另外，2013年DYK发布中期计划，将逐步导

入T-GDI等新技术                                                    上汽集团                                    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于4

月8日发布了其与通用汽车联合开发的全新一代动力总成，并将其命名

为&ldquo;CUBE-TECH&rdquo;。全新一代动力总成包括小排量三缸及四缸涡轮增压直喷发动

机                                                    广汽集团                                    广汽传祺在未来将主打涡轮增压发动机

，计划在未来推出1.0T、1.3T、1.5T、1.6T和2.0T五款涡轮增压发动机， 以此应用于10款车型

之中                                                    奇瑞汽车                                    奇瑞汽车今年推出一款1.2T三缸涡轮

增压发动机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随着近几年国内涡轮增压器技术基本成熟，成本已经大幅下降，相应市场价格较&ldquo;十

一五&rdquo;初期的产品价格已下降了15%，随着技术进步，未来将继续下降。同时，涡轮增

压器的维修成本大幅度降低，主要原因是：1）更换零部件的成本下调；2）精通涡轮增压器

维修的工人数目不断增加，劳动力成本降低。另外，随着涡轮、叶轮以及轴承的技术性能不

断优化，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断提高。目前涡轮增压器的正常使用寿命，尤其是乘用车涡轮

增压器寿命基本与汽车发动机大修时间同步。因此，涡轮增压器的性价比优势在不断提升。



    我们选取了朗逸与英朗GT的涡轮增压车型与自然吸气车型，对其在3年6万公里的使用期间

内的消费总成本进行了对比，发现差距不大。考虑到涡轮增压车型的节油性，随着使用时间

的延长，预计成本差距会越来越小。在目前国内家庭用车平均周期为5-6年的背景下，我们认

为，目前以80后与90后为主的购车人群在成本差距不大的背景下，将会更多的考虑动力性能

。

    从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性价比以及消费成本比较来看，涡轮增压技术的市场吸引力将会持续

增强。朗逸与英朗GT的涡轮增压车型与自然吸气车型成本、性能对比                                    车型    

                               上海大众朗逸1.6L自动舒适版                                    上海大众朗逸1.4TSI DSG舒适版 

                                  别克英朗GT 1.8L自动时尚版                                    别克英朗GT 1.6T时尚运动版       

                                            厂商指导价                                    13.79万元                                    14.79万元                

                   14.33万元                                    15.53万元                                                    行情                                    

优惠0.9万元                                    优惠1.5万元                                    优惠2.2万元                                    优

惠2.2万元                                                    购置税                                    1.18万元                                    1.26万元  

                                 1.41万元                                    1.52万元                                                    燃油费用                    

               3.57万元                                    2.98万元                                    4.30万元                                    4.31万元   

                                                保险费用                                    2.22万元                                    2.30万元                     

              2.45万元                                    2.53万元                                                    保养费用                                   

0.82万元                                    0.89万元                                    0.69万元                                    1.11万元                  

                                 总成本                                    20.68万元                                    20.72万元                                   

23.18万元                                    25.00万元                                                    性能指标                                    上海

大众朗逸1.6L自动舒适版                                    上海大众朗逸1.4TSI DSG舒适版                                    别

克英朗GT 1.8L自动时尚版                                    别克英朗GT 1.6T时尚运动版                                              

     最大功率（kw）                                    81                                    96                                    108                                 

  131                                                    最大扭矩（N&middot;m）                                    155                                   

225                                    177                                    235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国际比较    目前，欧美国家的100%重型车、90%轻型车采用柴油机，欧洲柴油轿车已占轿车

年产量的32%，法国、西班牙等国更高达50%以上。据霍尼韦尔交通系统集团中国及印度副总

裁兼总经理David Paja介绍，欧洲涡轮增压器装机率已经达到70%左右，远高于中国和美国。

主要原因是在严格的碳排放限值要求下柴油车普及率高所致。政策上，一方面，欧盟对碳排

放超标的车企进行严格的罚款；另一方面，欧盟国家陆续采用了基于二氧化碳排放对汽车征

税的方案，目前已经有19个欧盟成员国基于二氧化碳排放对汽车征税，包括：奥地利、比利

时、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拉脱维亚、卢森堡、马其他、荷



兰、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基本覆盖了欧洲主要国家。欧盟

碳排放限值目标                                    年份                                    欧盟碳排放限值目标                                     

              2012                                    65%新注册乘用车达到130g/km                                                    2013            

                       75%新注册乘用车达到130g/km                                                    2014                                    80%

新注册乘用车达到130g/km                                                    2015                                    100%新注册乘用车

达到130g/km                                                    2020                                    新售乘用车平均碳排放达到95g/km

，折合油耗低于4L/100km                        数据来源：欧盟政府网站    另外，涡轮增压技术在日本

和美国普及率没有欧洲那么快（根据霍尼韦尔分析，目前美国涡轮增压器装机率在20%左右

）。我们认为，主要是日本拥有混动汽车技术优势使得其积极推广混动汽车；美国是由于汽

车产品与汽柴油价格低使得消费者更加喜欢性能稳定的自然吸气汽车。而我国不具备上述日

本与美国的条件，考虑到供给与需求方面政策的推动，我国学欧洲大规模推广涡轮增压的技

术路线可行。 

    根据已有数据分析发现，车用柴油机（主要为商用车）涡轮增压器单价基本在800元/台左右

，车用汽油机（主要为乘用车）涡轮增压器单价一般在1200-2000左右。考虑到商用车装机率

高，乘用车装机率较低的情况，我们假设涡轮增压器平均单价在1000-1500元/台之间，据此测

算出15年国内涡轮增压器市场规模金额在100-160亿元左右，市场空间巨大。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二、涡轮增压器在国际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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