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2 月 4 日 • 產業概況更新 

 

2024 年汽車零組件產業展望  

 
2024 年車市溫和成長，充電樁維持快速建置 

 

   
  
請參閱末頁之免責宣言。 

 

 

 

 

楊凱宇 

Alan.Yu.Yang@yuanta.com 

陳旻暐 

Jerry.MW.Chen@Yuanta.com 

 

 

 

 

 

 

 

 

 

 

 

 

元大觀點 

  

總體經濟負面因素將抑制 2024 年乘用車銷量估僅年增 2%，新能源車

在電池成本下降下估將年增 30%。 

  中國自主品牌銷售強勁，可望持續擴增海外市佔率。 

  各國公共充電樁車樁比仍低，2024 年充電樁建置將維持高速成長。 

 

2024 年乘用車銷售量預估年增 2%，主要市場皆溫和成長 

2023 年全球乘用車銷售量受惠晶片供給短缺緩解，年增約 9%。展望 2024

年，面對較高的利率環境，我們認為全球車市僅能微幅成長，本中心預估

2024 年乘用車銷售量年增 2%，主要市場分別為美國年增 4%/歐洲年增 2%/

中國年持平。價格方面，J.D. Power 數據顯示 2H23 中、美月平均汽車成交

價格已分別由 2020-2022 年中高個位數及雙位數年增率下滑至低個位數至持

平，且 Bloomberg 統計中國 10M23 平均汽車售價較 7M22 高點已下滑近兩

成，新車價格持續下滑，為汽車供應鏈另一潛在逆風因素。新能源車方面，

本中心預估 2024 年全球新能源車銷售量 1,742 萬輛，年增 30%，維持高增

速反映車廠在電池成本持續下降，面對消費者受高利率環境而需求減緩下，

將更有誘因調降電動車售價提升銷量。 

中國自主品牌銷售強勁，出口海外擴增市佔 

中國政府於 6M23 推出千城萬鎮消費活動推動新能源車進入鄉鎮市區，帶動

自主品牌銷售強勁，1M-10M23 自主品牌乘用車銷量年增 22%，市占率由年

初 52%提升至 60%。此外。中國近年出口比例亦持續增加，10M23 外銷比

例已達 17% (2020 年約 3%)，1-10M23 新能源車出口達 99.5 萬輛，年增

99%，由於電池成本較歐美更低，中國車廠出口價格優勢明顯，1-3Q23 全

球市占前十大新能源車款便有 8 款為中國自主品牌，未來可望持續擴增海外

市佔率，推薦中國自主品牌佔比較高之供應商胡連。 

2H23 NACS 轉換期已過，2024 年充電樁建置維持高增速成長 

截至 3Q23 中國、美國、歐洲公共充電樁車樁比為 7:1、12:1、20:1，仍不

及政策設定的短期目標 2：1，根據 IDC 預測，美國公共充電樁建置量將由

2023 年 16.5 萬座成長至 2026 年的 33.3 萬座，2023-26 年 CAGR 26%，維

持較高增速。2H23 因下游營運商對於 NACS 新規格轉換較觀望而減緩拉貨，

但 11M23 起已陸續見到拉貨動能重啟，預期 2024 年將回歸高成長，以應對

全球車樁比的不足。長線仍看好台灣充電樁製造商光寶科、台達電、信邦將

持續受惠北美充電樁建置浪潮。 

報告內文個股資訊 

產業 公司 代碼 評等 目標價 

車用零件 

胡連 6279TT 買進 187 

信邦 3023 TT 買進 350 

台達電 2308 TT 買進 333 

光寶科 2301 TT 買進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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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走過晶片荒，2024 年車市溫和成長 

2023 年全球乘用車銷售量受惠晶片供給短缺緩解，預估年增約 9% 

全球汽車乘用車於 2018 年開始衰退，2020 年受到疫情影響為谷底(年減 13%)，2021 開始復甦(年

增 3%)，2022 年受到車用晶片短缺、疫情造成供應鏈不順等負面影響，乘用車銷售量年減 3%。

2023 年全球汽車銷售車用晶片缺料緩解，根據 Bloomberg 數據，1-3Q23 全球乘用車銷售量為

5,603 萬輛，年增 12%，本中心預估全年銷售量將達 7,515 萬台，年增 9%。其中，中國銷售量成

長主要受惠地區汽車補貼政策將帶動電動車銷售強勁，預期帶動中國全年乘用車銷售量達 2,540 萬

輛，年增 8%。歐洲受總體經濟不振，利率環境高導致消費者購買力減弱，但因基期較低，1M-

10M23 乘用車銷售量仍年增 17%，預估全年銷售量 1,245 萬輛，年增 10%，仍低於疫情前 2016-

19 年的平均水準 1554 萬輛。儘管美國在 10M23 出現 UAW 罷工事件，但在缺料緩解、低基期、

生產成本上升狀況不若歐洲嚴重因素下，1M-10M23 乘用車仍年增 13%，預期 2023 年全年銷售量

達 1,494 萬輛，年增 9%。整體而言，相較於 2017-2022 年 CAGR(中國-1%/歐洲-6%/美國-4%)，

2023 年主要市場年增率表現皆優於歷史平均。 

2024 年乘用車銷售量預估年增 2%，主要市場皆溫和成長 

展望 2024 年，面對較高的利率環境，我們認為全球車市僅能微幅成長，本中心預估 2024 年乘用

車銷售量 7,680 萬台，年增 2%，主要市場分別為美國年增 4%/歐洲年增 2%/中國年持平。其中，

美國經銷商庫存僅剩餘 30 日且庫存銷售比 1.07，皆仍大幅低於疫情前超過 60 日庫存及過往 20 年

平均庫存銷售比 2.3，疫情及晶片短缺造成的庫存下滑仍未能回補至健康水準，觀察經銷商折扣力

度亦可發現，每台車折扣金額佔成交金額比重 4%，遠低於疫情前的 12%，反映疫情期間積壓的需

求尚未完全滿足，因此預期 2024 年增率表現將優於其他地區；中國 11M23 經銷商庫存預警指數

60.4 則處於榮枯線上，處在不景氣區間，每台車折扣金額佔成交金額比重 13%，已接近疫情前 15-

18%，加上基期較高，預估年增幅度為主要市場中最低。 

價格方面，J.D. Power 數據顯示 2H23 中、美月平均汽車成交價格已分別由 2020-2022 年中高個位

數及雙位數年增率下滑至低個位數至持平，且 Bloomberg 統計中國 10M23 平均汽車售價較 7M22

高點已下滑近兩成，新車價格持續下滑，為汽車零組件廠另一潛在逆風因素。 

 

圖 1：2017-2024 年全球汽車銷售量年增率變化 

 
資料來源：Bloomberg、ACEA、BEA、Wind、元大投顧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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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美國汽車庫存存貨銷售比  圖 3：中國汽車庫存存貨銷售比  

  
資料來源：BEA  

 

資料來源：Wind 

圖 4：美國經銷商週轉天數及中國汽車庫存預

警指數 

圖 5：美國經銷商汽車折扣金額 

 
 

資料來源：JD Power, 乘聯會 

 

資料來源：JD Power 

圖 6：中國經銷商汽車折扣金額 圖 7：美國及中國平均汽車成交價格  

 
 

資料來源：JD Power, 乘聯會 資料來源：乘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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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中國汽車平均售價 

 
資料來源：Bloomberg、元大投顧 

 

圖 9： 車廠及主要機構對於車用市場展望偏保守 

公司 營運及對車市展望 

GM 
公司看到電動車確實面臨終端需求放緩與價格競爭，同時在勞工、原物料成本提升等因素下，公司將推遲其 2024 年 EV 電動車

銷售累計 40 萬台目標，但仍保持 2025 年 EV 達低至中個位數利潤率目標。 

Ford 
受 UAW 罷工影響，福特對 2023 年全年營運保守。電動車受總體經濟影響，消費者對於較高車價的電動車購買意願下滑，使終

端需求成長速度放緩，福特因而推遲部分電池資本支出。 

Infineon 
再生能源、電動車(特別是在中國)以及車用微控制器成長維持不變，公司預計汽車產業明年數量年增幅趨緩，主要成長動能將以

Content Value 為主。 

Autoliv 
由於汽車價格上漲和借貸條件收緊，預期潛在需求將會減弱，OEM積壓訂單將在 2024 年減少。2024 年歐洲積壓訂單預期將從

過去的大量積壓訂單恢復正常化，目前觀察市場判斷公司並不需要為此減產。 

STM 
公司 2023 年 SiC 目標約 12 億美元，2025 目標為 20 億美元。認為 2024 年汽車市場成長前景明確， SiC 布局符合長期趨勢且

車用領域布局深、產品多樣性為未來長線成長動能。 

Honda 

中國今年銷售 110 萬台汽車，明年銷售估持平、美國成長 5%、歐洲與南美均成長 10%。整體公司汽車售價會持續提高，因為

之前北美四大車廠 GM4 資方提高 24%薪資之後，人事成本上升反映在汽車售價方面。公司不因成本上升減少獲利，因為會反

映在售價內。 

Volkswagen 
2023 年維持全年 900-950 萬輛汽車交付量且營收估成長 10-15%。短期歐洲汽車需求放緩，然預期將逐步回溫。電動車部分在

中國競爭加劇下獲利率承壓。 

Daimler 
預期 2024 美國與歐洲卡車市場銷量將微幅下滑，但仍維持健康水準。其中以北美專業用卡車預期 2024 年將受惠市佔率提升帶

動需求。 

Tesla 
認為總體經濟確實影響到消費者對汽車消費意願，尤其汽車產業對價格敏感度高，即使特斯拉開始打廣告但消費者消費能力減

弱，效果也不見得顯著。 

Onsemi 
車用半導體市場放緩使 4Q23 財測指引低於市場預期。2024 年展望保守，1H24 營收恐連續季減，SiC 預計會是唯一增長的產

品。 

資料來源: 公司資料，元大投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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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新能源車成長略微放緩，預估全球銷售量年增 30% 

本中心預估 2023 年全球新能源車銷售量 1,335 萬輛，年增 32%，滲透率達 18%，年增 3ppts，其

中，主要市場分別為美國年增 35%/歐洲年增 30%/中國年增 33%，滲透率美國 9%/歐洲 23%/中國

36%(vs 2022 年美國 7%/歐洲 19%/中國 29%)，維持高成長主要反映各國設定淨零減碳目標並持續

推行新能源車政策，以及車用晶片短缺舒緩和車廠降價(美國電動車價年減近兩成)。展望 2024 年，

元大中國 2024 年展望-鋰電池報告中指出，全球鋰電池產能增長仍遠高於需求增長，2024 年鋰電

池價格戰或加劇，在中國市場供過於求情況更加明顯，我們認為車廠在電池成本持續下降，面對消

費者受高利率環境而需求減緩下，將更有誘因調降電動車售價提升銷量，本中心預估 2024 年全球

新能源車銷售量 1,742 萬輛，年增 30%，滲透率達 22.7%，年增 4.9ppts。 

 

圖 10：2017-2024 年全球新能源車銷售量年增率變化 

 
資料來源：Bloomberg、ACEA、BEA、Wind、元大投顧預估 

 

圖 11：鋰電池組和電池芯的容量加權均價 

 
資料來源：BN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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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 2024 年中國/歐洲/美國新能源車銷售量分別年增 27%/24%/34% 

中國 3Q23 電動車滲透率已達 37%，為主要汽車銷售地區中最高，預計 2023 年底達 4 成，主因中

國政府於 6M23 推出千城萬鎮消費活動推動新能源車進入鄉鎮市區，帶動自主品牌銷售強勁，1M-

10M23 自主品牌乘用車銷量年增 22%，市占率由年初 52%提升至 60%。此外，中國近年出口比例

持續增加， 2020 年汽車外銷比例僅約 3%，10M23 外銷比例已達 17%，1-10M23 汽車外銷年增

58%至 387 萬輛，其中新能源車出口便達 99.5 萬輛，年增 99%，由於電池成本較歐美更低，中國

車廠出口價格優勢明顯，1-3Q23 全球市占前十大新能源車款便有 8 款為中國自主品牌，未來可望

持續擴增海外市佔率。中國工信部另於 6M23 將新能源車免購置稅延續至 2027 年，穩定支撐新能

源車銷量成長，然因基期較高，本中心預估 2024 年中國新能源車銷售量達 1,167 萬輛，年增 27%，

滲透率 46%，年增 9.9ppts。推薦中國自主品牌佔比較高之供應商胡連。 

 

歐洲主要國政府均設定在 2030-40 年間達成禁售燃油車(轉而販售純電動車或純電及插電混合電動

車 )；在排放法規部分，歐洲 2025 年及 2030 年車輛平均二氧化碳排量需較 2021 年減少

15%/37.5%，使歐洲目前新能源車已逐漸普及。隨歐洲滲透率較高國家如挪威、瑞典補貼逐步退場，

本中心預估 2024 年歐洲部分國家仍將持續取消或下降補貼，然主要市場德、英、法滲透率目前仍

僅約 2 成，成長空間仍高，將有助歐洲 2024 年新能源車持續成長，本中心預估 2024 年歐洲新能

源車銷售量達 350 萬輛，年增 24%，滲透率 28%，年增 4.9ppts。美國新能源車滲透率仍低於

10%，顯著低於其他主要市場，預期 2024 年新能源車仍將為成長主力，隨 IRA 法案持續施行，各

大車廠陸續擴充新款車型，有望使 2024 年美國新能源車銷售量達 180 萬輛，年增 34%，滲透率達

12%，年增 2.5ppts。 

 

圖 12：新能源車滲透率預估 

 
資料來源：Bloomberg、Wind、ACEA、BEA、元大投顧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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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全球電動車逐季銷量 圖 14：美國電動車逐季銷量 

  
資料來源：元大投顧 

 

資料來源：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元大投顧 

圖 15：歐洲電動車逐季銷量 圖 16：中國電動車逐季銷量 

  
資料來源：ACEA、元大投顧 

 

資料來源：乘聯會、元大投顧 

圖 17：1-3Q23 全球電動車品牌市占率 圖 18：1-3Q23 全球電動車車款銷售市占率 

  
資料來源：Bloomberg、元大投顧 資料來源：Bloomberg、元大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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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樁建置腳步不停歇 

政策帶動充電樁廣設，充電樁將維持高速成長 

各國政策持續補助廣設充電設施，以解決電動車里程焦慮問題。截至 3Q23 中國、美國、歐洲公共

充電樁車樁比為 7:1、12:1、20:1，仍不及政策設定的短期目標 2：1，美國政府目標 2030 年建置

50 萬座公共充電樁，且主要公路上每 50 英里 (約 80 公里) 的距離就要設一個充電站，每支充電槍

的充電功率在 150 kW 以上，推算由 2022 至 2030 年建置數量 CAGR 為 18%。主要充電樁運營商

及車廠皆亦積極投資充電樁建置，根據 IDC 預測，美國公共充電樁建置量將由 2023 年 16.5 萬座

成長至 2026 年的 33.3 萬座，2023-26 年 CAGR 26%，維持較高增速。 

北美 NACS 成主流，2H23 認證轉換期已過，2024 年拉貨重啟 

美、歐車廠 6M23 陸續宣布 2025 年開始將採用特斯拉 NACS 充電規格至新車型，目前主流車廠僅

剩 Volkswagen 和 Stellantis 尚未跟進，北美 Charge point、Blink Charging、EVgo、Electrify 

America 等充電樁營運商亦跟進宣布舊有及新建置的快充站將配備 NACS 規格充電槍，據供應鏈訪

查，NACS 規格充電槍和線客戶認證和 UL 安規認證耗時約 2-3 個月，且設計技術難度不高，價格

與毛利率與 CCS1 差距亦不大，2H23 因下游營運商對於新規格轉換較觀望而減緩拉貨，但 11M23

起已陸續見到拉貨動能重啟，預期 2024 年將回歸高成長，以應對全球車樁比的不足。長線看好台

灣充電樁製造商光寶科(2301)、台達電(2308)、信邦(3023)將持續受惠北美充電樁建置浪潮。  

 

圖 19：美國充電樁數量預估 

 

資料來源：IDC, 元大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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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北美 Level 2 AC 充電樁市佔率 圖 21：北美 Level 3 DC 充電樁市佔率 

  
資料來源：AFDC、元大投顧 資料來源：AFDC、元大投顧 

 

圖 22：北美充電樁建置投資規劃 

公司 充電樁運營、製造商相關業務展望 

Tesla 

(1)將在北美、中國持續建置全部電動車通用的充電站，開放 Supercharger、Destination Charger 給其他電動
車。2024 年底，將開放 7,500 個超級快充。  

(2)7500 個開放式充電樁包含沿高速公路走廊至少 3,500 個新的和現有的 250 kW Supercharger。 

(3)將把紐約水牛城製造的全國 Superchargers 網路擴大一倍以上。 

EVgo 

(1)EVgo 與 Chevron 及 Texaco 在加州合作設立約 8,000 個充電樁。 

(2)與 General Motors、Pilot Company 合作在美國高速公路沿線建立 2,000 個 350 kW 快充，首批 200 多個
充電樁預計將於 2023 年完成。 

(3)與 FLO 單獨合作，計劃到 2026 年在美國社區安裝 40,000 個 level2 充電椿。 

ChargePoint 

(1) SMTC Corporation 合作擴大直流樁的生產，並在加州工廠建立 level2 充電樁的生產線，預計 2026 年擴建
的工廠將能生產 10,000 個直流樁、10,000 個 Level 2 充流樁。 

(2)ChargePoint、Volvo 汽車、星巴克合作，預計 2023 年夏季將完工西雅圖和丹佛之間 1,350 英里的 15 個地
點部署 60 個直流快充。 

(3)Mercedes-Benz、ChargePoint、MN8 Energy 合作，將在美國和加拿大部署 400 多個充電站和 2,500 多個
直流快充樁。 

Blink Charging 

(1)未來 10 年預計投入 4900 百萬美元資金擴建生產 L2 充電樁的鮑伊及馬里蘭州工廠 30,000 平方英尺。以及 

2023 年宣布投資 1.5 億建置 200,000 平方英尺工廠生產直流快速充電樁 

(2)三月中旬宣布與美國郵政服務的 IDIQ 合同，Blink 將提供 41,500 個充電樁及網路服務。已於 4 月份出貨第
一筆訂單。 

BP 計畫 2030 年前在全美投資 10 億美元，目標全球提供超過 100,000 個充電站。 

Electrify America 

(1)與 Siemens 和 Volkswagen 合作投資 4.5 億美元，預計 2026 年前建置 1,800 個充電站、10,000 個超快
充。 

(2)目前在北美擁有 800 多個充電站，目標於 2026 年再增加 1,000 個充電站。 

Mercedes-Benz 2030 年前在北美、歐洲、中國建置 10,000 個快充樁 

BMW、GM、Honda 

Hyundai、Kia、 

Mercedes-Benz、Stellantis 

七大車廠於 7M23 宣布合資建置聯合充電網路，目標建置 30,000 個高功率快充樁於都市及高速公路，首批充
電樁計畫於 2024 年夏季啟用。 

資料來源：元大投顧整理 

 
 
 
 
 

ChargePoint 

48%

Non-Networked 

11%

Tesla 11%

Blink Charging 

14%

Others 15%

Tesla, 63%Electrify 

America 11%

EVGO 8%

ChargePoint 6%

Non-Networked 

3%

Others 10%



 

請參閱末頁之免責宣言。 台灣：汽車零組件 2023 年 12 月 4 日  第 10 頁，共 13頁   

台股車用類股財務表現及評價 

獲利率顯示台灣零組件廠有能力因應車價下滑 

台灣汽車零組件 1-3Q23 累計營收僅年持平，主因功率半導體族群受客戶去化庫存營收年減 9%所

拖累。從族群平均獲利率來看，2021-22 年台灣車用零組件族群的平均毛利率及營益率

23.8%/8.9%，反映多數公司有能力透過生產效率提升及漲價以維持獲利率，2023 年原物料價格止

穩，但終端車價價格亦下滑，前三季台灣車用零組件族群的毛利率及營益率提高至 24.2%/9.4%，

雖未優於 2017 年車市榮景時的 25.5%/11.8%，但自 2020 年疫情後的 22.5%/7.5%維持逐年成長，

顯示台灣零組件廠成本掌控優異，且面對車價下滑亦有因應能力。 

 

圖 23：台灣零部件公司營收及年增率趨勢 

 

資料來源：元大投顧 

 

圖 24：台灣車用零部件族群平均獲利率 

 

資料來源：公司資料, 元大投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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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部件族群整體評價面介於合理區間 

目前台灣主流汽車零部件族群未來 4 季本益比為 17.2 倍，稍低於過去 10 年歷史平均的 19.4 倍；

過去 2015-2017 年車市向上循環時，族群平均本益比上升至 20-25 倍，向下循環時則可低至 10 倍。

本中心預期 2024 年整體車市僅能微幅成長，目前評價面介於合理範圍，並未顯著偏低。推薦投資

人關注 1) 受惠中國自主品牌客戶銷售強勁的 6279 胡連；2) 充電樁建置受惠股 2301 光寶科、2308

台達電、3023 信邦。 

 

圖 25：台灣汽車零組件族群本益比 

 

資料來源：公司資料, Bloomberg, 元大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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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個股匯總 

圖 26：2023 年汽車業產業推薦類股彙整 

所屬產業 公司名稱 代碼 
市值 

(百萬元) 

EPS (NT$) EPS YoY 
營運概況與重點推薦理由 

2023 2024 2023 2024 

連接器 胡連 6279TT 15,800 8.2 10.4 -18.4% 27.1% 

 胡連 3Q23受中國車市自主品牌銷量佳，且銅價下滑，毛利

率呈季增，同時在業外匯兌收益貢獻下，EPS 2.9 元，優於

元大預期 9%。 

 4Q23 中國車市進入旺季，預期自主汽車品牌銷售仍能維持

高檔，估胡連 4Q23營收季增雙位數，毛利率在稼動率持續

提升及銅價持穩下，估季增 1.4 個百分點，EPS 3.2 元，季

增 9%。1Q24 則為淡季，估營收季減雙位數。 

 胡連受惠自主品牌客戶銷售強勁，其優異的產品性價比促使

市占率提升，且開發中高壓、高速高頻連接器以及與 LEAR

合資，有助其切入電動車、ADAS 及歐美市場。 

連接器 信邦 3023 TT 66,970 14.0 15.2 14.2% 8.5% 

 3Q23 營收季減 6%主因工業及醫療進入淡季。綠能業務策略

性接毛利較高之訂單帶動 EPS 季增 124%至 3.7元。 

 信邦交流 NACS 充電槍線 11月開始出貨，預期 4Q23汽車

部門營收將季增 4%，其餘綠能、工業、醫療、通訊部門受

淡季影響需求轉弱，估整體營收季減 4%。毛利率因營收規

模下滑季減 0.4 個百分點，EPS 2.9 元，季減 20%。 

 NACS 規格直流充電槍 1Q24 出貨，估 2024 年汽車部門營

收年增 16%。 

充電樁 光寶科 2301 TT 255,770 6.8 7.9 9.4% 17.3% 

 3Q23 光寶科光電部門復甦不如預期， 使本業獲利低於元大

預期 3%。 

 光寶科 4Q23 美系 CSP 客戶拉貨強勁持續放量，但其餘部

門如消費性電子、車用則較弱，估營收將下修至季持平至季

減低個位數，1Q24 淡季估營收季減高個位數。 

 直流充電樁 2024 年將貢獻營收，預估 2024 年光寶科電動車

充電樁營收將年增 24%。同時看好光寶科持續處置低獲利單

位，營益率估將逐年提升。 

電動車及

充電樁 
台達電 2308 TT 829,915 13.0 15.1 3.1% 16.6% 

 3Q23 台達電自動化、基礎建設部門復甦不如預期， 使本業

獲利低於元大預期 6%。 

 台達電 4Q23 主要成長動能為伺服器電源，其餘部門大多持

平至衰退，估營收季持平。1Q24季節性衰退，車用電子則

可望持續成長，估 1Q24 營收季減中個位數。 

 隨電動車事業開花結果，預期台達電汽車電子 2024 年營收

成長 44%；充電樁年增 27%。 

資料來源：元大投顧 

 

圖 27：汽車業產業重點個股 - ESG 分析 

公司 代碼 ESG 總分 風險評級 
同業排行 

(1~100，1 為最佳) 

光寶科 2301 TT 17.7 低 29 

台達電 2308 TT 18.0 低 19 

信邦 3023 TT 19.2 低 19 

資料來源：Sustainalytics (2023/12/3) 

註：ESG 總分風險評級：   極低 (0-10) 低 (10-20) 中 (20-30) 高 (30-40) 極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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