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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汽车改装市场由“灰色地带”向规范化的演变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机动车保有量的逐年提高，人们对汽车个性化的需求也日益激增。

• 早期汽车改装大多数在民间私下进行，多以外观改动为主，配件大部分依赖进口或走私。

• 中国汽车改装市场从逐步形成至今，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演变，也正在由以往的“灰色地带”逐步迈向规范化。

中国汽车改装市场的发展历程

萌芽期
90年代-2005年

起步期
2006年-2015年

快速增长期
2016年-2020年

合规化推进期
2020年至今

DIY文化兴起：最早的汽车改装活动多由
少数“车迷”在民间私下进行，改装多以
外观个性化为主，如贴膜、换轮毂、加
装尾翼等，零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或走私
渠道，改装店规模小、分布散，行业尚
处“游击”状态。

政策高压监管：国家尚未对改装活动做
出专门规定，交管部门多以“擅自改动车
辆”论处，年度年检和交强险理赔风险严
重制约改装需求增长。

市场初步形成：随着中国乘用车保有量
的快速攀升，一些规模化改装店开始涌
现，零部件本土化生产能力提升，涂装、
包围、排气等基础项目可在国内采购。

车展与社群推动：各大国际及本土车展
增设改装专区，改装俱乐部、线上论坛
带动改装文化初步扩散。

法规“灰色地带”：改装虽被交管严控，
但并无明文禁止所有项目，部分地方交
通管理部门对非结构性改装执行较为宽
松，行业准入门槛低、门店资质参差不
齐。

需求爆发：伴随汽车保有量突破2亿辆，
全国平均改装渗透率开始显著提升；个
性化、性能化需求同步增长，性能调校
（ECU调教）、悬挂系统升级、制动套
件添加等项目大行其道。

安全标准介入：2015年实施的国家强制
性 安 全 检 验 标 准GB 21861-2014
（2015年3月1日生效）为改装后的年检
提供了参考依据，但并未专门针对改装
项目立法，仅对安全检验方法做出了更
新。

新版安全检验标准：2021年1月1日，公
安部发布GB 38900-2020《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进一步细化改
装后车辆年检要求，为合规改装提供了
清晰的技术框架 。

行业协会指南发布：2025年4月，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推出《汽车改装技术规范
指引》，明确开放包含ECU动力调校、
车身包围、刀锋轮毂等16项改装项目，
为行业合法化打开“白名单” 。

新能源车改装兴起：随着特斯拉、比亚
迪、蔚来等新能源车型占比提升，电动
车专属改装赛道迅速打开，包括电机控
制器优化、轻量化底盘套件、智能驾驶
传感器加装等成为新热点。



02. 汽车保有量上升推动改装市场高速增长
• 截至 2024 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53亿辆，较 2020 年的 2.81亿辆累计增加 0.72亿辆，五年内新增约 7200 万辆 。每多 1000 万辆存量，就相当于数百万潜在改装用户，只要改装渗透率提

升 1%，就能为市场带来数十亿元的新增空间。

• 随着存量车主规模扩大，改装连锁门店、4S店官方改装点以及电商＋直播安装等多元化渠道快速铺开，技能资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降低了车主改装的时间和心理成本，进一步

催化改装意愿。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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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汽车消费人群年轻化明显，汽车改装渗透率提高
• 根据乘联会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汽车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24-40岁，整体占比达79%，说明“年轻化”已成大势，尤其是初入职场和家庭第一辆车的换购用户最活跃。

• 年轻一代车主更注重“个性化＋社交分享”价值，他们愿意为改装支付溢价；同时，GB 38900-2020 年检新标准的实施及多地“改装备案制”试点，为合法合规改装提供了明确指导和信心保障，降

低了车主对年检和交强险风险的顾虑。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2024年中国市场汽车消费人群年龄结构 2020-2024年中国汽车改装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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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目前汽车改装的定义与分类
• 目前汽车改装市场的主要按改装内容分为四大类：

① 外观改装：包括前后包围、车身贴膜、车灯改装等；

② 性能改装：包括引擎改装、ECU调校、进排气系统改装、刹车系统改装、悬挂系统改装等；

③ 内饰改装：包括影响系统升级、座椅升级、中控屏升级、氛围灯安装等；

④ 智能电子改装：包括HUD加装、行车记录仪安装、车联网模块安装、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安装等。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汽车改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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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外观改装占主导，智能电子改装是趋势
• 外观改装增速趋缓，市场渗透已高；性价比优势仍在，但增长更多依赖新款花色与品牌联名。

• 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对于汽车内饰的美观度与舒适度要求飞速提高，汽车内饰的舒适化改造未来将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 近年来在汽车智能化与网联化的趋势下，很多旧款车型在智能电子改装上也有相当大的需求，因此智能电子改装也是汽车改装市场未来的增长点。

• 由于性能改造所需成本与专业资质要求均较高，而且在政策上虽有松绑，因此近年来需求下降明显。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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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华东华南占据汽车改装市场半壁江山
• 华东和华南均为“汽车大省/市”，其中上海、江苏、广东的汽车保有量常年居全国前列，单是这三地就贡献了超过 5000万辆存量，若按4.5%的平均渗透率来算，就能带来超过200万辆的改装需求。

• 另外华东和华南地区经济条件优越，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高，更强的支付能力使车主在提升车辆个性化、性能及舒适性上愿意投入更多，也推动了高端改装需求在这些区域率先落地。

• 华东和华南地区也有更完备的改装服务和产业配套，在一些主要城市的改装市场，已经形成了以 “4S 店官方改装中心 + 本土连锁改装店 + 专业厂商” 三位一体的服务网络。

• 华东华南地区在汽车改装的政策支持上也大于其他地区，在“改装备案制”与“年检合规化”方面开展早期试点，率先发布地方细则，给本地改装行业“合法化”带来政策红利。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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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政策支持对汽车改装市场影响巨大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汽车改装行业通过合规化与标准化提升行业门槛，国家先后推出多项安全检验标准，对改装后性能、安全、排放等指标做出明确要求，迫使改装厂商和门店必须具备更高资质与检测能力。通过规范

化施工和备案流程，行业从“野蛮生长”逐步走向“正规化”与“品牌化”。

• 合规化同时也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增强消费者信心，刺激改装意愿，在“白名单”合法改装项目、备案制推广及地方试点推动下，车主对改装后年检能否通过、保险理赔是否受限等顾

虑明显减弱，改装渗透率稳步上升，有效拉动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 广东、浙江等地率先出台地方细则，允许在“安全可控”范围内加装包围、轮毂、灯具等部件，并简化备案手续，形成地方改装产业集群，有力带动了本地万亿级市场的爆发式增长 。

近年汽车改装方面出台的主要支持政策

时间 政策／标准 核心内容与影响

2015年3月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21861-2014《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为改装后车辆年检提供首个技术检验方法框架；虽未专门针对改装，但明晰了制动、转向等安全
检测要求。

2021年1月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38900-2020《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细化改装后车辆的安全检验项目，明确对动力、排放、车身结构等改装项目的年检指标，支撑合
法合规改装。 

2025年4月 《机动车登记规定》修订案（“白名单”制度） 明确16项合法改装项目，其中8项可自主变更无需备案，8项需事前申报，大幅降低改装合规成本
和复杂度

2025年5月 商务部等八部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通知》 2025–2027 年在多地开展试点，重点支持“营造汽车文化氛围”，明确“推动汽车改装有序发展”，
并完善行业管理机制

2025年5月 《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落实细则 聚焦改装产业链升级、配件认证清单发布、检测机构培育等，引导市场由“无序竞争”向“集约化、
生态化”演进



08. 汽车改装行业产业链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中国汽车改装行业的产业链可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主要环节，各环节各司其职、相互协同，共同支撑整个改装生态：

    上游（零部件及技术供应）：材料与配件制造商、技术与软件开发。

    中游（改装品牌与服务商）：专业改装厂/连锁品牌、4S店与主机厂官方改装中心、电商与线上平台。

    下游（车主与增值服务）：终端车主、售后与维护、金融与保险、培训与认证。

汽车改装行业产业链示意图

上游：零部件及技术供应 中游：改装品牌与服务商 下游：车主与增值服务

材料与配件制造商

• 外观件：包围件（PP/ABS 塑料）、碳纤维件、车身贴膜
材料、专用漆料

• 性能件：高流量进排气系统、不锈钢排气尾段、刹车套件
（多活塞卡钳、打孔通风盘）、可调避震器、轻量化轮毂

• 内饰件：运动座椅、氛围灯、铝合金脚踏、专用中控面板
/包皮件

• 智能电子：HUD 抬头显示器、ADAS 传感器、行车记录
仪、车机互联模块

技术与软件开发

• ECU 标定与调校：软件算法开发商、标定实验室
• 整车通讯协议与 CAN 总线改装：专用网关、网线线束生

产商
• 智能驾驶与 OTA 平台：第三方智能升级方案、云端服务

运营商

专业改装厂/连锁品牌

• 直营连锁：车艺尚、改吧、XPEL 中国等，在一二线城市
布局直营店，具备标准化施工与质保流程

• 加盟／授权店：依托体系化培训、统一配件与施工标准，
快速下沉至二三线市场

4S 店与主机厂官方改装中心

• 主机厂 OEM 选装件：奔驰 AMG Performance、宝马 M
Performance 套件等官方授权改装部件

• 授权施工网点：部分车企在全国 4S 店设立“官方改装中
心”，提供与原厂同标准的升级服务

电商与线上平台

• 垂类平台：懂车帝、玩车教授，为车主提供配件选型、施
工预约、视频测评

• 综合电商：淘宝、拼多多、抖音、快手直播带货，结合
“线上下单—线下安装”模式

终端车主
• 私人车主：追求个性化、性能化、智能化需求
• 车队与俱乐部：赛事改装、品牌联名、社群活动体验

售后与维护

• 定期质保检测：改装件的性能、安全检测、年检复核
• 配件更换与升级：升级换代、套件扩展

金融与保险

• 分期融资及定制保险：改装分期付款方案；专项改装险种，
覆盖事故责任与配件损坏风险

培训与认证

• 技师培训及检测结构：全国各大改装品牌和行业协会提供
施工资质培训；第三方实验室和年检站，为合规改装提供
检测、认证服务



09.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外观件材料：包括塑料与复合材料、贴膜与涂装。包围件、底包围、扰流组件多采用 PP/ABS 及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国内龙头如万向一二三、吉利康尼已能生产满足轻量化与强度需求的高性能

材料；进口高端碳纤维件仍依赖少数欧洲与日本供应商。车身保护膜、改色膜等薄膜材料正由进口品牌（ 3M、PPF）向国产（路虎盾、耐落）替代，国产膜材在耐久性与施工便捷性方面差距快速

缩小。

• 性能改装部件：包括排气系统、刹车与悬挂、轮毂与轻量化部件。国内不锈钢排气尾段与中段管件年产能超 200 万套，主要集聚于浙江、广东；高端钛合金与航空铝合金排气系统仍由少数进口品

牌主导。多活塞卡钳、通风打孔盘、可调避震在国内已有优质供应商（如华昌、君威），但极端工况下的耐温与耐久性能仍需对标 Brembo、Öhlins 等国际品牌。国内铸造与锻造轮毂产能巨大，

年产超 1000 万件；其中性能级锻造轮毂主要集中在江苏无锡、重庆万州等地，技术壁垒逐步提高。

• 电子与软件技术开发

• 智能硬件模块：包括HUD、行车记录仪与ADAS、车机互联与网关。国内厂商（如京东智联、趁热科技）能批量生产 10 万+ 套 HUD 和标配行车记录仪，但在高精度激光雷达和毫米波传感器领域，

仍以瑞萨、博世、大陆等外资巨头为主。越来越多厂商融合车载娱乐与远程 OTA 升级能力，本土品牌（柠檬车联、车和家）正快速追赶。

• ECU标定与软件算法：包括动力与排放标定、CAN 总线与协议适配等。国内已有多家专业标定实验室（如中汽中心授权机构）和民营调校商，能针对主流车型进行功率、安全曲线及排放优化。本

土线束厂商（如科力远、航天电器）与软件公司合作，快速推出适配各主流车型的 “即插即用” 改装网关。

汽车改装产业链上游主要部件

汽车改装产业链上游：进口原材料及技术依赖度高

外关包围件 改色贴膜 排气系统 轮毂 刹车卡钳 HUD显示 ECU标定



10. 汽车改装产业链中游：品牌化、标准化、数字化转型
专业连锁品牌逐渐占据市场，如“车艺尚”“改吧”“XPEL中国”等，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布局直营店或加盟店，通过统一的门店形象、标准化施工流程和质保体系，构建起较强的品牌黏性。它们通常

与上游配件商建立长期合作，保证配件来源可追溯、性能稳定。4S店凭借其专业优势进入改装市场，越来越多主机厂在原有4S网络中增设“官方改装点”或“原厂选装中心”（如奔驰

AMGPerformance、宝马MPerformance），利用原厂认证配件和技师团队，为高端用户提供“原汁原味”服务，同时避开非正规门店带来的年检与保险风险。在三四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仍有大

量小规模作坊式门店，以灵活定价和当地人脉关系为优势。它们引入成本较低的国产配件，快速响应定制化需求，但因标准化、资质和售后体系不健全，市场风险相对较高。垂类平台（懂车帝、玩车

教授）和综合电商（淘宝、抖音）形成“线上选件>下单>到店施工”闭环，线上平台通过短视频内容和达人测评吸引流量，再与线下门店或品牌连锁合作完成安装。此模式在年轻车主中尤为流行。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中国知名连锁改装品牌门店

车艺尚门店 海口独家xpel官方授权店



11. 汽车改装产业链下游：年轻人为主要消费人群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汽车改装消费者人物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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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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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可支配收入
1.2-3万元

用车类型
A级/紧凑级轿车

SUV为主

• 年龄：消费主体高度集中于“Z世代”，特别是以95后为核心的年轻群体。他们是推动改装潮流的主力军，消费观念前卫，乐于接受新事物。数据显示，90后对外观内饰的美观尤为看重，而更年轻

的95后群体则已成为新能源汽车的购买主力之一，他们将改装视为表达个性和生活态度的重要方式。

• 性别：市场整体仍以男性为主导，他们是性能、操控和竞技风格改装的核心玩家。但最显著的趋势是女性消费者的快速崛起，她们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尤其偏爱在车身颜色、内饰细节、精致饰品和

智能化功能等方面进行个性化定制，成为推动“颜值经济”在改装领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 城市：改装消费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发达的高线级城市。超过三分之二的改装用户分布在二线及以上城市，其中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用户占比就接近一半。这些地区经济水平更高，年轻人更易接触

前沿潮流文化，汽车保有量大，且拥有更成熟的改装产业链和更浓厚的玩车社群氛围，是改装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市场。



12. 与发达市场对比：法规环境、技术创新等差距明显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汽车文化起步较早，汽车改装市场相对成熟，改装文化、法规与认证体系完善，中国市场仍在合规化、品牌化过渡期，中国汽车改装行业亟需在法规标准、配件认证、渠道多

样化与技术生态等方面持续补齐短板，以缩小与成熟市场的差距。

• 发达市场汽车改装授权配件（genuine/Certified）体系成熟，中国目前正在推动“配件可追溯+第三方检测”体系。汽车改装配件的高端材料、配件与智能电子领域国内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明显落

后，需加强国产配件制造与研发能力，并完善认证体系建设。

2024年中、日、美三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亿美元） 2024年中、日、美三国汽车改装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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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汽车改装市场未来发展的四大挑战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政策法规的不确定性与区域差异

01

全国标准尚未完全统一，尽管已有 GB 38900-2020 和“白名单”制度，但各

地备案流程、审批时限和实施细则仍存差异。后续政策演进难以预测，例如未

来是否扩大“白名单”范围、如何进一步放宽性能改装项目，均直接影响企业

投资与布局决策。

安全与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

02

目前汽车改装行业仍然缺乏统一的配件认证体系，上游改装件虽有第三方检测，

但全国性、权威性的质量认证和追溯体系尚未完善。各类改装店施工质量参差不

齐，中小工作室和“贴牌店”因缺乏标准化作业流程和专业资质，存在安装不规

范、售后无保障的隐患。

市场分散与品牌信任不足

03

国内汽车改装行业头部品牌集中度低，虽然连锁品牌在一二线城市崛起，但全国

范围内依然有大量小微改装店，品牌效应与服务一致性难以保障。消费者信任建

立仍然需要过程，车主对改装店的资质、工艺和售后服务尚存疑虑，需要通过质

量口碑和规模化运营来提升信任度。

技术与人才短缺瓶颈

04

汽车改装方面专业技术人才稀缺，高端性能调校、智能电子集成等环节急需既懂

硬件又通软件的复合型改装工程师。技术更新速度快，新能源、智能驾驶和 OTA

等新技术迭代迅速，改装企业需持续投入研发和培训，才能避免技术落后导致的

市场边缘化。



14. 中国汽车改装市场未来发展的四大趋势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合规化与标准化持续深化

01

随着更多改装项目被纳入国家或地方“合规白名单”，车主和门店的合规成本

将进一步降低，行业准入门槛趋于一致。上游零部件厂商会更加主动地为改装

件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和合格标识，下游门店则形成“即买即装”的无忧方案。

由行业协会和检测机构联合推出的《改装施工规范》《门店资质评估》系列标

准，将推动中小门店向专业化、连锁化转型。

电动化与智能化改装双轮驱动

02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针对电驱系统优化的轻量化底盘组件、高效制动套

件与电机冷却强化包，将成为车主首选。HUD 抬头显示、车载 5G 互联、ADAS

升级模块与 OTA 软件优化，将由“选装”逐步过渡到“标配+可拓展”模式。改

装厂商与云平台联动，提供功率曲线图、制动测试报告、智能诊断与远程升级，

打通“硬件＋软件＋数据”闭环。

个性化与定制化需求升级

03

一车一版设计，更多微改色、局部碳纤维包围、内饰材质拼色、品牌联名限量版

等“私享定制”服务将增多。借助 AR/VR 技术，消费者可在线上“先看后装”，

并通过数字化配置工具实时定制方案并下单。改装体验将与车友会、主题聚会、

社群直播深度捆绑，形成“内容＋用户＋品牌”三角共创生态。

平台化服务与一体化生态

04

从选件、设计、施工、质保到二次升级，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打通 CRM、

ERP、MES 与在线预约系统，让改装交付更高效透明。改装分期、专项改装险、

延保服务等将成为标配，帮助车主化解高客单价的资金与风险顾虑。零部件、门

店、检测机构、内容平台、金融机构等多方将在同一生态平台中协同作业，共享

数据与流量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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