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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内饰织物面料发展趋势

张彦峰Ǔ路宏伟
浙江极氪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前湾新区分公司Ǔ浙江Ǔ宁波Ǔ315327

摘Ȟ要：当今社会，随着汽车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汽车内饰面料材料的环保性、健康、舒适、低成本、

智能化发展，更多的人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汽车成为我们日常出行的必备的交通工具，内饰除了其豪华感，材料

的也是汽车快速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织物材料的新技术研究及应用，成为汽车行业重中之重，本文通过对相关技术

和市场的研究，深入分析了这些趋势，并探讨了其对汽车内饰行业的影响。

汽车内饰织物面料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预计未来几年，随着汽车消费的增长以及消费者对汽车内饰品质和功能

性要求的不断提高，汽车内饰面料行业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并朝着环保、创新、个性化和高端化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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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织物面料在汽车内饰中广泛应用，也被广大消费者

认可和接收，织物内饰材料的发展趋势成了人们关注的

重点，主要集中在材料的环保性、舒适性、低成本、智

能性等。

汽车产量和销量增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之一，汽车产销的持续增长为汽车内饰面料市场提供

了基础。2023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3016.1万辆和
3009.4万辆，同比增长11.6%和12%，连续15年保持全球
第一。

- 消费升级与品质要求提高：随着经济发展和中产阶
级人口增加，消费者对汽车内饰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

对高品质、舒适性好的内饰面料的需求逐渐增长，这将

推动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 新能源汽车发展：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其市场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对于内饰面料有特定

需求，尤其是高性能材料、环保材料的应用，这为内饰

面料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 科技进步与创新：科技的不断进步促使新材料在汽
车内饰面料行业的应用日益广泛，例如合成纤维材料、

环保材料、抗菌材料等，这些新材料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能满足消费者对功能性、舒适性、环保性等方面的

需求。

- 个性化与定制化需求：消费者越来越追求个性化和
独特的汽车内饰，这为内饰面料的多样化和定制化提供

了发展空间。

然而，该行业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市场竞争激

烈，企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企业缺乏自主品牌，

市场竞争缺乏秩序，低端产品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等，这

些因素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的发展。

为了在市场中取得成功，企业需要不断提升技术水

平，加强研发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以满足市场

不断变化的需求，并注重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提升自

身的市场竞争力。同时，行业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竞

争秩序，促进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推动整个行

业的健康发展。

1��织物面料的环保性

一般环保面料可认为低碳节能、自然无有害物质、

环保可循环利用的面料。随着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消

费者对于纺织品的环保性能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纺织

面料行业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从原材料的选取、生

产过程到废弃处理等各个环节都将贯彻环保理念。这不

仅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还能为企业带来长远的经济

效益。

消费者对环保意识的增强促使汽车制造商采用更多

可回收、可再生的织物面料，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一般是以环保型阳光面料为主。市场上工艺大多分

为两类：一是PVC包覆纤维；二是纤维浸渍PVC中。一般
聚酯面料在国内基本上都是用的包覆方法。在国外，玻

璃纤维面料用浸渍的比较多。

1）阻燃遮阳布：遮光效果基本达到85%-99%，开孔
率1%-15%不等，并且有阻燃功能，一般都是永久性阻燃
效果。

2）压花遮阳布：通过专用机器压花，达到各种图案
效果，压花的款式很丰富。

3）提花遮阳布：通过专用工序提花，达到各种图案
效果。

4）金属涂层遮阳布：对面料进行染色涂层，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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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光面料，背面镀有金属涂层，包括镀银、镀铝等，

可以达到良好的透气透光效果。同时根据反射紫外线原

理，较一般针孔阳光面料遮阳效果更好。

旷达科技总工程师吴双全表示，CN95认证的普及，
为汽车内饰纺织品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方向和契机。以抗

菌抗病毒面料为例，利用纳米杂化技术，在纤维纺丝过

程中添加特定的金属纳米材料及其氧化物，这样制备出

的纤维在光催化的作用下，能够对细菌和病毒进行机械

吸附、固定、结合或者直接破坏，使其失去活性，从而

具备抗菌、抗病毒的功能。“我们利用这些自主研发的

新型功能性纤维生产的汽车座舱舒适系统系列产品，已

被下游汽车厂商广泛采用。”吴双全说。

2��织物面料的舒适性

随着消费升级和个性化需求的增加，纺织品定制已

经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趋势。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

喜好，定制不同款式、颜色、材质的纺织品。这种个性化

定制的服务模式将为纺织面料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织物舒适性，织物制成服装后，能赋予人体感觉舒

适的性能。人体舒适感来自触觉和视觉，有生理、心理

和物理的各项内容。可因季节、环境、生活习惯和劳

动强度等差异而不同。人体的生理舒适，要求所排泄的

汗气能及时散逸和保持体温。织物的透气、透湿和导热

性能为主要影响因素。物理方面的舒适性体现为手感或

风格，包括柔软、回弹性能、表面平整和无刺痒感等，

由纤维形态尺寸、模量、变形恢复、表面摩擦等性能决

定。心理方面的舒适性体现为美感，由织物的光泽、尺

寸稳定和色泽等决定。

汽车内饰织物面料的舒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柔软度：柔软的织物面料能够提供更亲肤的触感，
减少对身体的摩擦和压迫，让乘客在接触时感到舒适。

2）透气性：良好的透气性能使空气在面料中流通，
有助于调节车内的微气候，减少闷热和潮湿感，保持身

体干爽。

3）吸湿排汗性：能够快速吸收人体排出的汗液，并
将其挥发到空气中，避免汗液积聚在皮肤表面，提高乘

坐的舒适感。

4）温度调节性：有些面料具有一定的温度调节功
能，在炎热的天气中能带来凉爽感，寒冷时又能保持一

定的温暖，使乘客在不同季节都能感到舒适。

5）弹性和伸展性：具有适当弹性和伸展性的面料可
以更好地适应人体的动作和姿势变化，减少束缚感。

6）抗疲劳性：长时间乘坐时，面料能减轻身体的疲
劳感，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支撑。

7）低致敏性：对于敏感肌肤的乘客来说，不易引起
过敏反应的面料能增加乘坐的舒适度和安全性。

8）降噪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减少车内噪
音，营造更安静舒适的驾乘环境。

这些方面共同作用，决定了汽车内饰织物面料的舒

适程度，从而影响乘客的驾乘体验。

3��织物面料成本低

原材料获取：相比皮革等材料，织物面料所使用的

纤维原材料通常价格较为低廉，如常见的聚酯纤维、尼

龙纤维等。许多常见的织物面料，如棉、麻等天然纤

维，其原材料来源广泛，种植和采集相对容易，成本相

对较低。合成纤维如聚酯纤维等，其原料石油化工产品

供应充足，价格相对稳定且较为低廉。

生产工艺：相比一些复杂的高科技材料，织物面料

的生产工艺相对成熟和简单，不需要大量的高端设备和

复杂的流程，从而降低了生产设备的投资和维护成本。

大规模生产：织物面料的生产能够实现大规模工业

化生产，产量高，单位产品的分摊成本降低。

能源消耗：在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相对较少，尤其

是与一些需要高温、高压等特殊条件生产的材料相比。

对模具和特殊设备的需求较少：相较于一些需要特

定模具和高精度设备的内饰材料，织物面料的生产设备

相对简单，降低了设备购置和维护成本。

人工成本：生产过程中的操作相对较为简单，对工

人的技能要求不高，人工成本相对较低。

废料处理：织物面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相对较

少，且部分废料可以回收再利用，降低了处理成本。

运输和存储：通常重量较轻，体积相对较小，运输

和存储成本相对较低。

4��织物面料的智能性

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稳步提高，人们

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高品质

的生活，汽车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必不可少的交通工

具，私家车更是成为部分家庭的标配，汽车行业因此也

得以迅速发展。汽车内饰则是汽车制造中十分重要的一

部分，内饰材料的选择会提供给乘车人员不同的乘坐感

受和体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材料学的研究也在不断

深入，越来越多的新材料新技术得以被应用于汽车内饰

领域，本文将对此展开探究[1]。

通过融入电子元件和传感器，实现座椅温度调节、

按摩功能等智能化体验，提升驾乘舒适度。

随着工业4.0的推进，智能化生产已经成为纺织面
料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通过引入先进的智能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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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技术，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

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将为纺织面料行业的

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消费者追求独特和个性化的需求推动汽车内饰织物

面料在颜色、图案和纹理方面提供更多选择，实现定制

化服务。

具备抗菌、防臭、抗紫外线等功能的织物面料日益

受到关注，以提高车内环境的健康和舒适程度。

优质、创新的内饰织物面料能够提升汽车品牌的形

象和竞争力，吸引更多消费者。

推动纤维材料、纺织技术以及电子技术等相关产业

不断进行创新研发。

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于舒适、环保、个性化和智能

化的需求，提高用户满意度。

环境感应与自适应功能：能够感知周围环境的温

度、湿度、光照等变化，并相应地调整自身的性能，例

如自动调节透气性、保暖性或遮光性。

健康监测：嵌入传感器，实时监测人体的生理指

标，如心率、血压、体温等，并将数据传输到相关设

备，为健康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能量收集与存储：利用摩擦发电、太阳能转化等技

术，将人体运动产生的能量或环境中的光能转化为电能，

并储存起来，为可穿戴设备或其他小型电子设备供电。

智能通讯：具备蓝牙或其他无线通讯功能，与手

机、电脑等设备连接，实现信息的传输和交互。

形状记忆与自修复：在受到外力变形后能自动恢复原

状，或者在面料受损时自动进行修复，延长使用寿命。

智能变色：根据外界条件（如温度、光照、情绪

等）改变颜色，实现美观和警示等多种功能[2]。

定位与导航：集成定位芯片，为特殊场景（如探

险、救援等）提供位置信息。

智能防护：当检测到有害物质或危险情况时，如辐

射、化学污染等，能自动启动防护机制，减少对人体的

伤害。

智能清洁：面料具有自动去污、抗菌、防臭等功

能，减少清洁的频率和难度。

5��结束语

基于汽车健康座舱概念及其评价维度，提出健康环

保内饰面料产品的开发思路，环保内饰面料主要从纤维

材料和技术工艺的角度去考虑，健康功能内饰面料通过

创新功能材料的应用和功能整理技术赋予内饰面料附加

的健康功能价值。并以抗菌三防健康功能顶棚面料的开发

为例，测试其抗菌、防水、防污性能。提出健康安全、绿

色环保、雅致舒适、时尚高性能、智能高品质的智慧健康

座舱，将成为未来汽车内饰设计开发的重要方向[3]。

汽车内饰织物面料的发展趋势正朝着高性能、智能

化、环保可持续、个性化和功能性的方向不断迈进。汽

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应紧跟这些趋势，加强研发和创新，

以提供更优质、更具竞争力的汽车内饰产品，为消费者

创造更加舒适、安全和愉悦的驾乘环境。

汽车纺织面料领域，以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瑞安市李尔汽车面料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业内领先企

业已进入汽车制造商的全球采购体系，在生产规模、产

品品质、技术开发、生产工艺改进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

市场竞争力。国内其他一些企业无论在技术、生产规模

和产品品牌上，和行业领先者相比尚有一段距离，只能

以价格竞争作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在行业竞争中处于劣

势。皮革领域，汽车革与一般的皮革制品差异较大，具

备一定的技术难度，行业内主要的供应商以外资或合资

企业为主，如德国柏德、美国杰仕地、美国鹰革、日本

美多绿等，本土供应商主要包括明新旭腾、海宁森德皮

革、巨星农牧等公司。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汽车产量和销量

持续增长，推动了汽车内饰面料市场的扩大。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增加，消费者对汽车

内饰品质的要求也在提高，对高品质、舒适性好的内饰

面料的需求逐渐增加，推动了市场规模的增长。中国政

府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

长。新能源汽车对于内饰面料的需求也在增加，尤其是

高性能材料、环保材料的应用。这为内饰面料行业提供

了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市场在过去几年

变化较快，2023年市场规模为4,462.2百万美元，约占全
球的27.53%，预计2030年将达到5,929.0百万美元，届时
全球占比将达到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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