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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产业期待升级

量方面，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现存约 348.2 万家自行车相关

企业。

艾媒咨询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自行车行业竞争格局可分

为三个层次：一是拥有雄厚资金、规模优势、较高市场认知度

和品牌知名度的大型自行车企业，如捷安特、美利达；二是研

发设计能力强、销售渠道广、产业链整合能力强的出口型企业，

如富士达、喜德盛；三是行业内的众多中小企业，主要生产低

档次、低附加值产品，依靠价格竞争拓展周边区域市场。

“今年 1—3 月，我国自行车规模以上企业产量 731 万辆，

同比增长 15%，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3%，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13%。”从中国自行车协会发布的今年一季度运行情况来看，

自行车制造夯实企稳基础，营业收入呈现总体回稳、恢复加快

的良好态势，盈利水平持续改善。

市场中高端化趋势明显

一直以来，城市骑行被看作带动中高端自行车销量的主力。

作为全球第一的自行车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市场的中高端化

趋势日益明显。

据中国自行车协会数据，2023 年，我国千元以上自行车产

量达到 1215 万辆，同比增长 15.1%，千元车占总产量的比重已

达 24.9%，比上年提高 4.3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消费升级趋势明显。2023 年，抖音平

台上与骑行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增长 94.4%，骑行相关内容的搜

索量增长 137.4%，市场上高端运动型自行车销量增长超 10%，

尤其是碟刹公路自行车成为主流。速降山地车、砾石公路车、

铁三车，以及自行车的升级版——电助力自行车等新产品不断

涌现，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不同的车型价格不一样，市面上普通的自行车预计 1000—

3000 元，更好些的一两万元，国际高端自行车品牌五六万元，

还有一些顶级品牌卖到 15 万元以上。调查数据显示，骑行超过

不仅仅局限于日常通勤，还扩展到运动健身、竞技比赛以及休

闲旅游等多个领域。在新一轮自行车需求爆发的情况下，我国

作为自行车王国，行业迎来了“第二春”。

如今，中国自行车产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生产

和出口基地，产品远销全球各地。从传统的脚踏自行车到智能

助动车，从普通型到专业的山地自行车和赛车型，产品种类繁多。

在 2020 年至 2022 年特殊的三年期间，自行车市场经历了

爆发式消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数据显示，2020 年第三季度自

行车出口金额突破 11 亿美元，创 1995 年以来单季度出口金额

超 10 万美元大关的佳绩。2021 年，我国自行车产量 7639.7 万辆，

全行业总营业收入 3085 亿元，总利润 127 亿元。

进入 2023 年后，受到国际地缘政治波动、整体经济疲软等

因素影响，自行车市场整体需求量相较前三年大幅减少，整个

行业增势放缓。

不过，在摆脱三年疫情阴霾后，消费者对户外运动与出行

的需求和热情持续高涨，以及受到国家“双碳”政策的影响，

依然让自行车市场具有回暖趋势。这一增长与全球自行车市

场规模扩张息息相关。全球自行车市场规模预计在 2024 年 至

2029 年间以 4.20% 的复合年增长率从 561.6 亿美元增长至 690 

亿美元。其增长动力源于低碳全球化的推动，在欧洲、东南亚、

非洲、北美等地，自行车因环保理念与缓解交通拥堵而成为出

行新选择。

中国重归自行车制造大国，与庞大的产业规模和成本优势

密不可分。目前，中国已形成天津渤海湾、江浙沪、珠三角三

大自行车集群产业带，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每年

贸易量约占全球六成。2023 年，中国自行车产量高达 4883 万辆，

其中近 4000 万辆流向国际市场，显示出强劲的出口势头。

企查查今年 8 月 1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自行车相关

企业每年注册量逐年增加。尤其是 2022 年，全国累计注册 70.3

万家自行车相关企业，同比增加 117.2%，是近十年增速高峰。

在此基础上，2023 年我国自行车相关企业注册量增加 110.6%

至 148.0 万家，接近 2014 年同期的 27 倍。另在自行车企业存

　　全球自行车市场规模预计在 2024 年 至 2029 年间以 4.20% 的复合年增长率

从 561.6 亿美元增长至 690 亿美元。2023年，中国自行车产量高达4883万辆，
其中近4000万辆流向国际市场，显示出强劲的出口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