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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成为新顶流

1 年的骑手们，在骑行上愿意花费 1 万元以上，骑行 3 年的人

当中有 60% 的人花费已超过 5 万元。

大众对于骑行的热情不仅体现在对“骑行”的网络讨论，

更体现在各种自行车装备之上。根据美骑网数据显示，目前

自行车运动的主要群体为 18 至 40 岁青壮年人群，占比达到

69.89%，坚持每周高频次骑行用户已达到 70.12%。这直接带动

了相关装备的升级。

有个别骑行“发烧友”甚至表示，光在骑行设备上就消费

了数万元，其中包含 3 万元左右的公路车，其余的是一些头盔、

服饰、码表、踏频器、骑行台等设备和保养的费用，而且这样

的花费也只是“入门级别”。

而网络上关于自行车的讨论也引发了众多关注，有网友表

示：“月收入 3 万也买不起一辆自行车了！”“自行车已经成

为了中产的标配！”由此，众多消费者才惊讶地发现，自行车

原来可以这么贵！价格已经与汽车一较高下了。

艾媒咨询的调研报告显示，从消费者对高端自行车感兴趣

的占比来看，消费者对山地无线电子变速和全地形公路车 / 探

索公路车有较大的兴趣，比例分别为 50.2% 和 43.0%。艾媒咨

询分析师认为，高端自行车企业能依靠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推动产品质量的提高以及企业的差异化

发展战略的实施，以此摆脱成熟行业在低技术层面上的白热化

竞争。

被“卡脖子”的困境与突破

面对骑行市场消费端对于产品升级日益增长的火爆需求，

中高端自行车却经常“一车难求”。捷安特（天津）有限公司

的一位高管表示，这种情况在疫情中后期尤为明显，“当时，

企业库存是空的，高端车、公路车和部分网红车更是抢手”。 

“中高端自行车的工艺流程比较长，相关套件的交期、个

性化尺码及颜色的定制都需要时间，我们目前产品的交付周期

普遍在一个月左右。”在今年 5 月于上海举行的第 32 届中国国

际自行车展览会上，深圳市一家自行车公司的经理坦言，缺货

是常态。

中高端自行车的“一车难求”，除了疫情期间企业的产量

减缓，最主要的原因是中高端零部件缺失，尤其是高端自行车

变速器缺失。国内企业除了等待漫长的交付期，只能提前备货，

或者寻求国产替代。

素来有自行车“心脏”之称的变速器，是自行车传动系统

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技术壁垒较高，研发难度最大。资料显示，

日本禧玛诺和美国速联两大品牌占据了全球自行车变速器市

场绝大多数份额，禧玛诺一家的出货量就占全球市场的 60%

以上。

另一数据显示，国内千元价位以上自行车的变速器，年需

求量约为 800 万套，95% 的市场份额掌握在禧玛诺和速联手中，

禧玛诺又在其中占大头。这意味着，禧玛诺在变速器上的一举

一动，都会对中高端自行车市场带来影响。

据了解，在自行车变速器方面，禧玛诺在全球申请了 6000

多项专利，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就达 2500 多项。“一个简单

的变速器就有如此庞大的专利布局，基本上锁死了后来者的路。” 

速瑞达自行车零件（佛山）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卫兵接受媒体采

访时不禁感慨，变速技术不难，难的是如何绕开专利限制，避

免陷入与国际品牌的专利纠纷。

除了专利，国内企业的精密加工能力也有待提升。广东

自行车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高端变速器对制造精度的要求甚

至高于手表。“和机械手表大多时间处于稳定状态不同，自行

车变速器长时间处在高速运动中，对零部件精度要求非常高，

某些零部件加工精度要达到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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