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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电动自行车技术逐步走向成熟实用化，电动自行车除了节能、经济、环保之外，并兼

有机动车的省力省时特点，符合当今中国消费者的消费特征和需求，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便

拥有庞大的消费群。发展至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自行车生产和消费国,年产量和消

费量占世界总产量和消费量的比重均超过90%。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

个发展阶段，即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成熟阶段。  

      （起步阶段&mdash;1995 年至2004 年）该阶段的特点主要是对电动自行车的电器四大件（

电机、蓄电池、充电器和控制器等）关键技术的摸索研究，以汇集信息、跟踪技术、组织市

场观察为主，通过小批量的市场试用投放，电动自行车开始进入消费者的视野。在起步阶段

，我国电动自行车市场发展缓慢，到2004 年，电动自行车的总产量仅有676 万辆。在技术方

面，早期的电动自行车，单次行驶距离较短，蓄电池寿命短，尚未解决蓄电池和电机方面技

术上的问题；在市场方面，仍处于培育阶段，进入市场的厂家和商家不多。

      (快速发展阶段&mdash;2004 年至2007 年)该阶段的特点是随着关键技术方面的突破，电动

自行车快捷、环保、方便的性能得到提升，消费者对电动自行车的认可度逐渐提高，激发了

市场的消费需求。特别是2004 年5 月1 日正式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将电动自行车

纳入非机动车管理范畴，电动自行车得以更广泛地应用，促进了电动自行车的快速发展。根

据中国自行车协会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量为1,211 万辆，2007 年电动自行车的

实际产量已达到2,138万辆，复合增长率为32.87%。同时，企业间激烈竞争促进了行业技术水

平的快速提升，电机从有刷有齿电机发展为高效无刷电机，电动自行车用动力型铅酸蓄电池

在工艺上取得突破，产业进入&ldquo;井喷式&rdquo;发展阶段，行业内出现了一批全国性品牌

，大量的小品牌也凭借低价优势获取小区域内的市场。

      (成熟阶段&mdash;2007 年至今)该阶段的特点表现在形成了电动自行车产业集群，天津、江

苏、浙江三地成为电动自行车的主要生产区。该时期具有竞争力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凸显，并

且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众多不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和生产厂商逐步退出，产业集中度开始提

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上半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制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444家

。当中71家企业出现亏损，亏损企业亏损金额为2.73亿元。

      2015年上半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制造行业规模总资产达到408.1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3%

。行业总产值为374.5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

      2015年上半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制造行业销售收入为352.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2%

。2015年上半年行业利润总额为17.63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3%。



      《2016-2022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战略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

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

、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

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

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电动自行车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电动自行车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

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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