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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者◎馬中超、整理◎編輯部

自
行車產業是低碳環保產業，這已是全

球共識。我看過一組數字，說單輛電

動自行車一年節約碳排放等效植樹 22 棵，

按最新電動自行車保有量 1.43 億輛統計，

減排效果相當於造林 16 萬公頃。那麼，可

以想像，比電動自行車更加環保、零排放，

且社會保有量高達 3.7 億輛的自行車，年節

省的碳排放量將更為驚人。所以，我們完全

可以驕傲地說，自行車行業為美麗中國、也

一定能為中國夢的實現做出巨大貢獻。藉

此機會，講三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產銷現況

首先，自行車市場空間仍然存在，行業整

體運行平穩。眾所周知，自行車行業是典型

的外向型行業，產品出口帶動了行業的快速

發展，但近年來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

勢，以及製造業普遍低迷的客觀實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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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和自我提升，從不嫌晚

穩」已屬不易。中國自行車協會和中國輕工

業信息中心聯合發布的 2012 年中輕自行車

景氣指數顯示，過去一年，自行車行業景氣

指數在上半年呈逐月下滑趨勢，但下半年

的企穩反彈使得整體仍處於穩定區間，年

末兩月更可以用「漸熱」形容。

具體經濟指標顯示，2012 年自行車總產

量為 8,278 萬輛，同比雖略有下降，但規模

以上企業累計完成 5,912.5 萬輛，同比小幅

增長；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 523.3 億元，同

比增長 9.4%；累計實現利潤 22.9 億元，同

比增長 41.3%。出口方面，2012 年累計出口

整車 5,715.1 萬輛，同比增長 2.6%；出口額

為 31.8 億美元，同比增長 9.4%；整車出口

平均單價同比增長 6.6%。

進入 2013 年以來，1-5 月份行業繼續表

現穩定，企業出口額、利潤同比齊升，特

別是後者，漲幅達 29.3%。附加值比較高

的競賽型自行車平均出口單價節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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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這一數字僅 218.3 美元，2012 年

提高到 294.2 美元，今年 1-5 月份再升至

337.3 美元。

在出口方面，雖然今年 1-5 月份，自行車

對美國、日本等傳統市場的出口有所下降，

但對印尼、韓國、俄羅斯增長較快，同比漲

幅分別為 52.7%、15.0% 和 13.9%。歐盟方

面，2012 年全年出口僅為 66.8 萬輛，但今

年 1-5 月我們出口到那兒的自行車就達到了

41.6 萬輛。這傳達了至少兩個信息：一是在

整個出口形勢低迷的情況下，我們的企業

不僅加大了重點市場的開拓力度，還在重新

爭取歐洲市場；二是今年上半年我們行業

在對歐盟反傾銷應訴中取得突破性進展，

出口企業有希望獲得一個較低的出口稅率。

在進口方面，2012 年大陸累計進口整車

12.5 萬輛，同比增長 87.0%，進口額 5,447.9

萬美元，同比增長 130.4%，進口平均單價

為 434.9 美元，折合人民幣 2,700 多元。這

說明什麼？說明國內市場不僅存在，還有很

大的空間，尤其是對中高端自行車的需求旺

盛，值得大家期待。

 機遇和發展動力

其次，自行車行業仍有機遇和發展動力。

去年，在十八大報告中第一次從國家層面，

將生態文明建設提高到建設「美麗中國幸

福民生」的高度，確立了「五為一體」的建

設總布局。城鄉建設部、國家發改委和財

政部曾兩次聯合發文，要求城市步行和自

行車交通系統的建設，並給出了指導意見，

在明確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中反覆提到了自

行車。與此同時，「自行車製造業」在建國

以來第一次入列輕工行業 20 個大類之一，

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再度得到提升。此外，

據我們了解，中國目前已有 26 個省、近百

個城市開展了公共自行車租賃，約 30 個城

市擁有專業化級別的「自行車綠道」。像北

京，已明確將自行車道系統整治作為年度

重點工程，計畫今年底在中心城區 3 條地

鐵沿線形成連續的自行車出行系統，並在

2015 年將自行車出行比例由現在的 18.1%

提高到 20%。行業主產區之一的天津，更

是高度重視其發展，將自行車產業列為當

地支柱產業之一，並由政府出面組織研究

編制《天津市自行車產業發展規劃》和行

業發展指導意見。可以說，目前是行業發展

過程中所處環境最好的時期之一。

順應趨勢、把握趨勢

第三，行業發展要順應趨勢、把握趨勢。

經過十幾年發展，自行車行業已進入了良性

發展軌道，處於低端產品下滑、中高端產品

上升的變革之中，面對這樣一個轉型升級

和產品結構調整的特殊時期，行業和企業

必須審時度勢、順應趨勢，在產品的品牌、

檔次和文化提升上把握趨勢。

事實上，我們行業已經有所體現：目前，

行業規模以上企業有 396 家，去年累計

完成產量 5,912.5 萬輛，佔行業總產量的

71.4%；這其中，行業十強企業工業總產值

之和為 584.95 億元，又佔了自行車行業規

模以上企業所完成的工業總產值的 22%。

這足以說明自行車行業已具有較高的集中

度，但這還不夠，我們對行業前十強的希

望是，電動自行車能成為國際品牌，自行車

能培育成國內著名品牌，並盡快縮短和國

際品牌的差距。

自行車功能的轉變已成為必然，以休閒

健身為目的的中高檔自行車備受青睞已成

為事實，前不久剛落幕的北京展上，一輛 1.8

萬的自行車被當場買走。我們調研也發現，

山東、天津、廣東等地出現了專注生產中高

檔自行車的廠家，山東德州更是正在形成



60 2013  自行車市場快訊 NO.151 http://www.wheelgiant.com.tw

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s

以美利達、泰山為代表的高端自行車生產基

地，瀋陽渾南也在醞釀打造以高檔自行車為

主導的自行車東北總部基地，天津更是在新

編制的產業發展規劃裡明確提出「到 2017

年高中檔自行車產量佔總產量 4,000 萬輛

的 30%」的目標。

自行車本身並不複雜，要推出具有更高

附加價值的產品，可做的文章不外乎新材

料、新工藝、新外觀或者新理念。「650B 系

列山地車」這個產品當屬新理念範疇，是

產品多樣化、高端化的一個新亮點。「26 太

小，29 太大，27.5 剛剛好」能否為廣大消

費者所愛，能否為產品檔次提升和中高端

化創造新的機遇，值得我們認真研討。

營銷界有一個著名觀點：任何企業、產

品只要能具有獨特價值，成功搶占在消費

者印象中的一個定位，就會有很可觀的利

潤，並且是長期的。換句話說，一個產品

要讓消費者接受，完全不必把它塑造成全

能形象，只要有一方面勝出就已具備優勢，

而產品的附加值價值越突出，給消費者印

象就越深刻，就越有豐富的情感聯想，就

越能在價值戰中脫穎而出。「650B 系列山

地自行車」案例告訴我們，我們要關注的

遠不止技術研發、生產工廠等領域。

將自行車文化上升到意識層面

自行車行業文化是軟件，是屬於精神文

明範疇。實踐證明「以文化為切入點，拉

動產業升級」的行業發展思路，是卓有成

效的。我們連續四年舉辦了全國性的、行

業特色鮮明的、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參與

的大型「低碳行動 騎行中國」活動，專門

組建騎行文化促進中心和主題網站，同時

推出《騎行風尚》雜誌、出版系列騎行書籍、

拍攝有關自行車文化的紀錄片《行者無疆》

以及首部自行車題材的故事片《阿米走步》

等等。可喜的是，在各地協會和主要骨幹

整車企業的支持下，與大家共同的全心付

出和辛苦努力下，自行車文化得以廣泛宣

傳和普及，行業的文化社會影響力得以大

大提升，並反過來有力地推動了行業增長

方式的轉變。

更讓我欣慰的是，「自行車文化」這個軟

件本身也在升級，就像我們今年舉辦的「低

碳行動騎行中國 2013 美麗西部自行車幸福

行」，活動打破了以往常規，將主題定為公

益，我們的企業在得知是為陝甘寧青四省

內貧困地區的 12 所中小學捐贈自行車及相

關配套產品、組建中國西部小小自行車隊

後，報名踴躍、參與熱情極高，還在結束後

意猶未盡地詢問何時啟動下一次。

這無疑是行業自行車文化建設的又一個

轉折點，因為自此，我們將不再滿足於單純

地展現「騎行」這一外在姿態，而將更多的

開始思考這一動作背後代表的精神，譬如

勇敢、擔當、守責重諾等；開始真正將自行

車文化上升到意識層面，更加貼近「文化」

的本質和內核。

最後，給大家講一個新聞：6 月 28 日，

西安外國語大學 22 歲的應屆畢業生廖靖

文，獨自一人從西安出發，騎行 16 天，經

過 5 個省、1,200 多公里，於 7 月 13 日回到

自己江西宜春的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

位 90 後女孩說就是想用這種方式給自己的

大學生涯畫上句點。這就是我們自行車文化

的魅力，這就是我們自行車產業的動力！相

信隨著越來越多的自行車企業看清趨勢、

把握機遇，並在更寬、更深的領域思考和駕

馭價值戰略，一定會出現更多的「廖靖文」，

於此，中國自行車產業做成「萬年產業」，

才不會變成一句空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