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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出行产业积极创新求变
近日，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广州市

人 民 政 府 指 导 ， 中 国 自 行 车 协 会 主 办 的

2023 中国两轮出行产业大会在广州举办。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中国自行车、电动

自行车产业正处于发展变革的新阶段，面

对成本上升、外需不足等多重困难挑战，

行业积极顺应扩大内需、消费升级的新趋

势，加快科技创新和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步伐，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孕育兴起，带动了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促

进了产业深度融合，为两轮车行业更好发

展创造了新契机、开辟了新空间。”中国自

行车协会理事长刘素文表示，2022 年，我

国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

入 210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 实 现 利 润 超

100 亿元，同比增长 20%以上，行业盈利能

力稳步提升。今年以来，虽因生产成本持

续升高，企业盈利水平有所下降，但 1 月至

8 月，全行业规上企业实现利润仍略好于轻

工行业平均水平。

两轮出行产业盈利能力的增强，与行业

近年来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创新能力、

积极培育消费热点等一系列努力密不可分。

据悉，“十四五”以来，两轮出行行业

集中度进一步提高，2022 年，我国自行车

十强企业产量占行业总产量的 55.3%，电动

自行车十强企业产量占比达 68.9%。产品结

构进一步中高端化，2022 年千元以上自行

车产量超过总产量的 20%；以锂电电动自行

车为代表的高端产品占比超 20%，产量突破

1000 万辆。同时，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

发展趋势明显。比如，焊接机器人已在行

业广泛使用，20%以上的企业已开展了生产

线自动化升级改造，不少骨干企业还将车

载芯片、车载操作系统、北斗导航等新技

术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试点融合。

当前，行业正加快培育世界级产业基

地，推动新一轮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形成，

重点抓好浙江胜山、河北冀中南和天津芦台

3 个产业集群升级，以及广州花都区、广西

贵港港北区、海口市 3 个产业基地培育创建

工作。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工信局局长

高裕跃介绍，作为国内自行车主要生产基地

之一，广州已基本形成供应链完备的生产体

系，覆盖从研发、产品设计、零配件生产、

整车生产、检验检测等全产业链环节，并逐渐

向赛事、旅

游等产业后市场

延伸。

“中国两轮出行产品有规

模、有市场、有活力，这是我们几十

年 努 力 奋 斗 积 攒 下 来 的 优 势 。 但 也 要 看

到，与世界级顶尖同行相比，‘中国两轮制

造’依然欠缺对技术探索的痴迷、对品质

的苛求。同时，行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

题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如行业创新能力

不足、高端产品供给短缺、原材料价格波

动 剧 烈 等 都 对 行 业 的 发 展 形 成 制 约 。 此

外，在重要市场长久遭遇国际经贸摩擦，

也给行业拓展国际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刘

素文说。

面对困难挑战，两轮出行产业顺应国内

外市场消费升级的新趋势，积极创新求变，

行业运行呈现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一个变化是行业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增

加高品质供给以满足消费升级。近几年，人

民群众对健康和安全的出行需求增加，2022

年中高档运动自行车内销增长 30%以上；电

助力自行车近 3 年在国际市场上也备受追

捧，占电动自行车行业全部出口量的一半，

出口平均单价超过 600 美元。今年以来，自

行车电动自行车企业抓住开学季、双节假

期、亚运会等时机，拉动内需增长。

为增加高品质产品供给，企业普遍加

大新品研发力度。在骑行热带动下，国产

传动部件获得市场广泛认可，国产化成为

显著趋势。电动自行车企业在智能化上下

功夫，语音交互、智能解锁、场景控制、

辅助骑行等功能成为主流配置。据行业相

关上市公司发布的上半年报，多数企业的

研发经费增长超过 10%。

另 一 个 变 化 是 积 极 调 整 国 际 市 场 布

局，紧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

场 机 遇 ， 寻 找 外 贸 新 增 长 点 。 刘 素 文 介

绍，今年以来，我国电动自行车对东南亚

和南美等国家的出口增长态势十分强劲，

预计全年增速将保持在 20%左右。为满足海

外市场需求，国内企业正进一步加大线上

销售，尝试建立海外仓，扩大出口规模。

我国两轮出行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

键节点。据行业预计，明年上半年，在趋于

饱和的市场环境中，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我国由“自行车王国”变成“自行车

强国”，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会长张崇和建议，自行车行业要以实用安

全、高性价比的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适度简约、绿色低碳的消费需要；以品质

优良、突破创新的高端产品，满足消费者

专业骑行、引领风尚的消费需要。在聚焦

新科技、强化创新链、优化产业链、涵养

生态链、畅通销售链、打造产业发展新引

擎的同时，还要聚焦新赛道，全面推进行

业数字化转型，开辟智能制造新天地。以

技术和经验赋能上下游，带动产业链加快

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增强绿色出行产品供

给能力。“自行车行业要把握机遇，顺势而

为，推动转型升级，重塑行业价值。”张崇

和说。

直播电商付费会员制应物有所值

祝

伟

日前，某直播电商正式上线

付费会员制度，成为第一家实行

该制度的直播电商机构。

过去 10 多年，电商不断创

新营销手段，实现网络零售额

井喷式增长。尽管交易数据屡

创新高，但经历多年高速增长

之后，互联网的流量红利逐渐

减 弱 。 据 艾 媒 咨 询 发 布 的

《2022 年中国品牌营销及消费行

为监测报告》，互联网红利开始

从流量时代走向存量时代，随

着流量红利逐渐减弱，整个行

业进入稳定发展期。

同时，熟悉各种促销方式的

消费者对低价偏好已不再像过去

那么明显，单纯依靠低价吸引消

费者的销售模式难以为继。面对

网购行业深刻变革和消费者习惯

变化，如何通过二次创新打破固

有路径依赖，在拓展新用户的同

时，增强原有用户的黏性、活跃

度、忠诚度，提升付费转化率，

这更考验电商企业。

正因如此，近年来头部电商

不断加快模式创新的步伐，寻找

新的流量和业务增长点，在传统

电商之外，社交电商、社区团购

电商、直播电商等新兴业态层出

不穷，蓬勃发展。同样，直播电

商试水付费会员制，正是电商适

应消费变革、应对竞争挑战、撬

动更大商业空间的一种探索。

尽管商业模式不断创新，技

术也在不断迭代，但商业本质其

实一直没有变：无论是实体零

售还是网络电商，能不能理解消

费者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如何才

能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才

是决定生意好坏的核心所在。付

费会员制也是如此，如果有足够

的消费者愿意为此埋单，确实能

筛选出那些黏性高、对商品和服

务品质要求高、复 购 率 高 的 用

户，为电商的差异化服务提供

锚点，就能为商家带来高价值的回报。

如何为付费会员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更好的购物

体验，让付费会员觉得物有所值甚至是物超所值，进而

形成与传统电商不同的差异化竞争力，决定了作为“后

来者”的直播电商在付费会员制的道路上能走多远。要

实现这一点，有赖于电商企业建立起对目标市场和用户

消费行为的深度理解，以及商品流通、日常管理，甚至

是合规经营的能力。正是这些硬实力，支撑起一个商业

模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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