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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新能源 综合及概念/产业链整体 综合性企业/综合企业

E-bike即电动自行车，是指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备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或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E-bike成为短途出行的灵活、便捷选择。此外，环保需求的增加使得低碳排放的E-bike成为燃油车辆的替代方

案，顺应环保趋势，E-bike成为大众的经济型出行工具。同时，电池等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这一行业的发展。

按照按外观和用途分类，E-bike可分为如下类别：

按照按外观和用途划分

设计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具备基本的车架、鞍座、车轮、车把等部件，外观较为传统，适用于日常通勤、购物等一般出行场景，是市场上

最常见的类型。

车架采用可折叠设计，方便携带和收纳。折叠后体积变小，可轻松放入汽车后备箱或在狭小空间存放，适合需要结合多种交通方式出行的

人群，如先乘坐地铁再骑折叠电动自行车完成最后一段路程。

通常具有较高的离地间隙、宽大的轮胎和更坚固的车架，能适应复杂路况，如山地、泥泞道路等。其减震性能优越，电机功率相对较大，

满足骑行者在非铺装路面的骑行需求，多用于户外探险和越野骑行活动。

注重承载能力，车架结构更为坚固，配备较大的货架或货箱，可用于运输货物。在一些城市的商业配送场景中，载货型电动自行车能承担

短途货物运输任务，如快递、外卖配送等。

E-bike行业的特征包括技术驱动、市场竞争、需求多样化。

E-bike行业受技术创新驱动，推动产品的智能化和性能提升。

摘要 E-bike行业以蓄电池为辅助能源，实现电助动或电驱动功能，成为城市短途出行和环保出行的选择。技术创新推动产品智能化和性能提升，但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战和产品

差异化是主要特点。市场规模受政策、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影响，2020-2023年持续增长，但2024年受竞争压力和产业升级转型影响出现下滑。未来，市场需求和技

术创新将驱动中国E-bike行业持续稳定发展，特别是年轻人对智能化、轻便且续航能力强的产品的偏好，以及外卖、快递等行业对电动自行车的需求，将推动市场规模进一

步扩大。

行业定义

行业分类

E-bike行业基于外观和用途的分类，可分为标准型、折叠型、越野型和载货型

标准型E-bike

折叠型E-bike

越野型E-bike

载货型E-bike

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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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技术（如GPS、蓝牙）和电池技术的进步显著提升了E-bike的使用体验和续航能力，使其更符合现代城市交通需求。这些技术进步

使得E-bike在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并不断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

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战和产品差异化是主要特点。

主要企业包括雅迪、爱玛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价格战的频繁发生，这对利润空间产生了压力。企业通过产品差异化（如不同的智能功能

和设计）来争夺市场份额，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需求多样化体现在E-bike的使用场景和用户群体的广泛性。

E-bike不仅满足了城市短途通勤的需求，还被用于快递配送、旅游观光等多种场景。随着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和提升，企业需要提供多样

化的产品以适应不同的使用需求，这推动了市场的不断细分和产品的多样化。

E-bike经历了萌芽期、启动期和高速发展期。萌芽阶段E-bike初步问世，但市场接受度有限。2000年电池技术改进和环保意识提升推动了E-

bike的快速增长，逐渐被更多消费者接受。进入2010年代，行业逐渐成熟，产品线丰富，市场竞争加剧，政府法规也开始规范使用场景。如今，

E-bike正向智能化和多样化发展，智能技术和轻量化材料推动了产品升级。未来，随着可持续交通需求的增加，E-bike将在城市和乡村交通中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3

发展历程

萌芽期 1881-01-01~1998-01-01

E-bike初步问世。1983年，上海生产出第一辆永久牌电动自行车。1992年，中国开始自行研制和生产电动自行车。这一时期主要是对

电机、蓄电池、充电器和控制器等设备进行技术摸索，存在电池寿命短、续航里程短、爬坡能力差等问题，但为产业发展积累了经

验。

E-bike的电池和电动机技术仍在起步阶段，在市场上尚未普及，消费者对电动助力自行车的认知有限。

启动期 2000-01-01~2015-01-01

随着技术进步，电动自行车行驶里程增加，成为自行车的升级换代产品和摩托车的替代品。受 “禁摩令”“非典” 等因素影响，市场需求

大增，产能迅速提升，形成了以江苏、浙江、天津为代表的三大产业集聚地。

初步规模化阶段，E-bike的电池、电动驱动系统和智能控制技术更加先进，市场已经成熟，产品种类丰富。

高速发展期 2016-01-01~2024-01-01

该阶段蓄电池寿命和容量提高 35%，电机发展为以无刷高效电机为主流，寿命提高 5 倍，效率提高近 30%，爬坡和载重能力提高约

3.5 倍，制造成本大幅下降。2019 年，“新国标” 正式实施，对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尺寸、时速等指标严格规定，认证方式转为

3C 认证，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加速了不达标小厂的产能出清，行业向龙头集中，同时也驱动了存量车的替换需求。共享电动自行

车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但因存在一些问题，受到部分地区的限制和规范。

高速发展阶段，生产企业竞争激烈，刺激了技术进步与扩散，并且政策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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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ke行业产业链上游为核心零部件制造环节，主要作用提供核心部件；产业链中游为整车制造环节，主要作用将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与其他

零部件组装成电动自行车成品；产业链下游为销售与服务环节，主要作用将产品推向市场并提供客户服务。

上游零部件制造是基础，其中电池是关键。

电池是E-bike的核心部件之一，直接影响其续航能力和使用成本。目前市场上主要有铅酸电池和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因高能量密度和长寿命

等优势，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宁德时代等知名企业，在电池技术研发和生产方面实力强劲，为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锂电池作为E-bike

的核心动力源，其原材料如锂、钴、镍等金属价格波动对成本及市场竞争力影响显著。全球锂资源分布不均，中国虽为主要消费国，但资源依赖

度较高，原材料供应安全是产业链关注焦点。

下游销售与服务是E-bike产业链的保障。

E-bike的销售渠道中，线上平台提供便捷购物体验，线下实体店则通过试骑、售后服务等吸引消费者。此外，共享出行平台等也成为拓展销售渠

道的重要方式。此外，完善的售后服务是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和品牌忠诚度的关键。无论是购车咨询、维修保养，还是故障处理，专业的售后服务

都能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也有助于推动电动自行车发展。

生产制造端

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

上游厂商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超威動力控股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倍特力电池有限公司 山东银航钢材有限公司

广东揽钢钢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腾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青岛华康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产业链分析

E-bike发展现状

E-bike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

上 E-bike产业链上游分析

上游分析

E-bike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金属、化工和电池材料等。其中金属材料充足，但价格波动频繁；化工材料中塑料产业成熟，天然橡胶

依赖于进口；电池材料中铅酸电池技术成熟，锂电池市场发展迅速。

在原材料中，钢材是制造电动自行车车架的主要材料，具有较高的强度和良好的韧性，价格相对低廉，能满足大规模生产需求。铝合金

材料因其重量轻、耐腐蚀等特性，在高端车型车架及零部件制造中应用广泛，可提升车辆的整体性能和外观质感。但是，受国际政治经

济形势、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市场供需关系等因素影响，钢材价格波动较为明显。2025年第一季度钢材成交价格处于3,280-33,00元

区间，临近年关，钢厂生产有所放缓，一定程度上影响钢材的供应情况。 在化工材料中，塑料是电动自行车外壳、塑件的主要原料，

常见的有ABS、PP等，能满足不同车型的外观设计需求。橡胶则用于制造轮胎、把手套等部件，提供良好的抓地力和舒适性。化工材

料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耐用性和安全性，优质轮胎橡胶能确保良好的耐磨性和防滑性。在电池材料中，铅酸电池的主要材料为铅及

其化合物，具有成本低、技术成熟等优点，但能量密度相对较低。锂电池材料如钴酸锂、磷酸铁锂等，能量密度高、重量轻，但成本较

高。电池材料的性能决定了电动自行车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充电速度。

零部件制造商包括电池、电机、控制器以及车架、车轮、刹车系统、减震系统、车把、鞍座等其他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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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端

新能源电动车整车制造商

中游厂商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 立马车业集团有限公司

九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小牛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台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销售与服务

渠道端

电池是电动自行车的核心部件，直接影响车辆的续航能力。铅酸电池以其性价比优势，在中低端市场仍占据较大份额，2025年第一季

度市场占比约80%；锂电池凭借其高能量密度、长寿命等特性，市场份额逐渐扩大。如天能、超威等品牌具有较强竞争力，而宁德时

代、亿纬锂能等企业在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市场表现突出，市场上主流的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已达到200Wh/kg，部分领先企业推出的产

品能量密度已突破300Wh/kg，部分企业研发的石墨烯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达到了400Wh/kg，续航里程可达到100公里以上。2023年受

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渗透率一度下降，但随着碳酸锂价格下降，锂电渗透率重回增长态势。 此外，电机为电动自

行车提供动力，常见类型有轮毂电机和中置电机。轮毂电机结构简单、成本较低，广泛应用于普通电动自行车。控制器是电动自行车的

“大脑”，负责控制电机的转速、电流和电压，实现电动自行车的启动、加速、减速、制动等功能，并对电池进行保护，延长电池使用寿

命。

中 E-bike产业链中游分析

中游分析

中国是全球E-bike产业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其中游产业制造集中度较高。

2023年全球电动自行车总体出货量达到6,740万辆，同比增长4.5%。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自行车生产和消费国，2023年中国电

动自行车销量达到5,520万辆，占全球销量的81.9%。本土市场销量受新国标政策影响，在经历前期换购潮后，逐渐回到常态替换、少

量新增的状况。 目前，中国E-bike生产主要集中在江苏、天津、山东、河南、浙江五个省份，其中江苏是头号大省，占全国产量20%

左右。E-bike产业集聚有利于企业降低采购成本、共享基础设施、促进技术交流与人才流动，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提升整个区域的产业

竞争力。

供应链的协同和优化在中游整车制造环节中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产品的交付速度和市场响应能力。

整车制造商通过与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关键部件的稳定供应。部分E-bike制造商与电池和电机供应商签订了长期

供货协议，从而减少了因供应链中断导致的生产延误。这种协同效应使得企业能够更加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此

外，物流和供应链的优化进一步缩短了零部件从供应商到生产线的时间。通过采用仓储管理系统和实时库存监控技术，整车制造商能够

大幅减少库存成本，并提高生产线的柔性生产能力。在某些领先的制造企业中，原材料的周转时间大幅度缩短，这直接提升了生产的敏

捷性和市场响应速度。

下 E-bike产业链下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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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台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小牛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综合零售商场和超市

2020-2023年，受到政策、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影响，中国E-bike市场规模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新国标”在2019年落地，各地过渡期普遍在3-5年，2020年处于政策红利释放期，消费者有更换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需求，同时淘汰了部分

低落后产能，行业集中度提升。此外，节能减排、碳达峰等政策要求，以及人口增长带来多样化绿色出行需求，及时配送与共享电单车的增长，

都促进了电动自行车市场的发展。同时，宏观环境改变了欧美人的出行方式，欧洲各国出台补贴计划鼓励自行车出行，刺激了中国电动自行车的

出口，海外市场成为产销量大增的一大驱动力。

2024年，E-bike市场受到竞争压力与产业升级转型影响出现下滑。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达较高水平，市场需求逐渐趋于稳定，增长空间有限。同时，安全隐患问题凸显，2023年电动自行车火

灾事故较多，引起公众对电池安全的关注，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2024年政府出台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

及《推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等政策，鼓励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市场需求，减缓了市场规模下滑的趋势。 综合

来看，传统E-bike企业面临来自传统车企和新兴品牌的双重挑战，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等策略，影响市场整体价

格水平和利润空间，进而影响市场规模。

市场需求预计驱动中国E-bike行业持续稳定发展。

预计，未来中国E-bike市场消费群体年轻化。年轻人是电动自行车消费的主力军，占比达41.39%。他们偏好智能化、轻便且续航能力强的产品，

这促使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不断推出满足年轻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从而拓展市场份额，推动市场规模增长。此外，随着城市交通拥

堵加剧，E-bike在家用、商用以及即时配送服务等领域的需求持续增长。特别是外卖、快递等行业对电动自行车的需求旺盛，这将带动市场规模

的进一步扩大。

从技术层面来看，智能化已经成为E-bike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下游分析

多渠道销售策略和电商平台的崛起显著扩大了E-bike的市场覆盖面。

E-bike制造商通过多种销售渠道（包括线下经销商、专卖店、电商平台）来覆盖不同的市场和客户群体。通过与大型连锁零售商合作，

迅速进入市场，这种方式大幅度占据市场份额。多渠道的销售策略使得E-bike能够更好地适应各地市场的需求，提高了品牌的市场渗透

率。此外，随着在线购物的普及，越来越多的E-bike通过电商平台直接销售给消费者。这一模式不仅降低了中间商的费用，还使得消费

者能够更方便地比较价格、选择产品。电商平台还提供了丰富的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帮助制造商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

售后服务和用户体验成为增强品牌忠诚度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售后服务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用户的满意度和品牌忠诚度。部分领先的E-bike品牌通过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网络，包括保修服务、维修点

和上门服务等，显著提升了客户满意度。除此之外，品牌还通过改善用户体验来增加市场竞争力。部分E-bike品牌推出了智能手机

App，用户可以通过App查看车辆状态、进行导航和远程控制车辆。这种智能化的体验增强了用户对品牌的依赖，进一步巩固了品牌的

市场地位。

行业规模

E-bike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

E-bike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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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钥匙解锁、远程开锁、OTA升级、导航、防盗等功能在高端车型中逐渐普及。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和用户体验，满足了消费

者对便捷、智能出行的需求，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推动市场规模扩大。此外，电池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如固态电池和快充技术的发展，将解决

电动自行车的续航焦虑问题，提高充电效率，提升电动自行车的整体性能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市场规模增长。

政策名称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意见》

颁布主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4-07-31

影响

7

政策内容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推广低碳交通运输工具。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推动城市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替代。

政策解读 鼓励和支持低碳交通工具的普及，以减少传统燃油车辆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推动交通系统的绿色化。低碳交通工具包括电动自行车（E-bike）。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颁布主体

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4-05-01

影响

9

政策内容 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政策解读
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促进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改善自然环境质量。提升公众的生活质量，为未来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数据来源: 中国政府网、中国人民日报、汽车之家、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

规模预测

E-bike行业规模

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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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名称

《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

案》

颁布主体

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4-05-23

影响

8

政策内容 推进交通运输装备低碳转型。加快淘汰老旧机动车，提高营运车辆能耗限值准入标准。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汽车购买限制。

政策解读 通过推动交通运输装备的低碳转型，降低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提升车辆的能源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推动交通系统的绿色升级。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政策名称

《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

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

年版）》

颁布主体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市场监管

总局 国家能源局

生效日期

2024-01-29

影响

8

政策内容
鼓励零售企业、电商平台联合生产企业通过设置产品专区、突出显示专有标识、发放绿色优惠券、开展产品设备减碳量自我声明等方式，引导消费者优先选购能效先

进水平产品设备。

政策解读 通过鼓励并引导消费者购买高能效、节能的产品和设备，从而提升市场上节能产品的占比，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

的指导意见》

颁布主体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中国人

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

总局

生效日期

2024-02-05

影响

10

政策内容 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优化重构。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技术改造。加快补齐新兴产业绿色低碳短板弱项。

政策解读 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低碳优化和重构，降低这些行业的碳排放和资源消耗，提升其环保性能，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第一梯队以中国头部品牌主导市场，包括雅迪、爱玛、台铃等传统巨头凭借品牌影响力、渠道优势和研发实力，以绝对优势占据行业前列，

销量均超200万台，其中雅迪年销量超千万台；此外，绿源、小刀等品牌也长期稳居前五，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第二梯队主要包括新势力品

牌崛起，九号作为主打智能化的新品牌，凭借高性能电摩和高端定位，2024年销量突破200万台，直逼行业前五，成为新势力中的最大黑马。相

比之下，小牛因策略调整，销量被九号反超，跌至中游。

从市场层面来看，E-bike市场已趋于饱和，消费需求分化，从而进入存量竞争阶段，竞争激烈。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E-bike保有量已处于较高水平，一二线城市市场需求逐渐见顶，传统销售渠道增长乏力，市场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这使得竞

争更加激烈，企业需要通过各种策略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此外，消费市场呈现分化态势，高端用户愿意为科技含量高、品质好的产品买单，而

下沉市场消费者则更追求极致性价比。这促使企业针对不同市场层次推出差异化产品，如九号以智能电动车吸引Z世代消费者，台铃、金箭等以

高性价比产品深耕下沉市场。

从政策层面来看，E-bike受到新国标及相关政策影响。

2018年新国标发布后，市场出现非国标车替换潮，在2024年仍有一定影响，同时各地“禁摩限电”政策的松绑，刺激了电动自行车的换购潮和需求

增长。另外，2024年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问题受到关注，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也促使行业竞争格局发生变化，部分不符合标准的小品牌面

竞争格局

E-bike概况

E-bike行业竞争格局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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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更大压力。此外，2024年8月，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推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随后又有相关部门发布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措施，众多企业积极响应，抢抓换购红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格局，让部分品牌通过优质服务和优惠方案在换购市

场中占据优势。

受到技术升级与产业的持续发展，智能化成为差异化竞争关键，E-bike市场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成为新趋势。

电动化、智能化深刻影响两轮车产业发展，智能化成为E-bike的发展新方向。九号等品牌凭借智能互联系统，如实现车联网、远程控制、OTA、

辅助驾驶等功能，在智能化赛道上独领风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差异化竞争，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此外，锂电池因其能量密

度高、寿命长等优势，逐渐在电动自行车领域普及，这不仅带来了技术升级的机遇，也促使企业在电池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加大投入，提升产品

性能，以满足消费者对续航等方面的需求。

由于中国政策的支持与市场需求，本土E-bike市场竞争激烈，出海成为重要增长方向。

中国本土E-bike市场市场增长空间变小，海外市场成为企业寻求新增长的重要方向。雅迪、爱玛、小牛等知名品牌已布局海外市场，通过在海外

建设生产基地、建立销售网络和品牌推广等方式，积极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电动自行车企业提供了新机遇，加强了与沿线

国家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拓展了海外市场渠道。此外，环保意识逐渐提高，海外消费者对绿色出行方式的需求不断增加。电动自行车具有环

保、便捷、经济等特点，能满足短距离出行需求，在城市交通中具有优势。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3529） 九号有限公司（689009）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603787）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256）

1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bike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上市公司速览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49.5亿元 -9.0

同比增长(%)

18.0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75.3亿元 -1.4

同比增长(%)

26.6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7.6亿元 -34.5

同比增长(%)

15.3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9亿元 27.9

同比增长(%)

10.4

毛利率(%)

企业分析



10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无锡市 行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法人 王家中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205566864772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10-12-16

品牌名称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

售；合成纤维销售；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制品

销售；音响设备销售；音响设备制造；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汽车装饰用品制造；物联网应用服务；技术进出口；摩托车

及零部件研发；五金产品研发；金属制品研发；摩托车零配

件制造；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助动车制造；助动自行车、

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电动自行车销售；电池销售；非公路

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销售；五金产

品零售；五金产品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

件、零部件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

务；电力设施器材制造；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玩具制

造；玩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进出口代

理；货物进出口；网络技术服务；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竞争优势

雅迪持续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和设施。这使得公司能够在电池技术、电机系统和智能控制方面保持领先地位。此外，多年来的市场

运营和高质量的产品使得雅迪赢得了消费者的高度信任，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较高。

企业官网

2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3529】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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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86192.5107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天津市 行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法人 张剑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2000071821557X4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938361600000

品牌名称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汽车除

外）、观光车（汽车除外）、非公路休闲车（汽车除外）、

体育器材及其零部件制造、研发、加工、组装；自行车、电

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其零部件销售及售后服务；五金交

电、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易制毒品除外）批发兼零售；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提供商务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及相关的业务咨询；

公共自行车智能管理系统的研发、基础施工、安装、调试、

维修及技术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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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分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1.21 1.13 1.1 1.16 1.14 1.2 1.15 1.12 1.14

/ / / / / / / / /

75.1499 81.968 80.8462 74.8425 73.8943 72.2985 62.8291 63.5418 60.89

/ 8.9914 20.9601 15.3351 15.952 23.7989 19.3274 35.0906 1.1244

/ 19.9051 -41.4915 62.9896 21.7699 14.7636 10.9392 182.1444 0.4101

/ / / / / / / / /

/ / / / / / / / /

4.3012 4.7827 8.4168 10.1206 8.5699 4.2745 4.6211 4.3091 5.5465

/ / / / / / / / /

0.8942 0.9302 0.9412 0.7141 0.8014 0.5391 0.6674 1.0054 0.9471

6.81 5.82 4.17 2.15 4.17 3.41 5.188 8.7897 2.1629

15.8615 16.9366 13.0493 13.1151 13.678 11.4174 11.7224 16.3623 16.5109

98.679 98.4893 98.2313 98.0951 98.5517 98.9323 98.029 97.7339 83.5634

0.4725 0.5583 0.6869 0.602 0.7061 0.4667 0.571 0.9347 0.8902

10.7661 9.8044 4.7074 7.3897 7.4616 7.0132 5.8175 11.7518 9.886

/ / / / / / / / /

/ / / / / / / / /

41.16 47.85 28.17 33.24 / / 17.46 31.15 25.4

1.19 1.43 0.83 1.26 1.54 1.77 1.79 3.31 2.2

6.3351 6.9385 3.3783 4.7861 4.9862 4.7258 4.3362 9.0017 9.0147

1.6994 1.413 1.3934 1.544 1.4964 1.484 1.3416 1.3055 1.0967

/ / / / / / / / /

/ / / / / / / / /

/ / / 0.9488 0.9514 0.9438 4.7953 3.4414 2.0459

/ / / / / / / / /

12.6211 15.943 17.4865 14.9568 16.6782 16.3476 17.0874 16.6173 14.2034

5912255550.68 6443850066.62 7794486945.74 8989778923.53 10423830989.66 12904586099.11 15398710870.72 20802212994.46 21036120862.29

/ / / 2.0835 3.4932 5.2606 6.029 6.9826 5.4582

1.19 1.43 0.83 1.26 1.54 1.77 1.79 3.31 2.12

374559739.45 449116271.2 262771390.64 428290063.26 521528433.85 598524584.35 663998092.9 1873433343.24 1881115782.35

1.01 1.21 0.99 1.16 / / 1.66 3.17 2.06

/ / / / / / / / /

6.81 5.82 4.17 2.15 4.17 3.41 5.188 8.7897 2.1629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业

收入

扣非净利润同比

增长(%)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实际税率(%)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预收款/营业收入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债

(%)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净资产(元)

每股公积金(元)

扣非净利润(元)

存货周转天数(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元)

毛利润（元）

经营现金流/营业

收入

公司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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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爱玛电动车竞争优势显著，技术研发上，动力、电池、电控及能量回收等系统均有自主创新成果；产品设计风格多样且注重细节，能满足不同人群需求；品

牌建设成果斐然，知名度高、荣誉众多；销售与服务方面，3万家线下门店布局广泛，获五星级售后服务认证，服务优质；产业链优势突出，7大生产基地和

智能化中心保障供应，还实现核心零部件自研自产；秉持环保理念，生产线清洁能源利用与产品环保节能兼具，综合竞争力强。

企业官网

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

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

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

的内容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

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

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

箱：support@leadleo.com。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

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

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载。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