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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摘要

2020年，中国居民日均总出行需求超20亿次，其

中中国居民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需求极高。新国标

颁布并落地执行后，电单车监管体系逐步成熟，

共享电单车产品获得监管许可，中国日均超7亿次

电单车出行需求推动共享出行企业快速布局共享

电单车市场。2017-2020年，中国共享电单车投

放量大幅提升，由17.5万辆增加至151.7万辆。未

来，一二线城市对于电单车的监管将趋于严格，

共享电单车业务区域仍将集中于以三线及三线以

下城市为主的下沉市场。

共享电单车运营商的商业模式较简单。租车押金

为企业提供业务现金流，是企业的主要营收来源。

共享电单车租金通常以使用时长计费，目前共享

电单车使用成本约为4元/小时。共享电单车运营

商正着力于发展多元化收入，目前共享电单车多

元营收主要为线下终端及软件平台的广告收入。

2020年，中国共享电单车下游投放数量与用户均

集中于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以及三线以下城市，

投放数量占比分别为24.6%，40.9%以及33.0%，用

户占比分别为23.5%、40.5%以及34.3% 。

 三足鼎立竞争格局形成

中国共享电单车龙头企业包括哈啰、青桔以及美

团，三者的共同点均为企业同时提供共享单车以

及共享电单车的服务。哈啰、青桔及美团均首先

推出共享单车服务，并通过共享单车服务所搭建

的软件及平台以较低成本开发共享电单车业务。

此外，共享单车业务为企业布局共享电单车服务

提供大量有效的共享出行用户数据。因此，哈啰

出行、青桔及美团开展共享电单车业务均较成功，

合计占据中国共享电单车市场超90%营收份额。

 锂电池渗透率提升

锂电池环保、高性能等属性将逐步提升电动自行

车产品锂电池渗透率。由于共享电单车对续航能

力、使用率的高要求，共享电单车产品锂电化率

将高于总体电动自行车市场。未来，锂电池在电

动自行车中渗透率将逐步提升。目前电动自行车

存量中铅酸电池渗透率仍较高，考虑到电动自行

车的寿命周期，2021-2023年电动自行车存量中

铅酸电池渗透率将逐步降低，渗透率下降速度约

为5%-6%/年。2023年后，随着目前存量市场大量

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达到使用寿命极限，且增量

市场锂电池渗透率加速提升，铅酸电池电动自行

车渗透率将加速下降，渗透率下降速度预计将超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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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铅酸蓄电池：一种电极主要由铅及其氧化物制成，电解液是硫酸溶液的蓄电池。铅酸电池放电状态下，正极主要成分为二

氧化铅，负极主要成分为铅。充电状态下，正负极的主要成分均为硫酸铅。

 锂电池：一类由锂金属或锂合金为正/负极材料、使用非水电解质溶液的电池。

 镍氢蓄电池：一类正极活性物质主要由镍制成，负极活性物质主要由贮氢合金制成的碱性蓄电池。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GB 1776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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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宏观市场综述

 中国居民日均出行需求高，电动自行车是
中国居民出行主要方式之一

 共享出行可解决用户交通需求痛点，未来
交易额增速稳定

 共享出行将由大量资本投入的引流阶段逐
渐进入商业模式成熟期，人均共享出行消
费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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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市场

电动自行车

中国居民日均出行需求高，其中两轮车在各类出行方式中占比 高；
出行需求刺激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监管体系成熟，电动自行车产量、
销量以及保有量等指标均保持快速增长

I. 中国居民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高：

 2020年，中国居民日均总出行需求超20亿次，其中两轮车在各类出行方式中占比 高。两轮车可分为电动自行车及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在两轮车出行方式中占比达64.5%，因此中国居民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需求极高，是中国居民出行的主要方

式之一。作为对比，四轮车及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均低于电动自行车出行的占比。

图表1：中国居民出行方式分类占比，2020年

54.1%
45.9%

非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

37.9%

35.9%

26.2%

出租车 网约车 私家车

64.5%

35.5%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中国公共交通服务人次不断增加，居民汽车保有量亦不断提升，但二者总体增速有限。此外，中国主要城市交通资源基

础建设已基本完成，部分二线、三线城市居民3-10千米的出行需求仍将通过两轮车方式解决。2021-2035年，预计两轮

车将长期成为中国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中国电动自行车的出行需求将长期存在。

居
民
出
行
方
式 四轮车

公共交通

两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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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至今，居民大量出行需求刺激中国电动自行车产量、销量以及保有量等指标均保持快速增长。2019年，《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GB 17761-2018)(以下简称为“新国标”)实施，通过明确电动自行车产品规格以提升电

动自行车生产标准化程度，从而提振厂商产销量。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出行的意愿下降，进一步

提高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

3,215 3,113 3,278 
3,609 

4,439 4,511 4,737 
5,021 

5,272 5,509 

2,932 2,943 3,089 
3,464 

4,261 4,330 4,547 
4,819 5,060 5,28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产量

销量

图表2：中国电动自行车产量、销量及保有量，2016年-2025年预测

23,880 24,616 25,388 26,254 
29,535 30,834 32,198 33,644 35,162 36,74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保有量

单位：万辆

单位：万辆 注：未来保有量数据根据电动自行车销量及电动自行车更换率测算

年复合增长率 产量 销量 保有量

2016-2020年 8.4% 9.8% 5.5%

2020-2025年 4.4% 4.4% 10.1%

 2016-2020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量、销量及保有量均稳定增长，中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由23,880万辆增长至29,535万辆，

年复合增速为5.5%。 2020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量约为4,439万辆，销量约为4,261万辆，2016-2020年复合增速约为8.4%

和9.8%。2025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将达到36,748万辆。考虑电动自行车日均的使用频次约为2次，电动自行车可为

中国居民提供约7.4亿次/天的使用需求，即可覆盖中国居民超90%的电动自行车使用需求，中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接近饱

和。随着行业监管政策逐步落实，中国居民长期稳定的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将推动电动自行车产销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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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国电动自行车产品标准已完善：

 2018年5月，中国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发布，并于2019年4月15日起强制执行。新国标将电动两轮车具体分类为电动自行车、

电轻便摩托车及电动摩托车，且产品均需要进行3C认证。此外，新国标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整车安全、机械安全、电气

安全、防火性能、阻燃性能、无线电骚扰特性和使用说明书的主要技术要求及相应的试验方法。面对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不断提升的状况，各地政府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依据地方实际情况出台地方性的相关规定。相较电动轻便摩托车与电

动摩托车，相关部门对电动自行车 高车速、电机功率、整车质量及电车电压做出明确限制，如电动自行车 高车速不

超过25千米/时，整车质量不超过55千克等，电动自行车整体安全性能及监管能力逐渐增加。

图表3：新国标电动两轮车分类标准对比

电动自行车 电动轻便摩托车 电动摩托车

执行标准 GB17761-2018 GB/T 24158-2018 GB/T 24158-2018

标准实施时间 2019-04-15 2019-04-01 2019-04-01

需电摩生产资质 不具备 具备 具备

3C认证 必须 必须 必须

脚踏骑行功能 具备 不具备 不具备

高车速 ≤25千米/时 ≤50千米/时 ＞50千米/时

电机功率 ≤400W 400W-4kW（非强制） 可大于4kW（非强制）

整车质量 ≤55千克 无明确限制 无明确限制

电池电压 ≤48V 无明确限制 无明确限制

能否载人 1名12岁以下儿童（部分
地区） 否 1名成人

属性 非机动车 机动车 机动车

驾驶证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牌照 电动自行车牌照 蓝牌 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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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市场

共享出行

共享出行解决用户交通需求痛点，未来交易额增速稳定；2021-2025
年共享出行市场将由大量资本投入的引流阶段逐渐进入商业模式成熟
期，人均共享出行消费提升

I. 共享经济高速发展，共享经济市场受疫情影响出现缩水，但预计未来交易额仍将稳定增长：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33,773亿元，在疫情影响下仍实现同比约2.9%的增长。

从发展速度上看，疫情对不同领域共享经济产生的影响差异显著。知识技能和共享医疗两个领域交易规模同比分别增长

30.9%和27.8%；共享住宿、共享办公和共享出行三个领域交易规模出现显著下降，同比分别下降29.8%、26%和15.7%。

 从政策导向上看，发展共享型消费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将成为提振经济重要的工作抓手，其中，扩大内需是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的核心要义。共享经济可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并从供给侧着力不断发展可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新型服

务业态。扩大内需的目标为共享型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新需求，也意味着共享经济未来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

II. 共享出行解决用户交通需求痛点，交易额增速稳定：

 2020年，中国共享出行交易额约为2,276亿元。共享出行方式包括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共享汽车及网约车等，共享出

行的社会价值日益凸显。由于共享单车及共享电单车可有效解决中国居民近距离出行问题，并以环保的方式节约出行成

本，因此在政策扶持下共享单车及共享电单车投放数量逐步提升。而共享汽车及网约车可提高中国汽车资源的利用率，

同时提供灵活就业机会，缓解社会部分就业压力，共享汽车及网约车的用户数量不断提升。

 共享出行的重要性推动政府各部门、行业协会、行业龙头企业等共同制定共享出行细分领域的监管体制、安全保障机制

等。因此，作为共享经济重要的组成环节，在2020年共享出行市场出现缩水的情况下，共享出行交易额2016-2020年复

合增长仍达到15.3%。

图表4：中国共享出行交易额，2016年-2025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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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中国共享出行用户数约为5.9亿人，2016-2020年，中国共享出行用户数年复合增速达11.2%，同期共享出行渗透

率由27.2%增长至41.9%。2020-2025年，受共享出行需求用户数量限制，中国共享出行用户增速将明显放缓，渗透率增速

将下降，2020-2025年共享出行用户年复合增速将下降至1.2%。

图表5：中国共享出行用户数 & 渗透率，2016年-2025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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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中国共享出行人均消费 & 人均共享出行消费占人均出行消费比，2016年-2025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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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消费 3.0% 14.0%

 共享单车及共享电单车可有效解决用户短距离交通需求痛点（0-10千米），网约车可有效解决用户中距离交通需求痛点

（10-50千米），而共享汽车可有效解决用户长距离交通需求痛点（大于50千米）。共享出行通过解决用户出行痛点可

有效提升行业用户粘性，在未来行业用户数量增速降低的同时，共享出行人均消费预计将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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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共享出行将由大量资本投入的引流阶段逐渐发展成熟，进入流量变现的商业阶段，用户更为稳定，未来共享出行

的折扣力度较行业发展初期将大幅降低，共享出行人均消费增速提高。

 2017-2020年，中国共享出行处于高速拓展期，行业总体用户人数大幅提升，企业通过减免用户费用吸引用户，同阶段

中国共享出行用户大量积累，由4.5亿人增加至5.9亿人。中国共享出行人均消费占出行人均消费比呈下降趋势。2020年，

受疫情影响，共享出行人均消费大幅下降。未来，交通刚性需求推动行业用户流量变现，2020-2025年中国人均共享出

行消费增速较2016-2020年将出现大幅提升，达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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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市场现状

 新国标落地执行后市场逐步成熟

 共享电单车市场渗透率仍较低

 一二线城市对于电单车的监管将趋于严格

 共享电单车业务区域仍将集中于三线及三
线以下城市等下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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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现状

共享电单车

新国标落地执行后共享电单车市场逐步成熟，但市场渗透率仍较低；
一二线城市对于电单车的监管将趋于严格，共享电单车业务区域仍将
集中于以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为主的下沉市场

 新国标颁布并落地执行后，电单车监管体系逐步成熟，共享电单车产品获得监管许可。中国日均超7亿次电单车出行需求

推动共享出行企业快速布局共享电单车市场。2017-2020年，中国共享电单车投放量大幅提升，由17.5万辆增加至151.7

万辆，年复合增长率达105.4%。

图表7：中国共享电单车投放量 & 共享电单车占电单车保有量比，2017年-2025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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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中国共享电单车市场渗透率仍较低，行业处于扩张初期。根据头部企业与电动自行车生产商签订的协议，

2021-2022年，共享电单车头部企业青桔单车、哈啰出行、美团预计市场设备投放量将增加200万台。此外，小鸣、7号、

街兔等企业亦将提高下沉市场设备投放，未来中国共享电单车行业设备数量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2020-2025年，中国共

享电单车投放量仍将快速扩增，2025年中国共享电单车投放量预计将达794.5万辆，同期中国共享电单车市场规模将随着

共享电单车投放量的大量提升而增加，2025年中国共享电单车市场预计将达435.0亿元。

图表8：中国共享电单车市场规模（按营收计），2017年-2025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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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线城市人口密度高，出行需求较为高频，共享电单车的需求量高且密集。但由于一二线城市交通空间资源较为紧张，

共享电单车停放需占用人行道等交通资源，并会带来潜在的交通拥堵及安全问题。出于人口密度、街道拥挤程度等交通

安全因素考虑，北京等一线城市明确规定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租赁，并将加强相关业务监管。因此，2020年中国共享电单

车投放区域集中于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占总体投放数量的73.9%。未来，一二线城市对于电单车的监管将趋于严格，共

享电单车业务区域仍将集中于以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为主的下沉市场。

图表9：中国共享电单车投放数量城市分布，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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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共享电单车客单价约为2元。由于一二线城市与下沉市场（三线及以下市县等）交通资源不同，一二线城市交通

资源更为密集，一二线城市用户可较便利地选择公交车作为3-10千米的出行工具。与公交车相比，共享电单车不具有价

格优势。而在下沉市场，用户可选择出租车、网约车等出行方式作为3-10千米的出行工具，相比之下共享电单车具有较

高的价格优势，三线城市及三线城市以下市场用户对于共享电单车的需求推动共享电单车行业下沉。

图表10：中国共享电单车市场下沉逻辑

一二线城市 下沉市场

主要替代出行方式 公交车 汽车（出租车、网约车）

价格

共享电单车客单价

1-2元/次 >10元/次

2元

共享电单车是否
具有价格优势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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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三线城市是共享电单车 主要的营收市场。由于共享电单车在三线城市及三线城市以下市场具有价格优势，

2020-2025年，中国共享电单车市场增量预计将依旧来自三线城市及三线以下城市。此外，由于一二线城市交通空间资

源较为紧张，一二线城市政府对于共享电单车预计将持续采取限制政策，这将推动共享电单车市场下沉。2025年，三线

以下城市将超越三线城市成为中国共享电单车 主要营收来源，三线以下城市年营收届时将达187.0亿元。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

一线 0.1 0.3 0.7 1.0 1.7 2.9 4.2 5.3 6.1

二线 2.7 7.2 12.9 16.3 26.8 39.9 54.0 63.0 65.7

三线 2.3 7.5 16.2 27.2 48.6 82.5 119.3 155.7 176.2

三线以下 0.9 4.2 11.0 21.9 41.5 73.6 113.5 155.7 187.0

图表11：中国共享电单车市场规模（按营收计，按城市层级划分），2017年-2025年预测

年复合增长率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三线以下城市

2017-2020年 112.8% 81.7% 126.4% 188.6%

2020-2025年 43.6% 32.1% 45.3% 53.5%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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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产业链

 共享电单车运营商多采用代工生产

 铅酸电池仍为电池主要种类

 充放电柜及充放电技术处于发展初期

 中国共享电单车投放及用户均集中于二线、
三线及以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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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电单车运营商

中国共享电单车龙头企业包括哈啰、青桔以及美团，三者

的共同点均为企业同时提供共享单车以及共享电单车的服

务。哈啰、青桔及美团均首先推出共享单车服务，并通过

共享单车服务所搭建的软件及平台以较低成本开发共享电

单车业务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产业链

产业全景

电动自行车市场主流电池种类为铅酸蓄电池，未来产品重量与性能诉
求预计将推动锂电池渗透率提升；共享电单车龙头企业包括哈啰、青
桔以及美团，企业均借助已有共享出行平台开发共享电单车业务

图表12：中国共享电单车产业链，基于2020年数据

整车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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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厂商极

为分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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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 充放电柜 & 充放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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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

用户

上
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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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游

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主流电池种类

为铅酸蓄电池，占比约为76%。中国

电动自行车电池供应商集中度较高

76% 24%

铅酸电池 锂电池

 主要企业包括雅迪、小牛、爱玛、台铃、小刀、新

日、绿源、小鸟、欧派、九号等，电动自行车产量

逐年上升，产能可满足共享电单车需求

 中国电动自行车产区集中于中国东部省区，如江苏、

天津、山东、浙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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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享电单车及电动自行车用户年龄分布，2020年

 2020年中国居民对于电单车的需求极高：按出行次数衡量，电动自行

车出行是中国居民 主要出行方式之一。

 中国共享电单车下游投放数量与用户均集中于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以及

三线以下城市，投放数量占比分别为24.6%、40.9%以及33.0%，用户占比

分别为23.5%、40.5%以及34.3%

中国充放电柜及充放

电技术供应商主要集

中于北京、上海及深

圳。充放电行业仍处

于发展初期，行业集

中度较低

头部企业： 竞争企业：投放量CR3：93.3%

共享电单车运营商

加盟（代理）模式

直营模式

加盟商购买设备

加盟商不购买设备

运营商分成：100%
运营商分成：10%-20%

加盟商分成：80%-90%

运营商分成：70%-80%

加盟商分成：20%-30%

 直营模式下共享电单车运

营商自主完成线下铺设环

节，企业可获得100%的用

户租赁费用

 加盟模式下加盟商可选择

购买设备或不购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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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上游

I.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整车配件包括充电器、控制器、电池、转把、闸把、助力传感器、电机、灯具、仪表等。少量特殊构造的电

动自行车配件还包含柱状电机、中置式电机、摩擦轮胎电机。

 电动自行车行业的上游主体为电动自行车部件生产企业，包括电装部件（电池、充电器、电机）制造商、车体及标准件

制造商、随车附件制造商等。其中，电装部件制造商是上游主要组成部分。由于车体及标准件、随车附件生产需数百种

材料，材料种类繁杂，上游主体极为分散。此外，车体及标准件制造商、随车附件制造商技术及资金壁垒低，厂商规模

普遍较小，规模化程度低，行业集中度较低。

 电装部件是电动自行车的主要部件，电池是电装部件的核心环节。电动自行车所需电池种类主要包括阀控铅酸免维护蓄

电池、胶体铅酸蓄电池、镍氢蓄电池和锂离子电池。此外，电动自行车电池亦包括少量燃料电池、锌-镍蓄电池、锌空气

电池等。

图表13：电动自行车主要蓄电池分类及特征

电动自行车蓄电池 镍氢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

锂离子电池

胶体铅酸蓄电池

阀控铅酸免维护蓄电池

材料来源丰富、材料价

格便宜、电池比功率较

高、技术和制造工艺较

成熟、资源回收率高

价格较昂贵、比能量高、比功率高、

在大电流工作时可平稳放电、低温

放电性能好、循环寿命长、无记忆

效应、无环境污染、可再生利用

比能量大、比功率高、自放电小、

无记忆效应、循环特性好、可快速

放电且效率高、工作温度范围宽、

无环境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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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充放电柜及充放电技术供应商分类

充放电服务技术开发与设备

充放电服务技术开发与运营

充放电技术开发商

充
放
电
柜
及
充
放
电
技
术
供
应
商
分
类

闪开来电、新能瑞驰

春藤物联、铁塔能源、蜜步科技、易马达科技、智链物联、小绿人、菲尼基、

哈喽换电、河豚换电、雷风换电

万为物联

II. 充放电柜及充放电技术

 共享电单车产业链上游供应商在原有电动自行车产业链上游主体之外亦包括充放电柜及充放电技术供应商。中国充放电

柜及充放电技术供应商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及深圳，主要供应商包括春藤物联、铁塔能源、蜜步科技、易马达科技、

智链物联等。相较电动自行车电池供应商，充放电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行业集中度较低。

 共享电单车充放电柜及充放电技术供应商业务有所区分，主要可分为充放电服务技术开发与运营、充放电服务技术开发

与设备以及充放电技术开发商。其中充放电服务技术开发与运营商是行业主流运营模式，占行业企业总数超90%。

 2020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主流电池种类为铅酸蓄电池，占比约为76%。中国电动自行车电池供应商集中度较高，头

部供应商包括铅酸蓄电池供应商超威动力、天能动力、骆驼集团等以及锂电池供应商星恒电源，行业市场营收CR4约为

81.0%。

 由于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重量作出明确规定（不大于55千克），在续航能力相同的情况下，铅酸蓄电池重量约为锂电

池的3.5倍（市场上常见铅酸蓄电池重量为17.5千克，锂电池重量为5千克），推动电动自行车厂商使用锂电池替换铅酸蓄

电池。未来，中国电动自行车供应商市占率预计将出现变革：锂电池龙头如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布局电动自行车锂电

池供应业务，未来这些锂电池龙头在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市场中市占率预计提升。

图表14：中国电动自行车电池供应商市占率，2020年

36.4% 36.1% 4.5% 4.0% 19.00%

超威动力 天能动力 星恒电源 骆驼集团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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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整车生产代工厂

 共享电单车企业主要通过整车生产代工厂生产共享电单车设备。中国主要共享电单车代工厂与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相同，

主要企业包括雅迪、小牛、爱玛、台铃、小刀、新日、绿源、小鸟、欧派、九号等。

 2020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产量约为4,439万辆，市场需求量长期保持稳定增长，行业规模化程度与集中度均较高。2020年

中国电动自行车厂商出货量CR10约为80%。

 2020年，中国电动自行车营收规模为710.3亿元。根据中国居民出行需求测算，中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未达饱和。随着行

业监管政策逐步落实，中国居民长期稳定的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将推动电动自行车产销量提升，未来电动自行车营收规

模将保持稳定增长。预计2025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规模将达965.8亿元。

图表16：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规模（按营收计），2016年-2025年预测

456.1 452.6 488.0 
549.9 

710.3 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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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

年复合增长率 2016-2020年 2020-2025年

电动自行车市场规模 16.2% 6.3%

单位：亿元

 中国电动自行车产区区域性显著。中国电动自行车产区集中于中国东部省区，如江苏、天津、山东、浙江等。江苏省是

中国电动自行车产量 大的省区，拥有无锡、常州两个电动自行车生产基地，知名企业包括爱玛、绿安骐、富士达、铃

木等。天津、山东等省区亦拥有其电动自行车生产集群。

20.3% 18.3% 18.2% 14.3% 13.1% 4.9% 10.9%

江苏 天津 山东 河南 浙江 广东 其他

图表17：中国电动自行车产区（按产量计），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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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中游

 共享电单车产业链中游主体为共享电单车运营商。目前，中国共享电单车主要企业包括哈啰、青桔、美团、街兔、永安

行、松果、骑电、小鸣、7号、蜜步科技等。

图表18：中国共享电单车主要企业、企业所属地及企业定位

企业 定位

哈啰 综合出行服务商

青桔 共享单车平台

美团 互联网短途出行解决方案

街兔 智能共享电单车服务平台

永安行 用户付费共享单车服务商

松果 共享出行服务提供商

骑电 电动车中短途租赁服务提供商

小鸣 个人租车与共享骑行一体化新型单车服务

7号 共享电单车服务提供商

蜜步科技 电动车出行服务提供商

 2020年，中国共享电单车龙头企业包括哈啰、青桔以及美团。三者的共同点均为企业同时提供共享单车以及共享电单车

的服务。哈啰、青桔及美团均首先推出共享单车服务，并通过共享单车服务所搭建的软件及平台以较低成本开发共享电

单车业务。此外，共享单车业务为企业布局共享电单车服务提供大量有效的共享出行用户数据。因此，哈啰、青桔及美

团开展共享电单车业务均较成功。

图表19：中国共享电单车企业商业模式

运营商

资金池

客户

共享电单车

业务流

资金流

租赁服务

押金

租赁费用

租赁服务

设备投入

营收

多元收入

营收



27

共享经济系列头豹行业洞察 |  2021/04

©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400-072-5588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产业链下游

 共享电单车产业链下游主体为共享电单车用户。

 2020年，中国共享电单车下游投放数量与用户均集中于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以及三线以下城市，投放数量占比分别为

24.6%，40.9%以及33.0%，用户占比分别为23.5%、40.5%以及34.3% 。共享电单车用户数量与投放数量比值接近。

 共享电单车运营商的商业模式较为简单。租车押金为企业提供业务现金流，是企业的主要营收来源。共享电单车租金通

常以使用时长计费，目前共享电单车使用成本约为4元/小时。少数共享电单车运营商以使用里程计费，如7号电单车的租

金为小于等于5公里为2元；大于5公里，每超过1公里多收1元；不足1公里不收费。共享电单车运营商正着力于发展多元

化收入，目前共享电单车多元营收主要为线下终端及软件平台的广告收入。

图表20：中国共享电单车投放数量及用户数量分布，2020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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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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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中国共享两轮车用户数量，2016年-2025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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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国共享电单车头部运营商哈啰、青桔以及美团均布局共享单车业务，其共享单车与共享电单车用户数量均统一为

共享两轮车用户，因此较难统计出共享电单车用户数量，可根据共享两轮车用户数量推测共享电单车用户数变迁特征。

 2020年，中国共享两轮车用户数约为3.1亿人，2016-2020年，中国共享两轮车处于行业拓展初期，行业用户数年复合增

速达79.3%。2020-2025年，受共享两轮车需求用户总数限制，行业用户增速将大幅下滑，预计共享两轮车用户年复合增

速将下降至4.2%，于2025年达到3.8亿人。共享电单车的用户规模发展轨迹与共享两轮车用户发展轨迹类似，但由于共享

电单车行业起步晚于共享单车行业，共享电单车用户积累轨迹预计滞后于共享两轮车用户总体变化。未来，共享两轮车

用户增量主要来自共享电单车用户数的增长。

 截至2020年12月，青桔、哈啰及美团等共享电单车运营商拥有较高的月活跃用户数（共享两轮车业务，考虑到APP端与

小程序端用户重复性较高，本处仅计算小程序端活跃用户），当月活跃用户数分别为4,081万，3,678万以及2,452万。

图表22：中国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与共享两轮车总体用户数量变化示意

共享两轮车总用户数

共享单车用户数

共享电单车用户数

2016 2020 2024

用户数

 青桔单车共享电单车活跃用户数保持行业领先。青桔单车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高，

企业线下规范化车辆管理能力强

 哈啰出行产品骑行舒适度高，企业全链路智能化运营能力出众。哈啰出行小程序用

户向自有APP转化率 高，企业未来拥有较高多元营收潜力

 美团通过运营策略引导用户向共享电单车小程序与综合服务平台迁移，发挥企业流

量协同价值，企业生态化协同能力强



29

共享经济系列头豹行业洞察 |  2021/04

©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400-072-5588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由于共享电单车的使用位于户外，受天气条件影响，共享电单车活跃用户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

图表23：青桔单车、哈啰出行、美团共享两轮车APP端月活跃用户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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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人

 青桔单车、哈啰出行、美团共享两轮车APP端月活跃用户数于2020年1月-9月保持稳定增长。2020年10月-12月，中国各

地陆续入冬，气温下降降低用户使用共享电单车服务的频次，青桔单车等平台月活跃用户出现较明显回落。共享电单车

行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冬季用户数量将出现下滑。

图表24：中国共享电单车及电动自行车用户年龄分布，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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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动自行车以及共享电单车的用户主要集中于30-39岁。由于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使用者年龄不得

低于16岁，因此19岁以下电动自行车用户占比低。

 对比共享电单车与电动自行车用户年龄分布，20-29岁用户在共享电单车中占比高，而40-49岁及50岁以上用户在共享电

单车中占比高。其原因在于20-29岁用户对于共享经济接受程度高。此外20-29岁用户对于电动自行车出行的需求频次稳

定性不及40岁以上用户，40岁以上用户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方式多为购买而非租赁，因此共享电单车用户年龄分布向年轻

化倾斜。



31

第四部分：发展趋势

 锂电池环保、高性能等属性将逐步提升电
动自行车产品锂电池渗透率

 由于共享电单车对续航能力、使用率的高
要求，共享电单车产品锂电化率将高于总
体电动自行车市场

 中国共享电单车头部企业包括哈啰出行、
青桔单车以及美团

 未来共享电单车商业模式将针对不同市场
分化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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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锂电化

锂电池环保、高性能等属性将逐步提升电动自行车产品锂电池渗透率；
由于共享电单车对续航能力、使用率的高要求，共享电单车产品锂电
化率将高于总体电动自行车市场

 在续航能力相同的情况下，铅酸蓄电池重量约为锂电池的3.5倍，新国标对于电动自行车重量不超过55千克的规定推动电

容量更高的锂电池在电动自行车中的渗透率提升。2020年，中国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渗透率约为24%，较2016年5.4%的渗透

率水平已取得大幅提升。

 全球锂电池供应商主要集中于中国、日本和韩国；中国主要锂电池供应商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力神电池、

中航锂电、孚能科技、时代上汽、欣旺达、比克电池、卡耐新能源等。中国电动自行车锂电池供应商集中度较高，市场

营收规模CR10约为80%。2020年，中国锂电池供应商集中度较高，头部企业包括星恒电源、天能电池以及博力威等，行

业营收CR3约为59.7%。锂电池头部供应商在电动自行车行业中的市场份额占比较低。

 由于共享电单车较家用电单车对于电池续航能力要求更高，对于车身重量要求更敏感，共享电单车企业对于电动自行车

产品的锂电池需求占比更高，共享电单车锂电池渗透率较电动自行车总体占比更高。

 目前，中国锂电池行业头部供应商均发力布局电动自行车锂电池供应，与共享电单车企业开展合作，如宁德时代与哈啰

出行签约锂电池订单、力神与美团签约锂电池订单、比亚迪、国轩高科与青桔单车签约锂电池订单等。未来，中国电动

自行车供应商市占率或将出现变革，锂电池龙头如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企业在电动自行车锂电池供应中市占率

预计将提升。

图表25：全球及中国锂电池 & 中国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市场集中度，2020年

24.2% 22.8% 18.9% 7.2% 6.6% 5.1% 15.2%

宁德时代 LG化学 松下 比亚迪 三星SDI SKI 其他

51.5% 17.2% 5.3%
3.3%

3.1%
2.9%

16.7%

宁德时代 比亚迪 国轩高科 力神 亿纬锂能 中航锂电 其他

37.2% 12.9% 7.6% 42.3%

星恒电源 天能电池 博力威 其他

全球

锂电池

中国

锂电池

中国

电动自行车

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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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维度对比锂电池与铅酸电池的性能，锂电池设备、主材及人工成本均较铅酸电池更高，且生产设备价格亦较高，因此

锂电池电动自行车较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高约300元/辆。

 锂电池具有更好的性能，如锂电池的重量比能量及体积比能量均超过铅酸电池的3倍。此外，考虑到锂电池具有更高的循

环寿命，锂电池电动自行车的寿命更长，可达800-2,000次充电周期，在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需更换电池的情况下，锂电

池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仍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因此，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分析，铅酸电池与锂电池电动自行车价差不明显。

 此外，由于锂电池对环境污染性小，国家政策大力推动动力电池向锂电池转型，并推出相应补贴政策。

图表26：锂电池与铅酸电池性能对比，基于2020年数据

铅酸电池 锂电池

主材成本 成本极低 成本高

Pb Li

回收率 40% 0

人工成本 占总成本15% 铅酸电池的2-3倍

生产设备 技术较简单，价格低 技术复杂，价格高

锂电池正极负极材料、集流体、
隔膜、电解质等成本均较高

锂电池重量能量密度高

锂电池制作工艺更复杂

锂电池生产商机械设备折旧损
耗较大

锂电池体积能量密度高

车型价格 1,200-1,500元 1,500-1,800元

体积比能量 低 铅酸电池的3倍以上

重量比能量 50-70 Wh/g 200-260 Wh/g

循环寿命 300-350次 800-2,000次

政策导向 不支持 支持

成本

性能 重量 16-30千克 2.5-3千克

体积 较大 铅酸电池的70%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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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8：锂电池/铅酸电池在中国电动自行车 & 共享电单车市场渗透率，2016-2025年预测

图表27：中国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替换铅酸电池逻辑

锂电池电动自行车

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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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

增量市场存量市场

ToB端渗透率>95%

ToC端渗透率>25%
生命周期长，被淘汰时间晚

生命周期短，2023年起渗透率下降加速

B端发力，龙头企业锂电化率高

ToC端渗透率将逐步降低

铅酸电池渗透率下降加速 锂电池渗透率增长加速

（2021年）

 未来，锂电池在电动自行车中渗透率将逐步提升。2020年，电动自行车存量中铅酸电池渗透率仍较高，考虑到电动自行

车的寿命周期，2021-2023年电动自行车存量中铅酸电池渗透率将逐步降低，渗透率下降速度约为5%-6%/年。2023年后，

随着目前存量市场大量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达到使用寿命极限，且增量市场锂电池渗透率加速提升，铅酸电池电动自行

车渗透率将加速下降，渗透率下降速度预计将超8%/年。

 共享电单车基于对续航能力、使用率等效用的需求，共享电单车产品锂电化率将高于总体电动自行车市场。头部共享电

单车运营商在产品的增量市场中拥有高锂电化率，2021年共享电单车新投放产品锂电化率预计超95%。按此比例保守估

计，2025年中国共享电单车产品锂电化率将超87%。

17.1% 25.7% 33.7%
50.1%

68.6% 78.9% 84.1% 86.6% 87.7%
82.9% 74.3% 66.3%

49.9%
31.4% 21.1% 15.9% 13.4% 12.3%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电动自行车：

共享电单车：



35

共享经济系列头豹行业洞察 |  2021/04

©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400-072-5588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发展趋势

竞争分化

中国共享电单车头部企业包括哈啰出行、青桔单车以及美团；未来共
享电单车商业模式将针对不同市场分化演进，二线城市将长期保持“三
足鼎立”格局，三线及以下城市将呈现“大象蚂蚁共舞”状态

I. 竞争格局现状：三强鼎立

 目前，中国共享电单车头部企业包括哈啰出行、青桔单车以及美团。按投放量占比计算，2020年青桔单车占比约为36.4%，

哈啰出行占比约为30.1%，美团占比约为26.9%，三者合计占据市场约93.3%的在运营设备量，行业竞争格局呈现三强鼎立

状态。

 在这三家头部企业中，青桔单车主要投资商包括共享出行巨头企业滴滴，哈啰出行主要投资商包括互联网巨头蚂蚁集团，

而美团自身即为互联网巨头企业。由此可见互联网巨头企业对于共享电单车企业加码力度高。

图表29：中国共享电单车竞争格局现状

36.4%

30.1%

26.9%

6.7%

青桔单车

哈啰出行

美团

其他

共享电单车投放量占比，2020年 共享电单车头部运营商均由互联网巨头布局

 青桔单车是滴滴出行推出的共享单车平台。2018年初滴滴推出自有共享单车品牌“青桔单车”，

而共享电单车业务则由另一个品牌“街兔电单车”运营。2019年6月，滴滴将出行单车事业部、

电单车事业部正式整合为两轮车事业部。2019年底，青桔与街兔两个品牌合并，截至2021

年4月，青桔单车已在全国超过200个城市运营。目前青桔单车实施全面免押金骑行，为消

费者的资金安全提供保障。

 青桔单车共享电单车业务运营动作不断：2020年5月，青桔单车与国网什马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围绕两轮出行能源服务展开合作；2020年8月青桔单车推出两款共享电单车车型；

同月，青桔单车与国轩高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预计2020年全年国轩高科将向青桔单车供

货超60万套。

 青桔单车在资本市场热度较高：2020年4月，青桔单车获得超10亿美元融资；2021年2月，

青桔单车获得6亿美元融资，同时获得4亿美元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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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团单车的前身为摩拜单车。2017年7月5日，摩拜发布助力车产品，致力于解决用户3-5公

里的出行问题，提高出行效率。2018年4月3日，美团以27亿美元的作价全资收购摩拜。

2019年1月23日，摩拜全面接入美团APP，摩拜单车更名为美团单车。

 2020年，美团持续加码共享电单车业务。2020年4月，美团与富士达、新日等厂商签订合计

超100万辆共享电单车订单。2020年第二季度，美团共享电单车向市场投放29万辆共享电单

车产品，美团市占率快速提升。

 哈啰出行是专业的移动出行平台，旗下包括哈啰单车、哈啰助力车、哈啰顺风车、哈啰打

车等产品。哈啰出行为用户提供覆盖短、中、长距离的便捷、绿色、经济的共享出行服务，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减少车辆尾气排放，为智慧城市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化共享出行解

决方案。2017年9月，哈啰出行推出哈啰助力车（共享电单车业务）。哈啰助力车以电机、

电池作为辅助动力，搭载智能传感器系统，根据骑行者脚踏力的大小，给予动力辅助，实

现人力骑行、电机助力一体化的新型交通工具。

 哈啰出行持续部署共享电单车业务，并进行产品创新。2020年3月，哈啰出行发布第五代共

享电单车，产品配备北斗定位系统，以解决用户归还共享电单车时停靠点定位不准确的痛

点。截至2021年4月，哈啰助力车已入驻超400座城市，用户累计骑行量超56亿公里，累计

节约碳排放量约16.7万吨。

 哈啰出行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12月间完成10笔融资，融资总额超230亿人民币，投资方

主要包括蚂蚁集团、复星集团、永安行等。

II. 竞争格局趋势：市场扩张底层逻辑

 2020年，中国居民对于电动自行车出行的需求总量约为7.1亿次/天，其中仅有约1,000万次出行由共享电单车服务完成，

中国居民对于共享电单车总体的使用意愿较低。

 一方面，前期共享电单车设备的低投放量难以在大量潜在用户心中形成消费认知。未来共享电单车高投放量将提升共享

电单车的用户数量，进而提升共享电单车日均服务单数。高投放量同时会解决目前市场存在的供不应求现象，即用户有

使用需求时无法就近获得共享电单车服务。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居民存在的大量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被民用电单车解决。2020年，中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为

29,535万辆，其中绝大部分均为民用电单车。未来，随着超标电动自行车退场，共享电单车的安全优势将逐渐显现：

 车辆认证环节，共享电单车均获得新国标、3C认证，且运营环节合规；而民用电单车尚存在部分超标车辆。

 电气安全环节，大部分共享电单车采用统一充放电模式，且充放电过程由专业人员执行；而民用电单车主要在

住宅区充电，存在较高的消防风险。

 骑行安全环节，共享电单车严格执行新国标的产品要求，并且部分产品搭载智能系统，保障用户骑行安全；而

民用电单车存在违规载人载物、骑行规范性低、超速行驶等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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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共享电单车便捷的充放电模式以及多方认证的车辆质量可保障车辆骑行及充电安全，并为客户提供便捷使用的体

验，未来共享电单车用户预计逐步增长，共享电单车市场逐步扩张。

III. 竞争格局趋势：商业模式针对不同市场分化演进

 中国共享电单车主要存在直营与加盟（代理）两种商业模式。

图表30：中国共享电单车市场扩张逻辑

共享电单车 用户增长，市场扩张

车辆认证

骑行安全

充放电模式

使用便捷

充电安全

图表31：中国共享电单车行业商业模式，基于2020年数据

共享电单车

运营商

加盟（代理）

模式

直营模式

三线及以下城市

（下沉市场）

二线城市、大型

三线城市

加盟商

购买设备

加盟商不购

买设备

商业模式 主要市场

用户

消费环节运营环节

运营商分成：100%

运营商分成：10%-20%

加盟商分成：80%-90%

运营商分成：70%-80%

加盟商分成：20%-30%

总营收占比：35%

总营收占比：65%

总营收占比：55%

总营收占比：45%

代表商业模式主要集中市场，一种商业模式并非仅存在于一种市场层级中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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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中国共享电单车行业运营流程

直
营
模
式

运营环节商业模式

加
盟
模
式

共享电单车运营商

生产

铺设

充放电

维护

认证

租金收入

押金池

营收分成

共享电单车运营商

加盟商

租金收入

押金池

生产

铺设

充放电

维护

认证

押金池独立于共享

电单车运营商

押金池独立于共享

电单车运营商

业务流

资金流

租金分成

为加盟商提供充放电

及维护服务，降低加

盟商运营风险

共享电单车运营商完

成全部运营环节流程

用户押金

用户押金

主要市场

三线及以下城市

（下沉市场）

二线城市、大型三线

城市

市场特征：

底部市场

下沉市场

市场特征：

头部市场

区域型运营商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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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营模式下共享电单车运营商自主完成线下铺设环节，企业可获得100%的用户租赁费用。直营模式多运用于大型城市中，

共享电单车运营商通过前期大量的资金、设备投入，以实现抢占市场的目的。但直营模式下共享电单车运营商需承担铺

设费用、充放电费用以及维修费用。

 加盟模式下加盟商可选择购买设备或不购买设备。加盟商购买设备后需完成线下铺设环节，随后加盟商可获取较高比例

用户租金（80%-90%）。若加盟商选择不购买设备，在加盟商完成线下铺设环节后仅可获得较低比例租金（20%-30%）。

加盟模式下，共享电单车运营商可利用加盟商在下沉市场的社会资源完成下沉城市快速铺设，以达到快速抢占线下市场，

获取稳定客户的目的。加盟模式下加盟商需承担铺设环节工作，充放电及维修环节可通过共享电单车企业的服务完成。

 共享电单车业务在一线城市的发展存在政策阻力，共享电单车头部城市多为二线城市如泉州、合肥、长沙等。由于共享

电单车市场具有显著下沉特征，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数量众多，行业主要营收来源为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

共享电单车在二线城市的竞争将长期保持“三足鼎立”格局。

 二线城市市场竞争需依赖大量资本，由于二线城市共享电单车容量大（一般可超10万辆），共享电单车产品成本、共享

电单车牌照、电动自行车投放、充放电、后期维护等成本均为下沉城市市场的数倍。此外，二线城市市场对于共享电单

车投放的效率亦极为看重。以长沙为例，2020年11月，长沙市共享电单车投放量达46万辆，是2019年底10万辆规模的

4.6倍，长沙共享电单车投放量及投放量增速均较高，长沙共享电单车市场竞争对于运营商的资本和效率要求均较高。共

享电单车运营商通过大量投放车辆争夺市场，因此行业头部企业在二线城市更具有竞争优势。未来，武汉、长沙、合肥

等主要二线城市市场将保持青桔单车、哈啰出行与美团的“三足鼎立”格局。

 由于二线市场大规模的特性，二线市场的商业模式多为直营模式。共享电单车运营商自主完成线下铺设环节并直接获取

全部租赁费用。

短期内共享电单车在下沉市场的竞争会呈现“大象蚂蚁共舞”的现状。

 共享电单车运营商在二线城市过度投放共享电单车设备会造成违规停放的现象，因此多省市均出台共享电单车限制政策。

由于二线城市市场存在过度竞争情况，与此同时三线及以下城市的下沉市场需求并未完全被满足，骑电、喵走、松果出

行、7号电单车、小鸣等共享电单车企业致力于挖掘下沉市场。同样，二线市场的饱和以及下沉市场潜在的商机推动青桔

单车等头部企业向下沉市场扩张。

 目前中国共享电单车下沉市场多处于发展初期，三线城市如江西九江、安徽滁州等市场均存在十余家共享电单车企业。

由于下沉市场容量小、分散程度高、语言文化壁垒高等特性，下沉市场商业模式包括直营模式及加盟模式两种。青桔单

车等头部企业在较大型下沉市场城市中使用直营模式，此外区域性共享电单车运营商会在周边地区使用直营模式，如松

果出行在山东地区等下沉市场使用直营模式。而面对四线城市、县城等市场，共享电单车运营商多使用加盟模式。

 综合而言，大型城市以及地方性企业的主要投放区域适合直营运营模式，全国性企业适合在下沉市场运用加盟模式，目

前青桔单车、美团等共享电单车头部企业均采用直营与加盟混合的发展模式以适应市场与竞争对手。未来，预计直营模

式与加盟模式在下沉市场发展的效率将有所区分，但目前尚未明晰。短期内，中国下沉市场共享电单车竞争仍将保持头

部企业与小型企业、区域性企业共同竞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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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0大行业，54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了近50万行业研究样本，

完成近10,000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共享经济、共享电单车、车载蓄电池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

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

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

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

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 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

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

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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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著作权归头豹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刻、发表或引用。若征

得头豹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头豹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

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或修改。

 本报告分析师具有专业研究能力，保证报告数据均来自合法合规渠道，观点产出及数据分析基于分析师对行

业的客观理解，本报告不受任何第三方授意或影响。

 本报告所涉及的观点或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证券或基金投资建议。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

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或证券研究报告。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头豹可能会为报

告中提及的企业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融资或咨询等相关服务。

 本报告的部分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头豹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

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头豹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过往报告中的描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

不同时期，头豹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或文章。头豹均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

保持在 新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

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机构或个人应对其利用本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所进行的一切活

动负责并承担该等活动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或伤害。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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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活动解释权均归头豹所有，活动细则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头豹 Project Navigator 领航者计划介绍

每个季度，头豹将于
网站、公众号、各自
媒体公开发布季度招
募令，每季公开

125个

招募名额 头豹共建报告

2021年度特别策划

Project Navigator 

领航者计划
头豹邀请沙利文担任计划首
席增长咨询官、江苏中科院
智能院担任计划首席科创辅
导官、财联社担任计划首席
媒体助力官、无锋科技担任
计划首席新媒体造势官、
iDeals担任计划首席VDR技
术支持官、友品荟担任计划
首席生态合作官

头豹诚邀各行业
创造者、颠覆者

领航者
知识共享、内容共建

头豹诚邀政府及园区、
金融及投资机构、
顶流财经媒体及大V
推荐共建企业

共建报告流程

企业申请共建 头豹审核资质 确定合作细项

信息共享、内容共建

报告发布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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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活动解释权均归头豹所有，活动细则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头豹 Project Navigator 领航者计划与商业服务

• 头豹以研报服务为切入点，根据企业
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价值需求，以传
播服务、FA服务、资源对接、IPO服
务、市值管理为基础，提供适合的
商业管家服务解决方案

• 头豹以研报服务为切入点，根据企业
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价值需求，以传
播服务、FA服务、资源对接、IPO服
务、市值管理为基础，提供适合的
商业管家服务解决方案

FA服务

提升企业估值
协助企业融资

传播服务

塑造行业标杆
传递品牌价值

研报服务

共建深度研报
撬动精准流量

IPO服务

建立融资平台
登录资本市场

市值管理

提升市场关注
管理企业市值

资源对接

助力业务发展
加速企业成长

扫描上方二维码

联系客服报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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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报告有问题？

快，问头豹！你的智能随身专家

STEP0
1人工智能NLP技术
精准拆解用户提问

智能拆解提问

千元预算的

高效率轻咨询服务

STEP0
2云研究院7×24待命
随时评估解答方案

云研究院后援

STEP0
3大数据×定制调研
迅速生成解答方案

解答方案生成

STEP0
4书面反馈、分析师专访、
专家专访等多元化反馈方
式

专业高效解答

扫码二维码
即刻联系你的智能随身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