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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蓝牙耳机未来行业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2017年-2021年销售额的年复合增长率为49.5%，消费市场呈现迅速上升趋势。蓝牙耳机的市场
渗透率正在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智能手机标配的耳机类型。未来随着中国蓝牙耳机行业参与者的增加及蓝牙技术、耳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TWS耳机的发展前景广阔，TWS耳机销量的增长对蓝牙耳机市场带动作用明显，中国蓝牙耳机行业市场规模将持续上升，2026年中国蓝牙耳
机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376.5亿元，预计2021年-2026年中国蓝牙耳机市场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2.1%。未来蓝牙耳机行业主要的增长点在
于产品形态更多元化的发展以及下沉市场的深入。

行业 头豹分类/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 港股分类法/消费品制造/家电家用

2023年中国蓝牙耳机行业词条报告

蓝牙耳机行业定义1.

蓝牙耳机就是将蓝牙技术运用在免持耳机上。蓝牙（Bluetooth）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蓝牙技术始于爱立信公司的1994方案，能够实
现移动设备和固定设备之间的短距离数据交换。与传统有线耳机相比，蓝牙耳机不需要数据线连接，体验感和便利性更好。但蓝牙耳机需要及时充电，一
般蓝牙耳机的充电时间都保持在2个小时以内。

蓝牙耳机行业分类2.

蓝牙耳机根据佩戴方式不同可分为单耳式蓝牙耳机，入耳式蓝牙耳机、双耳独立式蓝牙耳机，头戴式蓝牙耳机，颈挂式蓝牙耳机和骨传导蓝牙耳机。

蓝牙耳机行业特征3.

蓝牙耳机的行业特征主要有蓝牙耳机品牌在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具备成熟的产业链体系。蓝牙耳机的技术壁垒相对较低，市场进入容易，蓝牙耳机市
场参与者多。蓝牙耳机市场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在蓝牙耳机的种类上实现了多元化。

蓝牙耳机发展历程4.

蓝牙耳机行业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启动期和高速发展期三个阶段。随着蓝牙技术标准不断提高，主动降噪、智能语音等功能的加入，蓝牙耳机正逐步向
智能化、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蓝牙耳机的发展也带动了蓝牙耳机行业产业链的发展。

开始时间：1998 结束时间：2013 阶段：萌芽期
行业动态：1998年5月20日，爱立信联合IBM、英特尔、诺基亚及东芝公司等5家著名厂商成立“特别兴趣小组”（Special Interest Group,SIG),即蓝牙技术

联盟的前身，目标是开发一个成本低、效益高，可以再短距离范围内随意无线连接的蓝牙技术标准，蓝牙技术问世。2000年，GN Netcom推
出蓝牙耳机，代号GN9000，首款蓝牙耳机诞生。2011年，市场上开始出现多款双耳塞式的立体声无线蓝牙耳机，以惠普的Paladin 1200为
例。

行业影响/
阶段特征：蓝牙技术的问世为后续蓝牙耳机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蓝牙耳机开始出现在消费市场中，不过第一款蓝牙耳机采用的是蓝牙1.0版本，仅

限于让语音用单声道传播，可满足通话需要，但无法聆听音乐。

开始时间：2014 结束时间：2016 阶段：启动期
行业动态：2015年，日本“安桥”品牌首次推出了完全没有耳机线的双耳独立式蓝牙耳机产品。2016年，蓝牙5.0发布，蓝牙5.0在低功耗模式下具备更快

更远的传输能力，传输速率是蓝牙4.2的两倍（速度上限为 2Mbps），有效传输距离是蓝牙4.2的四倍（理论上可达 300米），数据包容量是
蓝牙4.2的八倍。同年9月，苹果发布第一代AirPods。

行业影响/
阶段特征：双耳独立式蓝牙耳机对技术要求较高，若使用普通的蓝牙协议极易产生干扰问题，因此双耳独立式蓝牙耳机通常需要厂商使用自定义或特殊

加密的蓝牙协议。由于该类产品无法使用现有的协议，自行开发或修改加密协议将耗费厂商大量时间。

开始时间：2017 结束时间：2022 阶段：高速发展期
行业动态：2018年3月，华为在法国巴黎发布了华为蓝牙无线耳机FreeBuds，华为蓝牙无线耳机FreeBuds是华为首款高端无线耳机。同年6月，小米发

布头戴式蓝牙耳机。
行业影响/
阶段特征：中国蓝牙耳机行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中国企业华为、小米等都推出了双耳独立式蓝牙耳机产品。尽管中国蓝牙耳机的发展晚于西方发达

国家，且目前相关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但中国耳机市场上对蓝牙耳机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蓝牙耳机产业链分析5.

蓝牙耳机产业链的上游为生产蓝牙耳机所需的各类原材料供应商，代表企业有深圳市奥多科技有限公司、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旗亚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等。产业链的中游为生产蓝牙耳机的企业，代表企业有苹果、三星、华为、深圳市纳音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嘉阳电子有限公司等。产业链的下游
为蓝牙耳机的消费端，代表企业有京东、天猫、品牌自营店等。
产业链的上游从原材料角度分析，主要包括扬声器、变压器、磁性材料，生产外壳所需的塑料等。从竞争角度分析，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应市场企业数量
较多，竞争较为激烈，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上。产业链的中游从竞争格局角度来分析，2021年苹果、小米、漫步者、华为和QCY在中国耳
机市场排名前五。从企业优势来分析，现阶段，根据CNPP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蓝牙耳机市场受欢迎指数最高的多为专业耳机厂商旗下的蓝牙耳机。产
业链的下游从应用领域来分析，蓝牙耳机主要应用于应用设备和个人消费者。从用户画像来分析，以中国中青年男性为主的消费群体对蓝牙耳机有较高的
关注度。

蓝牙耳机行业规模6.

根据数据显示，中国蓝牙耳机行业的市场规模是连续增长的。预计2022年中国蓝牙耳机行业的市场规模为245.2亿元。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取消有线耳机接口，将耳机孔与充电口合二为一，蓝牙耳机的市场渗透率也在不断提高，现阶段蓝牙耳机的出货量一直持续增长。
2020年中国蓝牙耳机市场出货量为9,610万台，同比增长23.5%。2021年中国蓝牙耳机市场出货量约1.2亿台，同比增长21.1%。中国蓝牙耳机行业的市场
规模由2017年的42.6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12.6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49.5%。
未来中国蓝牙耳机行业的市场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市场持续上升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产品形态的多元化发展，现阶段蓝牙耳机的产品形态主要
以真无线产品为主，2021年柄式入耳耳机出货量大涨，实现同比增长59.0%，领跑2021年真无线耳机市场，豆式耳机的出货量也同比增长34.0%。（2）下
沉市场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蓝牙耳机市场主要以线上销售为主，2021年线上渠道出货量占比69.0%。但随着电商主播、拼多多等有着下沉市场受众的
电商平台的发展，蓝牙耳机在下沉市场的渗透率也在上升。2021年线下销售渠道也同比增长了4个百分点。预计2026年中国蓝牙耳机行业市场规模为376.5
亿元，2021年至2026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2.1%。

中国蓝牙耳机市场规模（按销售额计算）

中国蓝牙耳机市场规模（按销售额计算）=中国蓝牙耳机出货量*中国蓝牙耳机出厂价

中科蓝讯招股书、珠海杰理招股书

蓝牙耳机政策梳理7.

政策名称：《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颁布主体：国务院 生效日期：2016-05 影响：8 政策性质：指导性政策
政策内容：指出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制造业应当是实施“互联网+”的主要领域。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有利于形成叠加效应，从而加快新旧生产体

系的转换。目前中国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还存在平台支撑不足、应用水平较低、核心技术较为薄弱等问题。
政策解读：《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实施“互联网+”行动的主战场。我国是制造业大

国，也是互联网大国，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有利于形成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倍增效应，加快新旧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转换，前景广
阔、潜力巨大。

政策名称：《“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颁布主体：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发改委、科技部 生效日期：2016-05 影响：6
政策性质：指导性政策
政策内容：加快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听觉、生物特征识别、复杂环境识别、新型人机交互、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智能决策控制、网络安全等

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强前沿技术布局，构造未来融合创新技术基础。
政策解读：《“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中指出要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的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存储系统、高端服

务器、关键网络设备、网络安全技术设备、中间件等基础软硬件技术开发，有利于TWS耳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政策名称：《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情况的报告》 颁布主体：国务院 生效日期：2017-04 影响：8
政策性质：指导性政策
政策内容：报告认为在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过程中要推动工业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完善制造业的标准体系以及创新网络。报告还指出要夯实工业基础

能力、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推进绿色制造进程，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重视基础技术、推广普及智能工厂、同时打造以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
为主的绿色制造体系。

政策解读：《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要企业扎实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推动高端装备创新发展，
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政策名称：《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 颁布主体：国务院 生效日期：2017-08 影响：10
政策性质：鼓励性政策
政策内容：鼓励企业发展面向定制化应用场景的智能家居“产品+服务”模式，推广智能电视、智能音响、智能安防等新型数字家庭产品，积极推广通用的

产品技术标准及应用规范。加强“互联网+”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及平台开发，推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产品研发及产业化，支持可穿戴设备、消
费级无人机、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产品创新和产业化升级

政策解读：《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指出通过推广数字家庭产品来提高信息消费供给水平。鼓励企业积极推广
通用的产品技术标准及应用规范。

政策名称：《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颁布主体：工信部、发改委 生效日期：2018-07 影响：8
政策性质：指导性政策
政策内容：提升消费电子产品供给创新水平。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电子产品智能化升级，提升手机、计算机、彩色电视

机、音响等各类终端产品的中高端供给体系质量，推进智能可穿戴设备、虚拟/增强现实、超高清终端设备、消费类无人机等产品的研发及产
业化，加快超高清视频在社会各行业应用普及。

政策解读：《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指出要提升消费电子产品的供给创新水平，推进智能化设备的研发，针对家庭、
社区等不同应用环境，发展不同类型的智能服务产品，满足个性化需求。

蓝牙耳机竞争格局8.

中国蓝牙耳机行业内市场集中度较高，其市场活跃度也较高，现阶段中国蓝牙耳机市场的行业头部企业主要为华为、小米和苹果。
中国蓝牙耳机市场参与者较多，市场发展势头良好，竞争激烈，龙头企业优势明显。苹果作为智能手机全球范围内的龙头企业且苹果在智能手机领域强大
的品牌影响力，苹果蓝牙耳机的竞争优势明显。由于小米拥有发展良好的生态链，小米的产品性价比较高，再结合小米自身的渠道优势，小米旗下蓝牙耳
机产品出货量较大。由于行业内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如苹果、华为、小米等具有品牌根基强、供应链优势、渠道优势等竞争优势，在竞争中优势明显。
目前中国蓝牙耳机行业知名度较高企业的市场份额合计占60%以上，较高的行业集中度也证明了中国蓝牙耳机行业龙头优势明显。
未来中国蓝牙耳机更加激烈，行业内开始洗牌，竞争优势太弱的中小型企业会被行业淘汰。因为中国蓝牙耳机行业内部的竞争也集中在品牌优势、产品差
异化以及领先技术等方面，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将投入更多资本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这就会造成头部企业挤占小型企业的市场份额，中小型企业生存愈
发困难，中国蓝牙耳机的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X轴名称：产品个数

Y轴名称：企业竞争力

α轴名称：品牌指数

横轴维度为产品个数，纵轴为度为企业竞争力

上市公司速览

蓝牙耳机代表企业分析9.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351】

企业状态 : 存续

注册资本 : 88910.7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 深圳市

行业 :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法人 : 张文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26185358T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 2001-01-16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是：生产销售音响设备及配件、耳机、汽车音响、模具（生产项目由分公司经营）；相关计算机辅件的销售（不含国家限制项
目）；机电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登证字第2004-0245号文核定的范围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

股票类型 : A股

品牌名称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数据分析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竞争优势

1.较强的研发、技术和工业设计能力，公司多年来专注于音频产品开发，以用户为中心，不断地为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的高品质音频产品，已
形成一个包含产品 ID概念设计、电路设计、扬声器设计、结构设计等较为全面稳定的核心研发团队，形成了较强的技术优势。公司通过多年
的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把ID概念设计的艺术化造型与声学系统有机结合、功放电路与扬声器合理调校匹配、性价比较高的产品最优化
技术方案。截止2021年12月31日，已拥有有效授权专利331个，其中：中国发明专利12个，中国实用新型专利124个，中国外观专利153个；
国际发明专利4个，国际外观专利38个。2021年全年授权专利74个，申请专利98个。

2.品牌优势，目前“漫步者（Edifier）”品牌已逐渐成为音频行业的知名品牌，在众多媒体的市场调查中，“漫步者（Edifier）”品牌在消费者关
注度、用户首选品牌、用户关注产品等方面的数据均处于领先位置，在消费者中形成了较强的品牌认可。2010年6月，漫步者由国家工商总局
评选为“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企业”。2014年被中国电子音响行业协会授予“中国电子音响行业质量标杆”。

漫步者2021年年度报告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状态 : 存续

注册资本 : 4054113.182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 深圳市

行业 :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法人 : 赵明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2038216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 1987-09-15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是：程控交换机、传输设备、数据通信设备、宽带多媒体设备、电源、无线通信设备、微电子产品、软件、系统集成工程、计
算机及配套设备、终端设备及相关通信信息产品、数据中心机房基础设施及配套产品（含供配电、空调制冷设备、智能管理监控等）的开
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工程安装、维修、咨询、代理、租赁；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集成电路设计、研发；统一通信及协
作类产品，服务器及配套软硬件产品，存储设备及相关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无线数据产品（不含限制项目）的研发、生产、销售；通
信站点机房基础设施及通信配套设备（含通信站点、通信机房、通信电源、机柜、天线、通信线缆、配电、智能管理监控、锂电及储能系统
等）的研发、生产、销售；能源科学技术研究及能源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大数据产品、物联网及通信相关领域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汽车零部件及智能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建筑工程；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限制项
目）；培训服务；技术认证服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进出口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业务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房屋租赁业务（持许可经营证）；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不禁止的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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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增值电信业务经营。

品牌名称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融资信息

暂无数据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竞争优势

华为拥有来自全球顶级的科学家与尖端技术专家，近一半的员工为高科技研发技术人员。华为是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
商。现阶段消费者对华为系列产品信赖程度高，品牌效应正不断放大。截至2022年底，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申请专利88524件，其中发明授
权专利申请51739件，发明公布专利申请32454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2011件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2320件。通过不断创新的音频技术，HUAW
EI FreeBuds 4 使用人耳自适应技术，让半入耳降噪成为可能。新形态的耳机HUAWEI FreeBuds Lipstick，将奢华设计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
HUAWEI FreeBuds系列如FreeBuds 4及FreeBuds Pro等均获得了国际公认的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机构SGS签发的智能音频绿色产品认证
证书，在材料健康、听音健康、佩戴健康、辐射安全、电池安全等5大方面达到一级标准。

华为官网

类型名称 类型说明

单耳式蓝牙耳机 单耳式蓝牙耳机是蓝牙耳机领域的早期产品，其主要功能是通话。早期单耳式蓝牙耳机最主要的消费者
为司机。

入耳式蓝牙耳机 入耳式蓝牙耳机是目前发展最成熟的蓝牙耳机。但不同品牌的入耳式蓝牙耳机在音质等方面存在一定差
异，因此不同品牌之间的入耳式蓝牙耳机价格相差较大。

双耳独立式蓝牙耳机 双耳独立式蓝牙耳机就是TWS耳机即真无线耳机。TWS耳机摒弃了传统有线耳机的线材连接，在使用的
过程中实现了蓝牙左右声道的无线分离，形成了立体声的效果，也增加了多种传感器实现触控控制、语
音控制等功能。

头戴式蓝牙耳机 头戴式蓝牙耳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耳机，尺寸较大，能够容纳更多的电路、更大容量的电池。头戴式蓝
牙耳机在佩戴的时候不需要入耳，所以不会造成因长时间佩戴而造成的耳朵疼，舒适度较高。头戴式蓝
牙耳机驱动单元相对较大，这让声场的层次比较清晰，传递的声音内容更丰富，音质效果好。但由于其
尺寸较大，重量也会较重。

颈挂式蓝牙耳机 颈挂式蓝牙耳机比头戴式蓝牙耳机小得多，挂在脖子上更低调，负担更轻。在不使用的时候，自然垂置
胸前，适合全天候佩戴。相对于头戴式和真无线耳机，颈挂式蓝牙耳机的麦克风离发声处更近，拾音效
果更好，更容易有清晰的通话效果。

骨传导蓝牙耳机 骨传导蓝牙耳机利用骨传导技术受话，紧贴骨头，声波直接通过骨头传至听神经。因此可以开放双耳，
不伤害鼓膜。骨传导蓝牙耳机这种独特的佩戴方式使其适合运动时使用。

产业链成
熟

蓝牙耳机品牌在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具备成熟的产业链体系

在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具备成熟的产业链体系，蓝牙耳机品牌如华为、小米等在耳机设计和销售环节更具有自主性，让蓝牙耳机外观
设计更具多元化和销售方式更加灵活。

市场参与
者多

蓝牙耳机技术要求相对较低，行业参与者较多

中国蓝牙耳机市场现阶段发展成熟，技术壁垒不高，通过企查查数据显示，类似于华为、小米、漫步者等涉猎蓝牙耳机的企业数量高达上
万个。

产品多元
化

蓝牙耳机市场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蓝牙耳机产品多元化

现阶段市场上流行的蓝牙耳机种类较多，有单耳式蓝牙耳机，入耳式蓝牙耳机、双耳独立式蓝牙耳机，头戴式蓝牙耳机，颈挂式蓝牙耳机
和骨传导蓝牙耳机。蓝牙耳机市场的行业参与者为了迎合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设计了不同款式的蓝牙耳机。

上游环节 上游分析 上游参与方

原材料供应商 从原材料角度分析，产业链的上游为原材料供应
商，主要包括扬声器、变压器、磁性材料，生产
外壳所需的塑料等。蓝牙耳机壳体PC/ABS材料
因其强度好，流动性好，这种材料是聚碳酸酯和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合并而成的热可塑
性塑胶。所以结合了ABS材料的易成型性和PC
材料的机械性能、冲击强度、抗UV性能和耐温
性好。从竞争角度分析，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应
市场企业数量较多，竞争较为激烈，企业之间的
竞争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上。产业链下游的消费
者对蓝牙耳机的稳定性、音质等方面提出更高的
要求，所以导致产业链中游的制造商对对原材料
的精细度提出更高要求。

深圳市奥多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誉声电子有限
公司、深圳市绘声科技有限公司、共达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宏鑫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旗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永盛磁电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润达磁铁有限公司、青岛中新
华美塑料有限公司、东莞市信瑞高分子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中游环节 中游分析 中游参与方

生产蓝牙耳机的企业 产业链的中游为生产蓝牙耳机的企业，而生产蓝
牙耳机的企业又分为智能手机厂商和专业耳机厂
商。智能手机厂商如苹果、华为、小米等等。从
竞争格局角度来分析，2021年苹果、小米、漫
步者、华为和QCY在中国耳机市场排名前五。
从出货量来看，苹果出货量位居第一，占比19.
0%。小米的出货量排名第二，占比17.0%。漫
步者、华为和QCY分别排名第三、四、五位，
占比13.0%，11.0%，10.0%。从企业优势来分
析，智能手机厂商生产的蓝牙耳机主要作为智能
手机的配件销售、更加注重产品的性价比。受益
于智能手机产品为品牌积累的品牌效应及销售渠
道，智能手机厂商的销售渠道通常比专业耳机厂
商更宽。专业耳机厂商则更加注重旗下产品的音
质、产品精细程度等方面，价位处于中高端水
平。相比于智能手机生产企业的销售渠道，专业
耳机厂商销售渠道更窄。现阶段，根据CNPP发
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蓝牙耳机市场受欢迎指数最
高的多为专业耳机厂商旗下的蓝牙耳机。

深圳市金嘉阳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清洋芯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海丽声实业有限公司、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大北欧通讯设备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索尼（中国）有限公司、飞利浦（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纳音
科技有限公司、博士视听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哈曼（中国）投资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
通信有限公司、万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飞利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下游环节 下游分析 下游参与方

蓝牙耳机消费端 产业链的下游为蓝牙耳机的消费端，消费端可分
为渠道端和消费者端。从应用领域来分析，蓝牙
耳机主要应用于应用设备和个人消费者。应用设
备主要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脑以及游戏
机等。这些应用设备生产商通过统一采购或者生
产蓝牙耳机来送给购买应用设备的消费者。个人
消费者是指满足个人需求自行购买蓝牙耳机的消
费者。从用户画像来分析，在2022.01.01-2022.
12.01期间检索关键词“蓝牙耳机”的人群以男性
为主，占比为63.0%。从年龄分布来看，24至40
岁的消费群体对蓝牙耳机最为关注，占比为59.
9%。因此，以中国中青年男性为主的消费群体
对蓝牙耳机有较高的关注度。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苹
果（中国）有限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贸易
有限公司、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索尼
（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上市公司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002351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541.06万元 -11.78 31.58

01810 小米集团 3838.19亿 328,309,145,000.00 33.5300 17.75

002241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179.69万元 43.37 13.72

财务指
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Q
1)

2022(Q
2)

2022(Q
3)

销售现
金流/营
业收入

1.15 1.13 1.14 1.09 1.13 1.1 1.03

资产负
债率(%)

8.6085 6.5578 7.8409 8.6373 11.3059 9.7596 15.3642 20.412 16.482 13.177 13.691 16.039

营业总
收入同
比增长
(%)

-7.3965 -7.203 -2.9272 9.7814 24.0463 -2.2118 41.1276 55.588 19.103 -9.039 -11.779 -8.072

归属净
利润同
比增长
(%)

-12.728
2

8.6478 8.9387 -13.747
2

34.0804 -54.187
6

130.009
2

应收账
款周转
天数(天)

14.4663 13.1078 16.6208 25.383 30.2546 35.4844 38.9488 36 34 40 43 40

流动比
率

9.7056 12.6545 10.9032 9.4833 7.0466 8.1016 5.3004 4.214 5.409 7.02 6.785 5.668

每股经
营现金
流(元)

1.9864 0.2025 0.1433 -0.1069 -0.0542 0.0917 0.1026 0.324 0.316 0.032 -0.009 0.283

毛利率
(%)

28.4973 29.0063 31.5598 33.4868 34.473 31.3492 35.3018 33.17 31.58

流动负
债/总负
债(%)

98.917 98.3987 91.069 91.4507 94.3216 93.9696 92.4717 90.304 87.645 83.905 82.955 86.821

速动比
率

1.6473 1.15 1.4415 2.5423 1.1569 1.5369 3.805 3.014 3.91 5.152 4.895 4.342

摊薄总
资产收
益率(%)

4.8108 5.0895 5.2779 4.2893 5.8067 2.2987 5.8018 11.464 11.962 2.074 4.052 6.354

营业总
收入滚
动环比
增长(%)

-3.9087 1.9659 31.6755 54.2222 24.735 57.7049 65.1501

扣非净
利润滚
动环比
增长(%)

-78.702
8

-11.023 -0.427 25.1659 -84.885
2

-436.87
07

180.961
2

加权净
资产收
益率(%)

5.28 5.62 5.98 5.04 6.59 3.01 6.68

经营现
金流/营
业收入

1.9864 0.2025 0.1433 -0.1069 -0.0542 0.0917 0.1026 0.324 0.316 0.032 -0.009 0.283

基本每
股收益
(元)

0.29 0.31 0.34 0.15 0.2 0.09 0.21 0.31 0.35 0.062 0.1192 0.1931

净利率
(%)

11.5457 13.3761 14.7179 11.3178 12.7376 5.2188 9.815 15.0522 14.2113 12.4328 11.647 12.2546

总资产
周转率
(次)

0.4167 0.3805 0.3586 0.379 0.4559 0.4405 0.5911 0.803 0.873 0.18 0.381 0.567

归属净
利润滚
动环比
增长(%)

-27.97 -8.986 -4.1385 50.9284 -48.612
7

-104.92
22

116.307
8

存货周
转天数
(天)

88.1402 91.2895 101.804
2

117.520
3

154.473
3

183.430
1

165.601 144 133 150 149 140

营业总
收入(元)

7.34亿 6.81亿 6.61亿 7.26亿 9.01亿 8.81亿 12.43亿 19.34亿 23.04亿 4.78亿 9.95亿 15.32亿

每股未
分配利
润(元)

0.9803 1.0941 1.2143 0.648 0.6791 0.6494 0.7442 0.6837 0.8185 0.8805 0.7576 0.8316

稀释每
股收益
(元)

0.29 0.31 0.34 0.15 0.2 0.09 0.21 0.31 0.35 0.062 0.1192 0.1931

归属净
利润(元)

8513.44
万

9249.67
万

1.01亿 8691.23
万

1.17亿 5338.63
万

1.23亿 2.76亿 3.16亿 5513.59
万

1.06亿 1.72亿

扣非每
股收益
(元)

0.18 0.16 0.19 0.09 0.14 0.03 0.16 0.28 0.27 0.0493 0.0993 0.1676

每股公
积金(元)

3.4417 3.4417 3.4417 1.2209 1.2219 1.2784 1.2712 0.5274 0.5309 0.532 0.5331 0.5342

融资时间 披露时间 投资企业 金额 轮次 投资比例 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