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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   
电动两轮车行业专题 

“严管”时代下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   
 行业进入“严管”时代，销售短期收紧 

2024年电动两轮车行业的关键词是“管理趋严”。3月南京大火事件，再度

暴露电动两轮车的安全隐患，4月 12日由国务院会议部署开展“安全隐患

全链条”整治工作：一方面围绕行业各环节开展整治行动，针对销售、使

用环节分别开展了“国抽”、“夜查行动”等，使得终端销售短期有所收紧；

另一方面加速行业标准、规范调整；（1）公开征集“新国标修订”计划项目

的意见；（2）新增电动自动车“蓄电池的国标”等多项标准变化；由于行业

规范修改的预期，部分标准悬而未决，企业端产品推新节奏短期有所放缓。 

 原材料压力传导，进一步压制短期需求 

价格端，一方面短期大宗原材料价格快速上行，驱动终端涨价。4月以来上

游核心原材料铅、铝价格快速上涨，5月、6月及 Q2现货铅价分别同比+20%、

+24%、+18%，铝价分别+14%、+14%、+12%。在此背景下，下游电池企业、整

车企业也于近期纷纷调整电池及整车的价格。另一方面，2024年以来整车

企业对终端均价调整方向一致，共同发力产品结构升级，行业中高端新品

推出节奏恢复。综合上述，我们认为近期均价上行预计也对需求短期抑制。 

 长期来看，关于锂电池的新国标影响深远 

长期来看，锂电池国标是除“2024年整车新国标修订”外，对行业影响最

大的标准，其针对性解决起火风险，正式实施后将引发锂电池两轮车的存

量换新。2019年新国标对整车重量的要求，使得电池能量密度较大的锂电

池装配比例提升，2019-2023 年锂电池两轮车销售存量达到 4617万辆。另

外，锂电池国标有了更高的要求，将提升锂电池两轮车的技术难度及研发

制造成本；在此背景下，钠电池相对优势或凸显，有望迎来渗透率提升。 

 静待调整落地，需求恢复&格局集中可期 

两轮车行业于 2024年进入严管时代，尽管对行业短期需求形成扰动，但长

期需求释放和格局整合趋势明确。后续随着安全整治工作取得成效、逐渐

收尾，行业标准及规范清晰化，我们认为产业的供给节奏、渠道的销售节

奏将恢复常态；且进一步，非标车淘汰与以旧换新互相配合，或带来一场

新的换购大潮。另一方面，整治活动频繁开展、经营标准趋严的大背景下，

行业经营难度提升，具备竞争优势的龙头份额有望加速提升；建议关注一

线龙头雅迪控股、爱玛科技的长期投资机遇，及部分新兴龙头收入增量。 

  
风险提示：行业技术大幅迭代；行业终端需求大幅不及预期。  

      

 证券研究报告 

2024年 06月 17日 

投资建议： 
 

强于大市（维持）  

上次建议： 
 

强于大市  
 

相对大盘走势  

  

作者  
分析师：管泉森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23100007 

邮箱：guanqs@glsc.com.cn 

 分析师：高登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23110004 

邮箱：gaodeng@glsc.com.cn 

 分析师：崔甜甜 

执业证书编号：S0590523110009 

邮箱：cuitt@glsc.com.cn 

   

相关报告 
 
1、《家用电器：5月月报及 6月投资策略：终端量

价平稳，出口增势延续》2024.06.12 

2、《家用电器：空调格局的变与不变》2024.06.11 
    

-20%

-7%

7%

20%

2023/6 2023/10 2024/2 2024/6

家用电器 沪深300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2 

 

 

行业报告│行业专题研究 

正文目录 

1. 行业进入“严管”时代，销售短期收紧 .................................. 3 

2. 原材料压力传导，进一步压制短期需求 ................................ 4 

3. 长期来看，关于锂电池的国标影响深远 ................................ 5 

4. 静待调整落地，需求恢复&格局集中可期 ............................... 8 

5. 风险提示 ......................................................... 9 

 

 

 

图表目录 

图表 1： 南京大火事件后，全国开展“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 .............. 3 

图表 2： 行业标准及规范密集调整 ....................................... 4 

图表 3： 核心原材料均价日度走势：铝、铅价格环比增长 .................... 4 

图表 4： 核心原材料均价季度同比：铅、铝分别+18%、+12% .................. 4 

图表 5： 2023年电动两轮车内销小幅增长（单位：万台） ................... 5 

图表 6： 爱玛、新日一季度收入均有下滑 ................................. 5 

图表 7： 电动两轮车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今年发生较多变化 .................. 6 

图表 8： 锂电池产量渗透率在 2022年达到 19% ............................. 7 

图表 9： 锂电池销量渗透率在 2023年达到 15% ............................. 7 

图表 10：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将于 11月 1日正式实施 7 

图表 11： 《行业规范条件》《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部分核心要求 .......... 8 

图表 12： 电动两轮车行业前 10品牌销量占比达到 85% ...................... 8 

图表 13： 电动两轮车行业中百万台以上的品牌有 12 个 ..................... 8 

图表 14： 2023 年电动两轮车的存量保有量达到 4.2 亿辆 .................... 9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3 

 

 

行业报告│行业专题研究 

1. 行业进入“严管”时代，销售短期收紧 

2024年电动两轮车行业的关键词是“管理趋严”。3月南京大火事件，再度暴露

了电动两轮车的安全隐患；4 月 12 日由国务院会议部署开展“安全隐患全链条”整

治工作，一方面围绕行业各环节开展整治行动，另一方面加速行业标准、规范调整。

在此背景下，行业短期销售受到了一定影响。具体来看： 

 针对销售、使用环节分别开展了“国抽”、“夜查行动”。今年“国抽”提前

且整治力度加大，为应对检查，部分电动两轮车终端门店关门整改。“夜查

行动”严查居民违规停放、违规充电、非法改装等行为，且将对非法改装行

为进行溯源处理，终端改装的销售行为也受影响有所收紧。 

 行业标准的进一步调整。（1）公开征集“新国标修订”计划项目的意见；由

于行业规范的修改预期，部分标准悬而未决，企业端产品推新节奏有所放缓。

（2）4 月底出台了“行业规范”，符合要求的厂商将进入白名单，对生产、

制造等维度提出了更高要求。（3）新增了电动自动车“蓄电池的国标”。（4）

修订“电气安全&充电器的相关国标”，且公开征求意见。（5）配合整治工作，

各地区政府也推出了“地区非机动车管理新规”等规范电动自行车的使用；

此外部分地区也强化三轮、四轮车的管理，加速淘汰非标产品。 

图表1：南京大火事件后，全国开展“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 

4 月 12日，由国务院会议部署开展“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 

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使用、停放、充电、报废、回收等各环节的安全管理水平 

主要的行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国抽” 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夜查行动” 

… 

针对的环节 销售 使用 

执行的时间 3月底至 4月 5月底开始至 6月中旬 

目的 整治非标车、改装车等，防范风险 为了消除火灾隐患 

监管内容 

①检查店内销售电动自行车的 3C认证情况、标

签标识情况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检查产品是否都

具有产品合格证； 

②将产品合格证上的参数与实车进行比对，检查

店内是否存在拼装、加装、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行

为；对相关配件如控制器、电池、充电器等进行

现场检查，看是否有合格证、3C认证以是否符

合相关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 

重点严查是否存在违规停放、违规充电、非

法改装等行为，相关场所是否具备完善的消

防安全条件等，此外还将对相关非法改装行

为进行溯源处理； 

相关文件 
《关于发布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池 2种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资料来源：电动车头条网，全球电动车网，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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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行业标准及规范密集调整 

时间 总结 详情 

2024 年 4月 7日 新国标修订 
工信部科技司公开征集对《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

准修订计划项目的意见 

2024 年 4月 30日 规范运营的厂商进入白名单 
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于 4月 30日印发《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

《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5月 1日开始执行 

2024 年 5月 6日 

出台子标准：单体电池和电池

组，保障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

电池安全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

技术规范》（GB 43854—2024）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归口，将于 2024年 11月 1日正式实施。 

2024 年 5月 30日 修订子标准：电气安全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征集对《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

标准第 1号修改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截止日期 2024年 6月 28

日。 

2022年 12月 29日，《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发布。 

2024年 1月 1日，《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开始实施。  

2024 年 6月以来 
配合“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上海/成都等推出的非机动车管理新规，规范电动自行车的使用；此

外安徽/宁夏等也强化三轮、四轮车的管理，加速淘汰非标产品。 
 

资料来源：工信部官网，全球电动车网，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2. 原材料压力传导，进一步压制短期需求 

短期大宗原材料价格快速上行，驱动终端涨价，或也压制了短期需求。4月以来

上游核心原材料铅、铝价格快速上涨，5月、6月及 Q2 累计现货铅价分别同比+20%、

+24%、+18%，铝价分别+14%、+14%、+12%。在此背景下，下游电池企业、整车企业也

于近期纷纷调整电池及整车的价格。2024 年以来，整车企业调整方向一致，共同发

力产品结构升级。2023 年上半年品牌企业对量增有较高的要求，且拟拓宽产品 SKU

价格带，发起了价格竞争；由于中低端产品盈利能力较弱，于 2023年下半年恢复常

态的产品结构升级方向。2024 年，品牌企业共同发力产品结构升级，行业中高端新

品推出节奏恢复。 

图表3：核心原材料均价日度走势：铝、铅价格环比增长 

 

图表4：核心原材料均价季度同比：铅、铝分别+18%、+12% 

  
资料来源：iF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2024 年居民需求边际上缺乏新的驱动，需求景气进入平稳阶段；而行业管理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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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使得部分需求滞后释放，行业标准正在调整、规定悬而未决，也使企业推新节奏暂

缓，在此背景下行业销售表现平淡。上市公司经营表现来看，披露一季报的一线龙头

爱玛、二线龙头新日收入均存下滑压力，新兴参与者九号公司的两轮车收入保持较优

增长趋势，一方面是销售规模尚小，另一方面公司主打中高端产品受影响不大。 

图表5：2023年电动两轮车内销小幅增长（单位：万台） 

 

图表6：爱玛、新日一季度收入均有下滑 

  

资料来源：沙利文研究，艾瑞咨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行业管理趋严、标准调整短期影响行业需求释放，且近期均价上行预计也对需

求短期抑制，我们预计行业销售相对平淡。但我们认为行业监管趋严及标准调整对销

售产生的干扰是短期阶段性的；长期来看，标准调整落地后需求恢复，格局集中加速

都值得期待。 

3. 长期来看，关于锂电池的国标影响深远 

2024年行业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丰富至 4个，除了我们熟悉的“2019年新国标”

正在修订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锂电池相关的国标，今年 4月已发布，将于 11 月实

施；此外就是关于电气安全、充电器安全的国标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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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电动两轮车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今年发生较多变化 

标准类型 标准文件 说明 最新变化 

强制性国

家标准 

GB 17761—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即新国标 

正在征集修订意见 

2018年 5月发布 

2019年 4月实施； 

2024年 4月 7日，公开征集修订意见 

GB 43854—2024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新发布 

电自锂离子电池相关 

2024年 4月发布 

2024年 11月 1日正式实施 

GB 42295-2022《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 
已实施正在修订 

关于电气安全 

2022年 12月发布 

2024年 1月实施； 

2024年 5月 30日，公开征集对第 1号

修改单的意见。 

GB 42296-2022《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 
已实施正在修订 

关于充电器安全 

2022年 12月发布 

2023年 7月实施； 

2024年 5月 30日，公开征集对第 1号

修改单的意见。 

推荐性国

家标准 

GB/T 32504-2016《民用铅酸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 2016年 2月、2018年 13月发布 

GB/T 36972-2018《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 2016年 9月、2019年 8月实施 

推荐性行

业标准 

QB/T 1715-2023《自行车车把》 

QB/T 4428-2023《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产品规格尺寸》 

QB/T 5869-2023《电动自行车总线通用技术规范》 

QB/T 5870-2023《电动车电子控制单元（ECU）通用技术规范》 

QB/T 5887-2023《电动自行车型号编制方法》 

- - 

 

资料来源：工信部官网，全球电动车网，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锂电池国标是除“2019 年新国标修订”外，对行业影响最大的行业标准，其针

对性解决起火风险，实施后将引发锂电池电动两轮车存量换新。2019 年新国标对电

动自行车整车限重（≤55KG），使得能量密度高（意味着续航更久重量更轻）的锂电

池成为优选;此外部分铅酸电池的车型，也被消费者改装换成了适配度欠缺、价格更

低的低质量锂电池。2019 年后锂电池装配比例提升，累计 2019-2023 年，锂电池两

轮车销量存量达到 4617万辆，若考虑电池改装，预计存量规模更大。考虑到锂电池

的安全性不及铅酸电池且用的时间越久风险越高，叠加低质量换装电池不稳定，爆炸

风险近年来逐步暴露。这批存量锂电池产品将成为锂电池新国标实施后的主要替换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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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锂电池产量渗透率在 2022 年达到 19% 

 

图表9：锂电池销量渗透率在 2023年达到 15% 

  

资料来源：iF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国联证券研究所 

另外，锂电池国标有了更高的要求，能够更大程度地保障锂电池电动两轮车的

安全性，且将提升研发、制造成本；在此背景下，钠电池相对优势或将凸显。锂电池

新国标的核心要求如下：（1）整车需要与锂电池一车一配，互相识别，避免电池改装；

且配有唯一性编码，可对事故追溯；（2）对锂电池及电池组增加高要求的安全检测项

目，制造成本变高；（3）电池组需要设置过温报警、管理系统（BMS）等。在此背景

下，锂电池电动两轮车的研发、制造成本将提升。对比锂电池，钠电池更高的安全性、

快充性能、低温性能；且在原材料获取方面的成本优势等或将进一步凸显，产业发展

布局有望加速。 

图表10：《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将于 11月 1日正式实施 

序号 需要关注的重要项目 简单说明 

1 单体电池过充电（1.5倍）测试、针刺测试可对电池的安全性作出有效筛选。 加强测试、提高安全性 

2 
电池组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并且编码标识需要采用耐高温（950℃）材质，即便发

生火灾也可以进行追溯。 
唯一性编码，出事故后可追溯来源 

3 
电池组的过充电、外部短路、过流放电试验在正常工作条件和保护元器件单一故障

条件下都要进行，因此电池组可能需要采取双重保护设计才能满足要求。 
电池组加强测试 

4 
电池组需要具备互认协同充电功能，以降低充电装置不匹配给电池组充电带来的风

险。 
车电匹配，防止电池改装 

5 
电池组在充电、放电过程中应实时采集电池电压、电池组电压/温度/电流，这就要

求电池组配备管理系统（智能“大脑”）进行实时监控。 
BMS系统管理 

6 
制造商在电池组上应清晰地标明“安全使用年限”，以提醒用户及时淘汰老旧电

池，这是因为随着锂离子蓄电池使用年限增加，其安全风险也会逐步放大。 
标注电池使用年限，加强换新 

7 
电池组的外壳、印制电路板、导线应使用阻燃性材料，以降低发生火灾后火焰的蔓

延速率。 
使用阻燃材料 

8 
电池组的热扩散测试要求当电池组中某一节单体电池起火之后，不得快速扩散至整

个电池组。 
对热扩散有要求 

 

资料来源：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国联证券研究所 

此外，关于充电器和电气安全的国标修改，主要是：（1）加严关键安全指标，对

相关安全指标进行了细化和强化；（2）强化与其他国标的协调性，注重与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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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器的协调；（3）提升标准的可操作性。对应的生产制造要求也有增加。 

4. 静待调整落地，需求恢复&格局集中可期 

大家最关注的“2019 年国标修订”暂未落地，对行业具体的规范尚未清晰，但

方向上将带动换新需求，且要求趋严进而会加速优化格局。此外，行业 4 月底新出

的行业规范白名单也将对行业形成正向引导，尽管不具备强制性，但将对符合要求的

企业进行公告列示，影响消费者的品牌选择。新规范对企业布局、工艺装备、自主研

发水平、研发投入均有明确的指标要求，预计中小企业要做到达标，经营成本偏高。

2023 年行业年度销量百万台以上的品牌仅 12 个，前 10 大品牌之外的品牌销量合计

占比达到 15%。 

图表11：《行业规范条件》《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部分核心要求 

  
资料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政务新媒体账号，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12：电动两轮车行业前 10品牌销量占比达到 85% 

 

图表13：电动两轮车行业中百万台以上的品牌有 12 个 

 
 

资料来源：全球电动车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全球电动车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展望后续，随着安全整治工作取得成效、逐渐收尾，行业标准及规范清晰化，我

们认为产业的供给节奏、渠道销售节奏将恢复常态；而非标车淘汰与“以旧换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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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若互相配合（4 月 12 日商务部等 14 部门印发了《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的通知，多个省市也已出台纲要文件），或带来一场新的换购大潮。另一方面，2024

年行业全面迎来严监管阶段，各类围绕安全的整治活动频繁开展，锂电池国标、行业

白名单制度实施且新国标也将再度修订，行业经营难度提升，龙头优势凸显，集中度

有望加速提升。 

图表14：2023年电动两轮车的存量保有量达到 4.2亿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两轮车行业于 2024年进入严管时代，尽管对短期需求形成

扰动，但长期需求释放和格局整合趋势明确。2024 年以来行业难言景气，需求缺乏

新的驱动，而安全整治行动使得部分需求滞后释放，标准规范的悬而未决也使企业推

新暂缓。但后续来看，随着行业新标准修订落地，非标车淘汰与以旧换新配合，预计

带来新的换购潮，需求改善可期；同时严监管背景下经营门槛提升，龙头份额提升加

速确定。 

5. 风险提示 

行业技术大幅迭代；行业终端需求大幅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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