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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坐便器行业标准正不断趋严：1）新国标《GB/T 34549-2024》将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落

地；2）智能坐便器强制纳入 3C 认证，将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落地。 

参考两轮车在新国标落地后的格局变迁，行业规范程度提升利好龙头企业，行业出清或加快，

市场集中度有望提高。与两轮车不同点：智能坐便器渗透率仍处低位，未来内销增速或快于电

动两轮车，价格战的暂缓可能只是“中场休息”而非“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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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坐便器 3C认证将于明年年中落地 

智能坐便器行业标准正不断趋严：1）新国标《GB/T 34549-2024》将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落地；2）智能坐便器强制纳入 3C 认证，将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落地。3C 认

证提升行业准入门槛，主要体现在质量管理和认证费用两方面——对于中小企业

而言，其生产成本将会提升，导致其难以再维持低价竞争策略。截至目前，首批获

证企业名单已公布，国产龙头均在列。预计明年 3C 认证正式实施前，龙头公司会

将主流系列产品都完成认证流程，以保证市场销售和新品投放计划的顺利进行。 

 

参考两轮车：行业先提集中度，龙头再提利润率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于 2019 年起正式实施。自实施以来，由于行业生产门槛有所提

升，叠加疫情对现金流的打击，部分中小企业逐步退出市场，雅迪、爱玛等头部品

牌市占率于 2019 年后实现跃升。随着市场集中度提升，行业逐步进入良性竞争阶

段，龙头企业相对优势显现。在产品结构升级和生产成本传导的共同作用下，雅迪

控股实现两轮车均价提升，并且在原材料价格下行时价格仍维持较强韧性。2023H2

雅迪控股/爱玛科技毛利率分别为 17.0%/17.4%，较 2020 年同期提升 2.7/6.8pct。 

 

结论：预计 3C认证后价格战将会缓解 

展望明年：预计智能坐便器价格战在 3C 认证落地后会有所缓解。白牌/中小品牌

中，不能通过认证的产品被迫清出；获得 3C 认证的产品生产成本亦会提升，导致

其难以维持低价竞争，龙头公司利润率有望迅速回升。与两轮车行业不同点：电

动两轮车新国标落地前行业已步入成熟期，智能坐便器国内渗透率仍处低位，未

来内销增速或快于电动两轮车，高景气度吸引品牌入局，行业格局尚未落定。如若

明年行业价格战暂缓，可能只是市场调整的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竞争已经结束。 

 

投资建议：关注智能坐便器相关标的 

智能坐便器 3C 认证将于明年年中落地。参考两轮车在新国标落地后的格局变迁，

行业规范程度提升利好龙头企业，行业出清或加快，市场集中度有望提高。与此同

时，智能坐便器作为智能家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受益于新经济环境下适老化

需求增长。当下智能坐便器市场由国产品牌主导，集中度有所提升，但格局未稳。

企业有望通过产品认证、技术创新或品牌推广，提升市场竞争力，抓住行业渗透率

提升和集中度提升的双重机遇，建议关注智能坐便器相关标的瑞尔特和箭牌家居。 

   
风险提示：中小企业清退幅度不及预期风险、智能坐便器渗透不及预期风险、新品牌进入加

剧行业竞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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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坐便器：3C 认证，龙头先行 

1.1 智能坐便器 3C 认证将于明年年中落地 

智能坐便器将进入 3C认证新时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商用燃气燃烧器

具等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2025 年 7 月 1 日起，智能坐便器应经

过 3C认证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这一政策的实施将

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有助于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 

图表1：智能坐便器行业标准不断趋严 
 

规范类型 发行主体 标准名称 性质 生效日期 指标设定/修改 

行业标准 
中国建筑陶瓷

卫生协会 

T/CBMF 15-2016 

《智能坐便器》 
指导性 2016/10/1 单一标准 

行业标准 
中国建筑陶瓷

卫生协会 

T/CBMF 15-2019 

《智能坐便器》 
指导性 2019/8/30 

对术语定义、产品分类、功能性能、

安全测试等方面进行修改或补充 

国家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GB/T 23131-2008  

《电子坐便器》 
指导性 2009/9/1 单一标准 

国家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GB/T 34549-2017  

《卫生洁具 智能坐便器》 
指导性 2018/9/1 

规定了智能坐便器的术语定义、分

类、要求、安全、测试、检验等方面 

国家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GB/T 23131-2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坐便器

便座》 

指导性 2019/10/1 

重新核定适用范围，更新术语定义，

细化功能分类，划分性能等级，改进

试验方法，增加抗菌防霉要求 

国家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GB 38448-2019  

《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限定

值及等级》 

强制性 2021/1/1 
规定了智能马桶的能效水效限定值及

等级、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国家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GB/T 34549-2024  

《卫生洁具 智能坐便器》 
指导性 2024/11/1 

更新术语定义、调整分类要求、增加

功能描述、提升质量标准、改进试验

方法、新增试验项目 

强制认证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商用

燃气燃烧器具等产品实施强

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 

强制性 2025/7/1 

2025 年 7 月 1 日起，列入 3C认证目

录的电子坐便器等产品，应经过 3C

认证并标注 3C 认证标志后，方可出

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

使用 

资料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建筑陶瓷卫生协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1.2 强制认证提升行业门槛，短期影响供需 

3C认证提升行业准入门槛，主要体现在质量管理和认证费用两方面：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5 / 13 

行业研究|行业专题研究 

⚫ 质量管理。企业首先需要熟悉并深入理解关于智能坐便器 3C认证所依据的国家

标准 GB4706.1、GB4706.53，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产品的符合性，强

化生产质量管理，提高生产线工艺水平和质量控制手段。过往部分白牌以牺牲产

品质量为代价进行低价倾销，3C 认证对企业的质量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

面，部分白牌已生产的产品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国家标准被迫清退；另一方面，提

高质量管理水平以适应 3C认证标准，也会迫使中小厂商提高生产成本。 

⚫ 认证费用。3C 认证费用主要分为三部分——申请与注册费+审厂费+检测费，单

个产品认证费用通常在万元以上： 

1）申请与注册费，单个产品合计 1300元； 

2）审厂费用，2500 元/人（通常 100 人以下的工厂会派遣 2 名审厂老师，

100人以上的工厂会派遣 3名以上的审厂老师）； 

3）检测费，包括产品全检费用和随机试验费用。产品的全检费用由 CQC公

布的详细费用清单确定，每个类别的具体产品费用均不一样。如果产品内关

键的零部件均已有 3C 或者 CQC认证，则不需要进行该试验。 

对于已形成一定生产规模的企业而言，认证费用并不高昂。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

其生产成本将会提升，导致其难以再维持低价竞争策略。 

图表2：3C 认证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申请费 500 元/认证单元 

批准与注册费 800 元/认证单元 

工厂检查费 2500 元/人日 

检测费 
根据实际检测项目，按《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强制实施现场检测收费标

准》计算收费 

其他费用 
年金（100 元/证书）、纸质证书工本费（100 元/套）、 

审核人员差旅费、委托三方机构的代理费等 

合计 2500 元*检查人数*检查天数+1500 元+检测费+差旅费+代理费 

资料来源：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国联证券研究所 

3C 认证清退不合格产品短期影响供需，头部品牌可能“按兵不动”。当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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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比较激烈，主要系线上白牌以极低的价格竞争对头部品牌造成影响。由于部分白牌

产品难以通过 3C认证，认证落地前白牌厂商或被迫低价倾销库存，进一步加剧行业

生态环境恶化。考虑到白牌以极低价格清库存只是强制认证落地前的短期现象，头部

品牌可能选择“按兵不动”而非跟随降价以维持品牌形象。 

根据沸腾质量数据编制的《2022-2023年度家居质量白皮书》，2022年 1月-2023

年 9 月，累计 14 次智能坐便器产品国家监督抽查和省级监管抽查中，不合格率为

3.9%，相对较低。但从不合格项目的分布来看，智能坐便器产品在结构设计、防止接

触带电部件的保护措施以及接地安全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这些问题正是 3C认证

安全标准里要求的项目。 

图表3：智能坐便器结构、触电防护等项目不合格率较高 

 
图表4：3C 认证落地前智能坐便器均价短期承压 

  
资料来源：沸腾质量数据《2022-2023家居质量白皮书》，国联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久谦中台，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数据为智能坐便器线上销售均价（元/个） 

1.3 首批获证企业名单公布，国产龙头均在列 

当下智能坐便器市场由国产品牌主导，集中度有所提升，但格局未稳。以线上渠

道为例，根据久谦中台数据，九牧、恒洁、箭牌、瑞尔特等内资品牌销售表现强劲，

市占率分别为 16.5%/6.8%/9.0%/6.4%，外资品牌市占率较低，国产替代成果显著。

另一方面，尽管智能马桶市场已经涌现出一批知名品牌，但整体而言，品牌格局尚未

稳定。从品牌集中度来看，2024Q1 虽然同比有提升，但相比于扫地机器人等品类集

中度仍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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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国产品牌成为智能坐便器线上销售主力 

 
图表6：智能坐便器品牌集中度同比提升 

  
资料来源：久谦中台，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数据为久谦中台 2023年“天猫+京东+抖音”合计销额口径 

箭牌为 ARROW+ANNWA+FAENZA 三品牌合计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数据为线上智能一体机 TOP品牌集中度（销额口径） 

首批获证企业名单公布，国产龙头均在列。7 月 10 日，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主

办的电子坐便器 CCC 认证业务交流会暨首批颁证会在北京举行，九牧、恒洁、瑞尔

特、箭牌等品牌均在首批获证企业名单当中，彰显了国产龙头的产品高质量和管理高

效率。预计明年 3C认证正式实施前，龙头公司有望将主流系列产品都完成认证流程，

以保证市场销售和新品投放计划的顺利进行。 

图表7：首批获证企业名单公布，国产龙头均在列 
 

智能坐便器 3C 认证首批获证企业名单 

北京智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恒洁卫浴集团有限公司 恬皓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东陶（上海）有限公司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唯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杜拉维特卫浴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喜尔康智能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 

富俊汇赢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 

广东金丝丽卫浴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 浙江怡和卫浴有限公司 

广东樱井科技有限公司 特洁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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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镜观形：新国标后两轮车格局演变 

2.1 新国标（2018）加速中小企业出清 

新国标于 2019 年起正式实施，统一行业标准。2019 年 4 月 15 日，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替代了 1999年发布的《电动自行车通用技

术条件》。此外，GB/T 24158-2018《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

也于 2019年 4月 1日正式实施。 

3C 认证和电摩生产资质提升行业门槛。自 2019 年 4月 15 日起，电动自行车由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转为 3C认证管理。此外，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需要具

备相应的电摩生产资质。行业内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由于难以达到准入要求，被迫退

出市场竞争。 

图表8：新国标（2018）落地前后行业状况对比 
 

指标 新国标落地前 新国标落地后 

生产资质 
大部分产品归属电动自行车， 

企业规避电摩资质 

电摩/电轻摩需要电摩生产资质， 

生产门槛大幅提升 

竞争态势 
恶性竞争，车型抄袭模仿， 

价格战，品质低，利润低 

逐步进入良性竞争阶段，龙头企业 

相对优势显现，利润率迅速回升 

企业数量 2019 年底企业数量约 110 家 2022 年底企业数量约 50 家 

产品质量 
产品同质化严重， 

价格战降低产品质量 

头部企业研发投入增加， 

产品差异化更加明显 

渠道状况 
门店多品牌经营， 

中小品牌/白牌数量众多 

中小品牌/白牌逐步退出， 

头部品牌的渠道管控力增强 

资料来源：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前瞻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新国标加速产能出清，市场集中度提升。新国标实施以来，由于行业生产门槛有所提

升，叠加疫情对现金流的打击，部分中小企业逐步退出市场；头部品牌推出特价车型，

进一步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多重合力之下，行业供给端出清明显提速，雅迪等

头部品牌市占率于 2019年后实现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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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19 年后中小企业持续出清 

 
图表10：2019 年后雅迪等头部品牌市占率跃升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国联证券研究所 

2.2 行业先提集中度，龙头再提利润率 

市场出清后集中度提升，龙头企业优势显现，利润率迅速回升。电动两轮车的成

本中原材料占比较高，其中电池+电机成本占比约为 35%，其他成本包括车架、车轮、

烤漆、ABS套件等。而进一步的，铅酸、锂电电池的核心材料是铅、碳酸锂，两轮车

铝、钢用量亦占比较高。2020-2021年间碳酸锂、铝、钢价格均大幅上涨，压缩行业

盈利空间，进一步加速出清。随着市场集中度提升，行业逐步进入良性竞争阶段，龙

头企业相对优势显现。在产品结构升级和生产成本传导的共同作用下，雅迪控股实现

两轮车均价提升，并且在原材料价格下行时价格仍维持较强韧性。2023H2 雅迪控股

/爱玛科技毛利率分别为 17.0%/17.4%，较 2020年同期提升 2.7/6.8pct。 

图表11：2020-2021 年间碳酸锂、铝、钢价格均大幅上涨 

   

资料来源：iF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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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雅迪控股两轮车均价提升 

 
图表13：雅迪控股、爱玛科技毛利率 2022H1 起迅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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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不同点：智能坐便器渗透率仍处低位 

电动两轮车行业已步入发展稳定的成熟期。国内电动两轮车行业经过 30年的发

展，渗透率已达 70%左右，年销量趋于稳定。2019年新国标落地加速行业规范化、高

质量发展，中小规模企业淘汰出清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龙头企业相对优势显现，

行业格局较为清晰。 

图表14：电动两轮车行业已步入发展稳定的成熟期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中国自行车协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智能坐便器仍处于行业发展早期，渗透率显著低于电动两轮车。当前智能坐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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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行业渗透率仍然不高，各大厂商尝试利用 1000-2500 元价格带的高性价比轻智能

产品，通过以价换量形式提升智能坐便器普及度和渗透率。同时，国内老龄化和空巢

化程度提高，适老产品成为行业新趋势，无障碍扶手、升降辅助器开始运用至智能坐

便器，以提升老年人使用体验，未来此领域或将成为新兴增量市场。 

图表15：日本智能坐便器每百户保有量达 116.30 个 

 
图表16：2023 年中国智能坐便器渗透率仅约 9.6% 

  
资料来源：Wind、日本统计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智能卫浴电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奥维云网

《中国智能坐便器行业发展白皮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展望智能坐便器行业：预计价格战在明年 3C认证正式实施后会有所缓解，龙头

公司利润率会迅速回升。白牌或小品牌不能通过认证就会出现产品清出，或者为了获

得 3C认证，其生产成本将会提升，导致其无法再以低价竞争，因而 3C认证落地后龙

头公司利润率有望快速回升。 

与两轮车不同点：智能坐便器渗透率仍处低位，价格战的暂缓可能只是“中场休

息”而非“尘埃落定”。智能坐便器国内渗透率仍处低位，未来内销增速或快于电动

两轮车，高景气度吸引品牌入局，行业格局尚未落定。如若明年行业价格战暂缓，甚

至部分龙头品牌借机提价，可能也只是市场调整的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竞争已经结

束。企业可能利用这个"中场休息"时间来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品牌影响力或开发新的

市场策略，以便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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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建议：关注智能坐便器相关标的 

短期看好 3C 认证落地后龙头公司利润率回升，长期看好智能坐便器发展前景。

智能坐便器 3C认证将于明年年中落地。参考两轮车在新国标落地后的格局变迁，行

业规范程度提升利好龙头企业，行业出清或加快，集中度有望提高。与此同时，智能

坐便器作为智能家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受益于新经济环境下适老化需求增长。当

下智能坐便器市场由国产品牌主导，集中度有所提升，但格局未稳。企业有望通过产

品认证、技术升级或品牌推广，提升市场竞争力，抓住行业渗透率提升和集中度提升

的双重机遇，建议关注智能坐便器相关标的瑞尔特和箭牌家居。 

 

4. 风险提示 

1）中小企业清退幅度不及预期风险：若 3C认证落地后中小企业清退数量较少，

行业整合和升级的进程放缓，可能影响龙头公司利润率。 

2）智能坐便器渗透不及预期风险：智能坐便器的普及速度如果未能达到预期，

可能会因为市场接受度不足、消费者认知度低等导致销售增长停滞，从而带来行业发

展的不确定性。 

3）新品牌进入加剧行业竞争风险：行业较高的增速或吸引新品牌不断涌入智能

坐便器市场，从而加剧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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