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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

二章。介绍了电动自行车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电动自

行车行业的现状、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动自行车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电动自行车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据了解，电动自行车是我国的原创产品。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90年代实现商品化。1998

年~2011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年产量从5.8万辆猛增至3096万辆，年均增幅逾40%。为了保证这

一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早在1999年，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

就已出台。该国标中，除了包括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应大于20公里(强制性条款)，整车质

量(重量)不大于40kg外，对电动自行车的续航里程、百公里电耗、制动性能等也作了限定。统

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为1.4亿辆，并且每年在以3000万辆左右的生产

规模发展。中国的电动自行车满足的是中低收入人群的代步需求，而欧洲的电动自行车则以

运动、休闲需求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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