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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3月12日电 电动两

轮车在国内随处可见，但在许多国家属

于新鲜事物。记者近日走访我国电动两

轮车产业集聚地——江苏省无锡市时发

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出海寻机，其

中不少企业加速从代工贴牌，向品牌建

设、海外建厂、产品创新等方向转型。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海外市场虽潜

力巨大，但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企业

应在顺应市场、强化本土化经营的同

时，加强协同合作，避免陷入低价竞争。

市场细分倒逼创新

不久前，国产“三蹦子”走红海

外，让不少企业看到了海外市场的巨大

潜力。无锡市锡山区电动车对外贸易协

会秘书长、雅迪控股执行董事沈瑜认

为，这既有意外因素，也是我国电动两

轮车企业多年发展的必然。

“我国电动两轮车产业无论是技

术、规模、供应链实力都走在全球前

列。”沈瑜说，在产量占全国近三分之

一的无锡市，仅锡山区截至2023年底就

有电动车外贸企业191家，较2022年增

加25家；2023年锡山区电动车出口额

达 4.2 亿美元，整车出口额同比增长

6.3%，其中，电动摩托车（包含电动三

轮车）整车出口额同比增长17.5%。

沈瑜表示，欧洲市场青睐电助力自行

车，美国市场更倾向大型电摩，在东南亚

则“踏骑”更普遍。西班牙、法国等国家

近年来对新能源摩托车的补贴力度大，但

受大环境影响消费需求出现下滑。越南、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市场人口基数大，用车

需求要兼顾载人和载货，还要直面燃油摩

托车的激烈竞争，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出口

增长的重心。

江苏嗯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康定

武说：“在欧洲和美国，当地人身高普

遍较高，需要设计大尺寸车型；东南亚

等国家气候炎热多雨，对电路设计、电

池位置等有着更高要求。”业内人士认

为，从长远看，电动两轮车出海前景广

阔，但从短期看，不少细分市场尚待消

费者认知的转变，市场有待培育。

本土化运营成比拼关键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国产电动两轮车

出海整体上处于早期阶段，但经历十多年

的发展，强化本土化经营成为普遍共识。

“过去我们大多是产品出海，走代工

路线，但这样做离消费者太远。去年我们

开始采取品牌出海模式，发布TLG品牌，

与合作伙伴一道开拓渠道和门店。”台铃

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国内事业部总裁常耀

说，目前台铃产品已行销90多个国家。

雅迪同样加速从贴牌到品牌的转变。

“售后服务是关键，单纯靠价格比拼，忽

略服务提质，最终会被市场淘汰。”沈瑜

说，近年来，雅迪正加快海外门店布局，

2023年出口增幅预计在50%以上。

沈瑜介绍，雅迪在越南工厂的产能约

为每年20万辆，明年可达到50万辆，今

年计划在印尼建设新工厂。常耀表示，台

铃已对多国进行考察，正计划在海外建设

工厂。嗯哇科技也在菲律宾建设新工厂。

“别简单地把国内模式搬到海外，要

研究当地的法律法规、使用习惯，通过科

技创新提升出海产品的技术、安全保障水

平。”中国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江苏省

自行车电动车协会名誉理事长陆金龙说。

强化合作避免内耗

记者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出现我国电动两轮车企业扎堆的情况，部

分低端车型出现同质化竞争。

业内人士建议，通过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和产品创新来赢得市场。由于当前国内

电动两轮车出海刚起步，不论是走贸易路

线还是走当地建厂路线尚处“进行时”，

不少企业有了“抱团”意向。

陆金龙介绍，去年无锡市锡山区电动

车对外贸易协会组织一批企业到意大利米

兰等地区参加展会，取得良好效果。

沈瑜等受访者认为，行业协会等组织

可发挥更大作用，可以避免恶性竞争，通

过团购以量换价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受访

企业也普遍希望国家层面能强化金融支持

等力度，推动国产两轮车标准规范“走出

去”，推动全球产业链合作。（记者朱程）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胡喆）
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为适应商业航天市场需求，我国

正抓紧研制4米级、5米级可重复使用火

箭，计划分别于2025年和2026年首飞。

“可重复使用火箭是未来太空探索

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它具有低成本、

高效率、技术难度大和更加环保等特

点。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克服许多技

术难题，还需要探索攻关新的材料、结

构和控制方法等。研制4米级、5米级可

重复使用火箭意味着我们在商业航天发

射市场更进了一步。”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究发展部部长

王巍说。

中国商业航天正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不久前发布的《中国航天科技活动

蓝皮书（2023年）》显示，2023年我

国共完成26次商业发射，发射成功率

达96%；共研制发射120颗商业卫星，

占全年研制发射卫星数量的 54%。与

此同时，发射、测控设施建设持续推

进，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场一号发

射工位正式竣工，二号工位正加快推

进建设，两个工位将各具备每年执行

16次发射任务的能力。今年，商业航

天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行业发展注

入更多信心。

王巍表示，应充分调动社会优质资

源，共享发展机遇，积极服务国家战略，

联合形成合作共赢的产业生态，加速突

破高性价比商业卫星关键技术，推出通

信、导航、遥感及综合性商业卫星产品，

开发商业市场急需的高性价比火箭发动

机，将商业航天培育发展成为新质生产

力，推动我国航天事业全面发展。

我国正研制4米级、5米级
可重复使用火箭
计划分别于2025年和2026年首飞

中国海油3月12日宣布，由我国自

主设计建造的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

基二号”在广东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

建造完工，刷新了结构高度、重量、作

业水深、建造速度等多项亚洲纪录，标

志着我国深水超大型导管架平台自主设

计建造能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副总裁孙

福街表示，固定式导管架平台是世界

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海洋油气开发装

备，主要由导管架、桩腿和上部模块

三部分组成。导管架相当于“地基”，

用于支撑海上油气平台的庞大身躯与巨

大吨位。

“海基二号”作业海域平均水深约

324米，导管架总高338.5米，超过北京

国贸三期主楼高度，总重37000吨，用

钢量接近“鸟巢”国家体育场，达到国

内建造场地、运输、安装装备及船舶的

能力极限，由此引起地基沉降、大型吊

装、重量尺寸控制、装船运输、安装等

一系列挑战。

孙福街说，“海基二号”所处的海域

台风多发，风浪及内波流巨大，导管架

按照百年一遇恶劣海况进行设计，面临

前所未有的海洋工程难题。项目统筹优

质资源进行技术攻关，全面掌握了超

300米水深导管架的自主设计建造成套

技术，用时26个多月完成导管架建造，

关键尺寸精度控制在5毫米之内，创造

了亚洲超大型深水导管架建造速度和精

度新纪录。

随着海洋油气资源的不断开发，

200米以上的深水区域，已成为我国海

洋油气开发的重要战场，导管架平台开

发模式在我国深海油气资源开发中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先后建成“海基一

号”、陆丰12-3等多个深水导管架平

台，逐步构建起完整的深水导管架设计

建造技术和管理体系，“海基二号”的

建设完工将导管架平台应用水深提升至

300米以上，可大幅降低开发投资、工

程建设和生产成本，使大量潜在的深水

边际油田开发成为可能，为经济有效开

发我国中深水海域的油气资源开辟一条

新路。

（据新华社电记者戴小河印朋）

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基二号”建造完工

电动两轮车出海观察：

抓住细分市场机遇强化本土化运营

3月1日,在台铃集团无锡制造基地，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新华社记者朱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