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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随着中国摩托车工业转型升级的深入，我国传统的摩托车消费市场也在发生变化，农村市

场逐步缩小、城市摩托车应用增加，以及大排量休闲娱乐摩托车市场的快速发展，表明中国

摩托车行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自2009年以来我国摩托车内销量已连续5年下滑，但

下降趋势逐渐趋缓，国内市场逐渐趋于稳定。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摩托车仍将长期成为

广大农村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同时，我国摩托车国内市场连续几年销量下滑，

虽然对行业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行业大浪淘沙的过程。销量虽然下降

，但产业集中度得到了提高。    

    2014年12月中国摩托车整车产量为252.62万辆，同比增长7.26%。2014全年中国摩托车整车产

量2691.86万辆。  2010-2014年摩托车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2015年10月中国摩托车整车产量为2,090,109.00辆，同比下降10.22%。2015年1-10月止累计中

国摩托车整车产量20,374,604.00辆，同比下降6.25%。  2015年1-10月全国摩托车整车产量分省

市统计表       地区   10月(辆)   1-10月止累计（辆）   10月同比增长（%）   1-10月累计同比增长

（%）       全国   2,090,109.00   20,374,604.00   -10.22   -6.25       北京   -   -   -   -       天津   -   -   -   -       

河北   48,544.00   472,664.00   -14.08   -19.91       山西   -   -   -   -       内蒙古   -   -   -   -       辽宁   -   -   -   -

      吉林   -   -   -   -       黑龙江   -   -   -   -       上海   56,491.00   593,960.00   -1.52   -7.09       江苏  

233,805.00   1,441,287.00   21.2   7.63       浙江   121,477.00   1,246,209.00   -19.77   -21.67       安徽   -   -   -

  -       福建   31,226.00   315,429.00   12.88   8.57       江西   -   -   -   -       山东   32,284.00   407,882.00  

-11.4   -6.03       河南   173,654.00   1,836,203.00   -15.36   -12.8       湖北   -   -   -   -       湖南   8,971.00  

139,090.00   -57.04   -22.1       广东   578,805.00   6,385,382.00   -19.89   -12.56       广西   14,700.00  

135,840.00   -2.03   19.33       海南   -   -   -   -       重庆   713,667.00   6,806,044.00   -8.59   1.95       四川  

66,453.00   459,913.00   25.88   17.6       贵州   7,043.00   83,055.00   25.3   102.65       云南   -   -   -   -       西

藏   -   -   -   -       陕西   -   -   -   -       甘肃   2,989.00   51,646.00   -0.1   31.18       青海   -   -   -   -       宁夏  

-   -   -   -       新疆   -   -   -   -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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