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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途2021

中国自行车运动行业分析报告



野途简介

野途，全称厦门市野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旗下拥有 

国内首款自行车赛事报名信息系统——野途APP及野途网。目前已建 

立赛事服务、赛事传媒、赛事营销为核心的三大运营体系，成为“赛 

事一站式服务商”及自行车赛事信息社交平台。

目前野途拥有注册用户近300万，平均日活约19.7万。



1、赛事报名
收录全国超99%的自行车赛事，提供全面的赛事信息及便捷的赛事 

报名。

3、运动员大数据
完整记录运动员赛事数据，首创全国自行车赛事积分体系及排行榜，

真实呈现运动员商业价值。

4、赛事传媒
7*24小时全景报道自行车圈，还原赛场风云，直击赛事动态；传递最新产 

品，尽览行业动态。

5、赛事保险
野途保险携手国内顶级保险公司，推出国内最全面、最便捷的骑行、铁 

三、户外活动等户外保险产品，充分满足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保险需求。

2、拥有完善的赛事定级规则

野途制定了完善的中国业余自行车赛事评估体系。根据赛事参赛人 

数、赛事影响力、赛事举办地、赛事奖金、车友评价等多维度指标， 

依据分值从高到低的排序，将赛事级别分为ABCD四个等级，真实呈 

现赛事商业价值。



数据来源

野途赛事大数据

野途收录全国超过99%的赛事

近300万野途骑行用户数据 50000份有效调研问卷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对于中国车友们说来，2021年，伴随着精彩、遗憾和心痛。

       无论是奥运会还是全运会，这个“体育年”提供了太多的精彩和荣

光。但疫情的反复，使得参加线下赛事依旧艰难，心痒难耐想要骑上赛

道的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把重聚的日期一再延后。

       2021年5月甘肃白银越野事故，则以生命的惨痛代价为行业敲响警

钟。接踵而来的是行业规范和整顿，对赛事主办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进一步加快行业洗牌与沉淀。

       积累沉淀，是为了更好地绽放。经历了疫情下的闯关与探索，骑行

的热情正在迸发，驱动产业发展“加速度”。

       《2021野途自行车运动行业分析报告》继续为您还原2021年中国

业余自行车运动最真实发展状况，希望藉此为自行车人传递一份力量。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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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中国自行车赛事特点分析



自行车赛事总体情况1

2021年

赛事
152场

总数
599场

活动
447场

2021年中国自行车赛事活动数量599余场，其中自行车赛事152场，自行车活动447
场，继上一年度数量“腰斩”之后，自行车赛事及活动继续显下滑。 

总数
711场

赛事
192场

活动
519场

2020年



自行车赛事总体情况2

950余万

2020年2021年

920余万

2021年自行车爱好人群约950余万，较2020年人群数量略有增长。



自行车赛事总体情况3

1685场

2020年2020年

2434场

2021滑步车赛事数量1685场，较2020年数量下降30%。



自行车赛事特点1

监管更严格、更规范，办赛门槛增高

    2021年5月份，“甘肃白

银越野事故”风波后，体育

总局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

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规

范化、安全化办赛成为体育

行业最基本准则，办赛门槛

再增高，赛事监管更严格、

更规范。



自行车赛事特点2

疫情反复，重启艰难，赛事继续缩水

全国各地疫情零星反复，赛事恢复持续受阻，赛事数量继续减少



自行车赛事特点3

赛事仍以区域性为主，全国赛少量复苏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赛事以区域性为主，部分全国性赛事逐步复苏，也算释放一
定积极信号，但国际性赛事仍处于停摆状态。



自行车赛事特点4

自行车赛事逐渐向综合类型转变

      自行车赛事不再仅局

限于纯山地赛或是纯公路

赛，而是逐渐向综合性赛

事转变，组别更丰富，项

目更多元。



自行车赛事特点5

从专项训练，到虚拟体验，再到各种形式的线上赛事，“云骑行”的形式被更多挖掘，且

逐渐常态化，给自行车赛事运动带来新突破和机遇。

线上竞技兴起，形式更多样



自行车赛事特点6

火势暂缓，儿童滑步车赛事渐趋理性

不同于前两年全面开花的火爆势头，儿童滑步车赛事逐步趋于理性，一批赛事被洗牌

，优质赛事IP价值凸显。



PART 2 中国业余自行车赛赛事分析



赛事级别分布

2021年赛事等级主要集中于C级，占比56%，较2020年比例有所下降。

2021年赛事等级分布

A级 9.6%

B级 24%

C级 56%

D级 10.4%

2020年赛事等级分布

A级 7.18%

B级 20.36%

C级 62.87%

D级 9.59%



2021年赛事等级分级指标规范化

A级（90分以上）     B级（80-89分）     C级（60-79分）       D级（59分以下）



赛事奖金分布

排名前列的高奖金赛事，奖金数额差距较大，奖金最高的赛事为多日赛，奖金数额直逼百万

排名 业余自行车赛事奖金排行－单站（单位：元人民币）

1 2021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 918000

2 骑遍四川·2021 年环茶马古道 雅安公路自行车赛 600000

3 2021 年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 441000

4 2021第五届“多彩贵州”自行车联赛（福泉站） 266500

5 2021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自行车赛 265700

6 湖北·首届“梦之蓝”大众山水运动季 —2021年骑遍湖北自行车比赛 264400

7 2021年第八届洛阳大谷关自行车邀请赛 248000

8 “农行杯”2021环丹霞山自行车赛 225500

9 2021第八届环巴松措国际山地自行车越野竞速赛 189000

10 2021中国盐城黄海湿地公路自行车赛 16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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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奖金分布—级别

从各等级赛事平均奖金来看，总体呈下滑趋势，其中以A级和D级赛事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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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类型分布

在赛事类型分布方面，与2020年疫情初期公路赛数量大幅萎缩，山地赛独占鳌头的情

况不同，去年公路赛得以科学有序地推进，与山地赛几乎平分秋色

2021年赛事类型分布

公路 45.97%

山地 49.54%

速降 2.06%

小轮 1.45%

其他 0.98%

2020年参赛人群参赛赛事类型

公路 34.05%

山地 63.11%

速降 1.96%

小轮 0.30%

其他 0.58%



参赛人群属性分析-性别分布

2021年，参赛人群仍以男性为主导，女骑友比例略有下滑。

2020年男女比例

男性 88.75% 女性 11.25%

2021年男女比例

男性 90.48% 女性 9.52%



参赛人群属性分析-年龄分布

2021参赛人群年龄主要集中于18-25岁，占总体参赛人群比例33.31%。

2020年参赛人群年龄比例

U18（＜18岁）8.14%

U25（18-25岁）32.62%

U30（26-30岁）16.19%

U35（31-35岁）14.58%

U40（36-40岁）11.65%

U50（41-50岁）9.28%

U60（51-60岁）6.61%

U61（＞61岁）0.93%

2020年参赛人群年龄比例

U18（＜18岁）7.94%

U25（18-25岁）33.31%

U30（26-30岁）16.50%

U35（31-35岁）15.07%

U40（36-40岁）10.11%

U50（41-50岁）9.03%

U60（51-60岁）7.18%

U61（＞61岁）0.86%



参赛人群属性分析-学历分布

参赛人群学历分布方面，本科及以上的高学历分布占比50.45%。

2021年参赛人群学历比例

硕士以上 3.81%

本科 46.64%

专科 37.98%

高中 9.07%

其他 2.50%

2020年参赛人群学历比例

硕士以上 4.01%

本科 45.58%

专科 39.67%

高中 8.94%

其他 1.80%



参赛人群属性分析-年收入

2021年参赛人群年收入主要集中在19万以下，占整体参赛人群比例的七成以上

2020年参赛人群年收入

40万以上 2.03%

30-39万 10.91%

20-29万 26.17%

10-19万 42.87%

9万以下 18.02%

2021年参赛人群年收入

40万以上 2.14%

30-39万 10.28%

20-29万 15.74%

10-19万 40.97%

9万以下 30.87%



参赛人群属性分析-骑行装备花费

2021年参赛人群在装备上的花费主要集中在10000-29999之间，占整体比例40.42%。

2020年参赛人群在骑行装备上的花费

50000元及以上 3.17%

30000-49999元 13.04%

10000-29999元 42.14%

5000-9999元 31.57%

4999元及以下 10.08%

2021年参赛人群在骑行装备上的花费

50000元及以上 6.20%

30000-49999元 12.09%

10000-29999元 40.42%

5000-9999元 30.01%

4999元及以下 11.28%



参赛人群属性分析-职业分布

2021年参赛人群职业分布中，学生群体、服务业、个体占据了较高比例，分列前三，整

体职业分布较2020年没有太大变化。

2020参赛人群职业分布

学生 22.18%

农业 2.09%

工业 10.47%

金融 8.98%

服务业 17.05%

事业单位 11.07%

公务员 9.07%

个体 16.13%

自由职业者 0.91%

其他 2.05%

2021参赛人群职业分布

学生 22.49%

农业 1.78%

工业 9.51%

金融 8.19%

服务业 18.11%

事业单位 11.47%

公务员 9.47%

个体 16.84%

自由职业者 1.04%

其他 1.1%



参赛人群属性分析-参赛频次

2021年车友全年参赛频次集中于1次及以下，20次以上参赛频次人群仅余2.52%。

2020年参赛频次

1次及以下 34.14%

2-5次 35.58%

6-10次 19.64%

11-20次 7.87%

20-30次 2.07%

30次以上 0.70%

2021年参赛频次

1次及以下 39.35%

2-5次 35.91%

6-10次 18.78%

11-20次 3.44%

20-30次 1.93%

30次以上 0.59%



参赛人群属性分析-参赛目的

2021年参赛人群中，参赛目地仍以骑游为主，占比52.29%。

2020年参赛目的

奖金 5.38%

骑游 46.15%

挑战自我 24.64%

家庭活动 13.49%

其他 10.34%

2021年参赛目的

奖金 4.31%

骑游 52.29%

挑战自我 28.11%

家庭活动 8.28%

其他 7.01%



参赛人群参保率分析

2021年车友参赛购买保险的比例约95.09%，自行车运动人群保险意识逐年增强。

2021年参保率

参保 未参保

参保 95.09%

2020年参保率

参保 未参保

参保 94.15%



参赛人群参保金额分析

2021年参赛人群购买的保险仍主要集中在日险，占比较2020年增加3.16%。

受疫情影响，车友更倾向于日险。

2021年各险种占参保总金额比例

日险：2-45元 74.17%

月险：40-255元 8.44%

年险：110-888元 14.03%

其他 3.36%

2020年各险种占参保总金额比例

日险：2-45元 71.01%

月险：40-255元 12.35%

年险：110-888元 12.13%

其他 4.51%



最活跃赛事人群省份

根据参赛人群占比，以下几个省份的车友活跃度最高。

名次 省份

1 广东

2 湖北

3 四川

4 浙江

5 贵州

6 山西

7 甘肃

8 福建

9 云南

10 上海



赛事主办方来源

2021年政府主导发起的赛事仍占主导，占比67%。值得注意的是，较于2020

年，社会组织/商业机构发起赛事的占比逐年提高。

政府
67%

政府
71%

社会组织/商业机构 
33% 社会组织/商业机构 

29%

2021年 2020年



赛事资金来源

2021年国内自行车赛事的资金仍以政府支持为主，但市场化程度略有提升，

社会资本参与程度较2020年高。

政府投入

招商赞助

自筹资金

其中政府投入占61%，招商赞助占33% ， 自筹资金占6%。



PART 3 中国自行车运动爱好者装备分析



自行车属性

公路车 43.94%

山地车 53.85%

其它 2.21%

自行车属性 所占比例

公路车 43.94%
山地车 53.85%
其它 2.21

2021年国内自行车爱好者拥有山地车的比例

达53.85%，公路车比例为43.94%。



公路车品牌

捷安特 27.30%

美利达 12.89%

闪电 9.46%瑞豹 7.30%

喜德盛 6.49%

崔克 5.41%

银贝斯 3.62%

佳能戴尔 2.70%

Pinarello 2.16%

Cervelo 1.96%

千里达 1.62%

其它 19.09%

公路车品牌中，以捷安特和美利达表现最

为抢眼。

捷安特TCR系列公路车可谓是每个爱好者

入坑公路领域绕不开的一款公路车型，品

牌市场占有率自不用多说。

同样作为国内自行车行业巨头的美利达，

在公路车领域中亦是稳扎稳打。

闪电、瑞豹和喜德盛也凭借自身品牌影响

力，占据公路车市场不小的份额。



山地车品牌

捷安特 25.03%

喜德盛 18.72%

美利达 15.17%

崔克 6.90%

闪电 4.83%

千里达 2.87%

永久 2.41%

JAVA 2.07%

佳能戴尔 1.72%

迪卡侬 1.62%

其它 18.64%

还是捷安特，以25.03%的占比蝉联山地

榜，品牌影响力毋庸置疑。

喜德盛则凭借出色的性价比，加之众多明

星车型，得到车友的喜爱。

捷安特、喜德盛和美利达占据国内山地车

市场半壁江山，可见其江湖地位。



骑行服品牌

森地客 18.21%

Castelli 12.71%

迈森兰 11.86%

脉腾 8.95%速盟 7.52%

捷酷 5.86%

CCN 4.81%

思帕客 4.76%

GRC 4.56%

兰帕达 3.08%

闪电 2.38%

捷安特, 1.78%

其它, 13.52%

骑行服品牌中，森地客在赛场的出镜率最

高，日常骑行活动中也随处可见Santic的

标志，品牌影响力自不用多说。排名第二

的蝎子，也是车迷的心头好，市场占有率

高居不下。

国内品牌如迈森兰、迈腾和速盟，同样收

获一大批拥趸。



骑行鞋品牌

禧玛诺 26.51%

森地客 20.00%

闪电 17.67%

SIDI 6.51%

Fizik 5.12%

Bontrager 4.19%

Ride Concepts 2.79%

Giro 2.26%

Lake 1.86%

其它 13.09%

禧玛诺、森地客、闪电，三足鼎力，

占据国内骑行鞋市场的半壁江山。

从竞技角度而言，活跃在国内业余赛

场上的车手对自己的装备要求相对较

高，他们会选择更偏向于竞技设定的

禧玛诺、闪电，而大多数业余爱好者

则更倾向于舒适性，他们更青睐于选

择以性价比及舒适性著称的森地客。



骑行头盔品牌

KASK 20.35%

PMT 19.05%

闪电 13.85%MET 6.93%

捷安特 6.06%

BELL 5.63%

POC 4.33%

LAZER, 2.60%

Giro, 2.16%

Bontrager, 2.16%

其它, 16.88%

骑行头盔品牌方面，车友的选择相对

较多，车友对于头盔的选择较大程度

上会从外观及舒适性角度进行。就市

场占有率而言，这两年广受车友喜爱

的头盔品牌依然是Kask、PMT、闪电

和MET等。



骑行眼镜品牌

Oakley 38.29%

100% 25.71%

猫眼 6.71%

博铌斯 5.84%

POC 5.14%

RUDY 3.43%

其它 14.87% 有着眼镜界“一哥”之称的Oakley蝉

联榜首，精良的设计，上乘的品质，

加上独特的外观，为它迎得众多骑友

的芳心。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九月份，

Oakley还与中国国家队牵手，成为国

家队官方赞助商。

100%则是在被萨甘带出圈后，打开了

国内的市场。

国产品牌方面，博铌斯在赞助赛事方

面也不留余力，这也为品牌招来众多

粉丝。



套件品牌

禧玛诺 55.97%

速连 26.69%

蓝图 6.82%

顺泰 5.69%

Campagnolo 2.31% 其它, 2.51%

作为套件界的龙头老大，禧玛诺依然笑傲江

湖，速连亦是不惶多让，在山地领域依靠更

全面的无线变速系统，占据着绝对优势。值

得一提的是，这两年国产品牌杀出一条“血

路”，特别在禧玛诺和速连因疫情产能下降，

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蓝图和顺泰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持续看涨。



轮组品牌

禧玛诺 19.28%

DT 16.32%

Roval 13.85%
方远 6.61%

博士轮 6.02%

ZIPP 5.78%

LUN 5.07%

捷安特 4.89%

其它, 22.17%

DT和Shimano依然是该领域的领头羊，

他们的品质毋庸置疑，在公路和山地

领域都有丰富的产品线及清晰的定位

分类，品牌知名度极高，也是众多整

车品牌的首选。

这些年国产自主品牌轮组也陆续赢得

消费者的青睐，比如方远、博士轮及

LUN等。



刹车品牌

禧玛诺 74.60%

速连 9.27%

彦豪 7.26%

玛古拉 6.45%
其它 2.42%

作为套件届的龙头老大，禧玛诺配套

的刹车自然也是TOP 1。

速连则凭借刹车系统拥有硬朗及暴力

的手感，深得了部分车友的喜爱。



车把品牌

PRO 17.73%

FSA  13.48%

3T  9.22%

捷安特 7.80%ZIPP 7.09%

FUNN, 6.38%

其它, 38.30%

车把方面选择性较多，禧玛诺旗下的PRO弯

把从LT、PLT再到VIBE涵盖了入门到竞技的

多种款式，是众多车友的首选。

另外，FSA和3T是不少DIY公路车的常见组合

配置，它们的定价及产品的性能也让更多的

用户接受。



脚踏品牌

禧玛诺 65.74%

LOOK  11.57%

维格 10.65%

Speedplay 1.85%

其它 10.19%

禧玛诺再度独占鳌头，凭借出色的稳定性，

跨越山地及公路领域，禧玛诺入门款锁踏是

不少新手朋友的上锁首选。

锁踏始祖Look以轻量、耐用、颜值受到众多

车友追捧。维格同样以亲民的价格和重量优

势，得到不少车友的认可。



功率计品牌

思各异 22.55%

迈金 16.75%

P2M 10.78%Quarq 9.80%

SRM 8.82%

4iiii 7.84%

其它, 23.45%

相较于其他品牌功率计动辄大几千的

价格，思各异和迈金两家国产品牌凭

借高性价比和售后优势招来不少”死

忠粉“，思各异搭配easton曲柄的

“真香”套装更是深得业余车手喜爱。



码表品牌

佳明 28.63%

迈金 20.99%
行者 17.18%

百锐腾 14.89%

黑鸟 10.69%

iGPSPORT 3.05%

其它, 4.58%

佳明作为码表界的领军人物，在专业

市场上占有率高得出奇，几代经典产

品在赛场上随处可见，是车手比赛训

练的完美拍档。

国产品牌方面，迈金、行者也以高性

价比受到车友追捧。



骑行台品牌

迈金 55.83%

Thinkrider 11.67%

黑鸟 6.67%

Elite 5.83%

Tacx 4.17%

Wahoo 3.33%

维格, 3.33%

其它, 9.17%

”销冠“迈金，稳霸国内骑行台市场

“一哥”的宝座。从一代到三代，再

到T200、T100产品逐渐完善，配套

onelap，价格相较于ZWIFT亲民不少，

迈金的优势自不用多说。

Thinkrider、黑鸟和Elite也在车友中

有不少铁粉。



PART 4 野途自行车运动年度风云榜



最佳业余公路男车手

名次 车手

1 夏威

2 巫帛宏

3 周克强

4 徐暄评

5 范伟



最佳业余山地男车手

名次 车手

1 陈凯

2 蔡云龙

3 陈贻恩

4 曹建华

5 陈湘源



最佳业余女车手

名次 车手

1 高艳娇

2 高敏

3 赵琴

4 宋寒冰

5 谢翠峰



最佳业余车队

名次 车队

1 美利达-诺飞客中国车队

2 美和居瑞豹女子力量车队

3 长沙顺时针车队

4 羚锐制药车队

5 iGPSPORT中国车队



最佳赛事运营方

序号 赛事品牌

1 上海鸿鲸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2 贵州陆正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 北京蓝天绿野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 武汉沌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5 四川省老车迷自行车俱乐部

6 四川体产自协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最具影响力业余赛事品牌

序号 赛事品牌

1 2021中国杭州第十五届环千岛湖公路自行车赛

2 2021第五届“多彩贵州”自行车联赛

3 2021第十六届黄山（黟县）山地车公开赛

4 骑遍四川·2021 年环茶马古道 雅安公路自行车赛

5 2021年第八届洛阳大谷关自行车邀请赛

6 2021中国•成都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车迷健身节

7 2021中国.额济纳环胡杨林自行车邀请赛

8 2021“大洋湾”杯中国盐城黄海湿地公路自行车



年度新锐赛事活动

序号 赛事品牌

1 2021神农架·野人五项”巴桃园杯自行车公开赛

2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首届“环南丽湖”海南自行车赛

3 2021年“大美太行·畅骑三晋”山地自行车联赛

4 湖北·首届“梦之蓝”大众山水运动季 2021年骑遍湖北自行车赛



最受欢迎滑步车赛事品牌

赛事品牌

荔枝杯儿童平衡车公开赛



年度最具影响力品牌

序号 品牌

1 Specialized（闪电）

2 PARDUS（瑞豹）

3 XDS（喜德盛）

4 GIANT（捷安特）

5 SANTIC（森地客）

6 SHIMANO（禧玛诺）

7 OAKLEY（欧克利）

8 BAFANG（八方股份）

9 MAGENE（迈金科技）

10 L-TWOO（蓝图）

11 Lún（轮）



PART 5 自行车运动未来发展方向



1.体育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经济和政策，是影响体育发展的重要

因素。

2021年10月发布的《“十四五”体

育发展规划》，提出要推动体育融入

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鼓励建立区

域体育发展联盟。未来，会有越来越

多的体育产业出现在这些区域，也会

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打上“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标

签，自行车亦不例外。



2.中西部体育发展迎来新机会

“十四五”规划还提出要促进区域体育协调发展，在东、中、西部分别培育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体

育城市，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体育产业增长极网络。中西部体育发展将迎来新的机会。



3.自行车办赛门槛持续提高

自白银越野跑事故以来，行业内赛事管理门槛显著提高。《体育法》修订草案则进一步明确了“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按各自职权对体育赛事活动进行监管。”有了明确的监管主

体，赛事安全保障要求更高，对赛事执行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国家级赛事体系逐步完善

从山地到公路，从儿童到成年，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导下的国家级赛事体系逐步完善。

开门办赛、开放办赛理念，国家级赛事市场化、商业化程度逐步提升。通过赛事体系的搭

建，配合会员积分体系，中自协将逐步打通从业余到职业的通道。

公路 山地 滑步车



5.精品赛事才能持续赋能文旅产业

精品旅游路线+精品自行车赛，

才能有效实现“体育+旅游”。

通过有影响力的优质自行车IP赛

事，为城市聚集人气，树立品牌

形象，打造城市名片。通过客源

的引导，持续赋能文旅产业 。

随便办一场赛事就大喊“体育+

旅游”不现实，如何结合精品线

路，打造精品赛事，是各主办方

要研究的课题。



6.线上线下骑行场景有机结合

AR、VR等技术的应用，以

及网络直播、电子竞技、

短视频等虚拟空间，为车

友创造了更为多元的线上

骑行场景，丰富了车友参

与形式。

线上取代不了线下，但是

线上却是对线下的有效延

伸。未来的自行车运动，

必将是线上线下持续结合

甚至是融合的过程。



THANK YOU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