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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4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中金公司、中信建投、兴业证券、东吴证券、海通证

券、中信证券、西南证券、申万宏源、国联证券、国金证券、

方正证券、国盛证券、东北证券、华西证券、华泰证券、西部

证券、广发证券、华安证券、浙商证券组织的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

姓名 
共计 435 名投资者参与交流，参会人员名单详见附件。 

时间 2023 年 4 月 24 日 16:00-17: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苏庆灿先生 董事长、总经理  

陈鹭燕女士 财务总监  

曹乃恩先生 董事会秘书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

内容介绍 
 

一、介绍 2022 年度及 2023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 

2022 年，在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华厦眼科依然通过品

牌引领、开源节流、成本管控、学科建设、服务提升等多方面

举措，克服重重挑战，实现营收和利润“双增长”。2022 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33 亿元，同比增长 5.51%；归母净利润

5.12 亿元，同比增长 12.50%，扣非归母净利润 5.39 亿元，同

比增长 13.29%；综合毛利率 48.05%，同比提升 2.01%。 

从收入结构来看，受益于市场需求的持续提升，以屈光、

视光为代表的消费眼科加速增长，2022 年度屈光业务实现营收

10.73 亿元，视光业务实现营收 3.97 亿元，屈光+视光占公司



 

总收入比例达 45.47%，同比提升 2.44%。此外，综合眼病、白

内障业务分别实现营收 9.09 亿元、7.51 亿元，同比小幅下滑，

主要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影响。 

今年 1 月份以来，随着特殊社会环境影响的逐步消退，地

区间的人员流动不再受限，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正

常，公司旗下医院各项业务指标快速复苏。在去年同期业绩基

数较大的情况下，公司今年第一季度仍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增

长，实现营业收入 9.3 亿元，同比增长 15.1%；归母净利润 1.5

亿元，同比增长 34.01%；经营性现金流 2.7 亿元，同比增长

60.24%；综合毛利率 48.17%，同比提升 2.06%。 

从业务结构上看，一季度综合眼病业务快速恢复，白内障、

眼底病均同比增长 30%以上；以屈光为代表的消费医疗项目在

去年同期增速快、基数大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增长趋势。一季

度的业绩表现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成熟的“医教研”协同发展体系一直是华厦眼科的核心优

势，去年我们进一步加大临床科研投入力度，研发费用同比增

长 95.54%。新增专利授权 13 项，软件著作权 12 项，获批医

学科研项目 42 项，专家主编/参编专著 3 部；发表学术论文共

计 126 篇。在临床诊疗与医学研究的协同上，公司依托于临床

诊疗案例，特别是疑难病例的临床积累开展科研工作，带动临

床医学科研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在国内及国际眼科界具有广泛

的学术影响力。去年 8 月，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主办的 2021 年

度中国医学院校/中国医院科技量值（STEM）暨五年总科技量

值（ASTEM）发布会上，厦门眼科中心眼科学连续九年蝉联

福建省第 1 名。此外，在通过五年的综合评价，反映机构长期

稳定的科研实力的总科技量值（ASTEM)排名中，厦门眼科中

心再次以强大的科研创新能力进入榜单，实现全国领先、区域

第一领跑。 

2022 年，公司共有 6 位眼科专家荣膺亚太眼科学会年会



 

“2022 年度亚太最具影响力眼科医生 100 强”；截至目前共有

4 位眼科专家荣获“国之名医”殊荣，强大的专家组和医生团

队是公司眼科诊疗实力不断提升、保有领先的行业地位的关键

因素，同时也是公司打造优势人才培养体系的有力保障。依托

华厦眼科人才培训体系与资源雄厚的学术、科研平台，通过不

断深化体系革新、优化资源配置以及覆盖全学科的能力建设，

公司不仅为广大年轻眼科医师创造更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选择，

更为中国眼科事业提供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前进模式。以“中

国眼科医师明日之星计划”为例，截至目前已有 300 余名学员

结业，累计手术量超过 6 万台。此外，公司还设立并运行了 118

个继续教育基地，开设包括白内障手术技术、眼屈光手术技术、

眼底专科手术技术等 17 项专业技能培训项目，有效促进各学

科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8 月，由公司主办的第八届华厦眼科论坛开幕式暨

高峰论坛顺利召开，在眼科同道的共同见证下，国家工信部、

卫健委“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厦门眼科 5G 远程诊

疗智慧医疗平台”正式启动，这是华厦眼科利用信息化手段推

动眼科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延，有效提升眼科医疗服务的可

及性和可负担性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厦门市重大科技项目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多模态影像人工智能互联网医院平台”同

步启动，该项目的建成将优化医疗资源，精准下沉眼病防治技

术，推进大健康管理关口前移。 

公司高度重视对病人的服务质量，不仅要做到让病人满

意，更要做到让病人感动。2022 年公司组织各医院开展了“病

房环境”和“导诊服务”等专项服务提升活动，有效提高了各

医院客户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使得病患住院满意度大大提

升。公司以迎接“2022 年度全国民营医院专项巡查行动”为契

机，细致梳理了下属医院的诊疗临床路径、诊疗流程、服务流

程等，完善了相应的指引和规范；另外，在眼视光业务快速发



 

展的同时，公司加强了医学验光、眼镜定配及角膜塑形镜验配

质量控制，制订出眼镜售后管理、角膜塑形镜不良反应管理等

关键临床质控指标，为医院进一步规范诊疗行为，提升服务质

量提供了切实支持。 

在专注做好眼科诊疗服务、带动业务量持续增长的同时，

公司不忘投身社会公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去年全年，公司

累计对外捐赠超 6,500 万元，举办“目浴阳光·睛彩华厦”、

“天使明眸计划”、“侨爱心”系列活动等眼健康公益品牌项

目并在全国持续深入推进，推动优质眼科医疗资源、慈善资金

向基层下沉，帮助更多困难群体享受到优质的眼科医疗服务。

公司荣膺“2022 年度公益企业”、“2022 年度 ESG 最佳社会

责任实践企业”，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华厦力量。 

作为登陆资本市场不久的上市公司，华厦眼科重视对股东

的回馈，公司发布了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约 1.57

亿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合计

转增 2.8 亿股。今后，公司将继续做大做强，持续回报股东。 

总体而言，去年及今年一季度，公司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

绩。未来，华厦眼科作为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的先行者，在

行业政策及市场需求的加持下，将始终以服务于全民眼健康、

推动眼科医疗行业发展为己任，并锚定每年 30%以上增长目标

不动摇，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 

二、董事长致辞 

2022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华厦眼科作为国内眼科医疗服务

的领先企业，我们顶住了外部环境反复影响的考验，也和全体

股东共同见证了公司的成功上市，这是公司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也标志着公司进入发展新征程。 

回顾华厦眼科近 20 年来的发展历程，得益于党和国家政

策的鼓励与支持，全体华厦人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我们紧跟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以“新起点 新

要求 新标准”谋划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通过搭建成熟的标准

化体系实现对分院医疗服务和运营的精细化管理，支撑医院发

展和扩张，多措并举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打造高素质的医疗

人才梯队，从临床到教学再到科研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过去一年，华厦眼科医院服务半径有所拓展，临床科研实

力稳步提升，人才技术高地不断夯实，医教研一体化均衡发展，

行业人才培养喜结硕果，患者满意度持续提升。我们始终把服

务好每一位病人作为最高职责，在确保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的

前提下，持续改进与提升。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华厦眼科也

始终围绕着“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援藏援疆”、“一

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用实际行动助推眼科公益事业的发展。 

华厦眼科在长期发展中始终专注于眼科疑难杂症诊疗与

研究，全心全意为病人提供全生命周期全科眼病诊疗服务。这

份专注使我们赢得了病人的口碑、同行的认同，也致使了我们

消费类医疗项目发展较晚。目前公司消费医疗的业务占比对比

同行可能还相对偏低，但我们认为这正是华厦眼科的发展潜

力。我们在坚持全科发展，做大做强疑难眼病诊疗的同时，将

大力发展消费属性更强的屈光、视光和干眼等领域。当前，消

费医疗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随着公司在消费医疗领域加大布

局投入，“自建+并购”双轮驱动的方式将加快市场布局，同

时凭借公司在品牌、人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消费医疗占公司

收入比重必将不断提升，“综合眼病+消费医疗”双轮业务驱

动，将助力华厦眼科进一步做大做强。 

2023 年以来，除 1 月份外，2 月份起公司各项经营指标均

已恢复至快车道，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增长充满信心。未来 5 年，

我们将坚持“内生增长+外延并购”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全国

眼科医疗网络布局和眼科服务升级，计划在国内 24 个省（直

辖市）新建或并购眼科医院和视光中心，目标是未来五年华厦



 

管理的眼科医院数量超过 200 家，连锁视光中心数量达到 200

家，重点布局人口较多、经济较发达、消费能力较强的城市，

当然同时也会考虑华厦眼科在当地是否具备突出竞争力。 

人才是华厦眼科最宝贵的财富，是推进华厦眼科高质量发

展最重要、最坚实的力量。上市前我们给予核心医疗人员、管

理人员的员工持股比例高达 20%以上，领先于其他同行。未来，

公司还将积极运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医院合伙人计划

等，构建覆盖短、中、长期的人才激励体系，全方位激发人才

活力。 

上市以来，我们深感责任之重大，因为全体华厦股东以及

社会对我们寄予了厚望。我们坚信，只要坚守初心，努力做到

“病人满意、员工满意、同行认同、社会认同、政府放心”，

那么一定能发展壮大。 

未来 5 年，华厦眼科将锚定每年 30%以上的业绩增长目标

不动摇，力争用优异的业绩回报股东、回馈社会。 

三、问答交流环节 

1、在去年毛利率已经提升 2%的情况下，今年一季度的

毛利率、净利率也有明显的提升，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收入结构方面，屈光、视光的消费眼科的占比进一

步提升；其次是材料成本在不断下降；另外固定费用也在不断

下降，施行新租赁准则后房租在后期的费用也越来越少。以上

几个方面带来综合毛利率的不断提升。 

2、未来视光中心扩展的预期？OK 镜的占比情况？ 

视光中心：（1）视光中心的布局依托于现有医院，目前

围绕视光与医院互补，医院能支撑视光中心的技术，视光中心

能减少壁垒。目前在济南、厦门、荆州的试点效果很好，未来

将以此模式进行布局。（2）尝试进行收购、并购。目前公司

视光业务占比偏低，仅约 12%，希望未来能提升到 20%以上。

通过近几年不断尝试，公司已探索总结出了适合华厦的眼视光



 

中心连锁运营模式，预期今年效果显现。 

OK 镜：目前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不超过 5%，未来占比

会提升。同时集采政策的进行对公司来说是较好的发展机会，

价格降低是公司进入市场的更好时机。 

3、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东的五个重点省市的拓

展预期和规划空间？ 

公司未来重点战略规划是聚焦广东、长三角及西南地区。

长三角地区会在苏州、南京有更多布局，在浙江会有一些新的

城市选址，在上海会再开设第二家眼科医院。未来会提升长三

角地区的收入比例，目标是占比超过 30%，未来并购的重点也

会是在长三角地区。 

4、公司产业基金的筹备进度？医院层面外延并购的进

度？ 

产业基金在上市前就开始洽谈，几支产业基金将尽快成

立，以支撑公司未来全国连锁网络布局，支撑更多并购项目的

落地。 

5、消费眼科方面，去年屈光和视光占比约 45%，能否展

望未来三年消费眼科收入占比提升的节奏？ 

长期目标是达到 70%，中期目标 60%以上。目前在上海、

广东开展屈光门诊试点及进行并购，目前效果不错，未来会推

广屈光门诊模式。此外，干眼也是发展重点，增长速度快，市

场空间很大。去年，厦门眼科中心被授予“全国干眼诊疗示范

中心”、“全国干眼药物治疗示范中心”两项全国性示范中心

荣誉称号，公司发展干眼业务的目标非常坚定。 

6、公司如何利用好学术优势打造医生培养体系工作？ 

厦门眼科中心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和三甲医院、国家药物

临床试验机构（GCP），并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专家

工作站，在全国排名也十分靠前。在人才培养方面，不仅有规

培，还有中国眼科医师明日之星等培养计划、院长培养、科主



 

任培养体系，都能够为未来新开医院输送人才，也为公司未来

并购和扩大布局提供了支持，仅中国眼科医师明日之星计划就

培养了 300 余名医生。未来我们需要大量的医生资源，目前我

们的培养体系已经比较健全，有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7、公司在消费眼科领域是否有上下游布局？ 

目前有在考虑与一些海外生产厂家合资，建立 OK 镜生产

基地，以此降低 OK 镜成本，同时也解决了海外品牌的配送问

题，从而推动视光业务的增长。屈光方面，过去以屈光为主的

门诊重视程度不够，未来这方面的标的并购会纳入并购范围，

现在新开的屈光门诊效果也很好，预计未来屈光业务也会有好

的增长。  

8、屈光方面，屈光术式的占比？屈光手术的价格趋势？ 

全飞秒占比超过 50%，ICL 占比为 11%-15%。单价水平较

稳定，2022 年及 2023 年第一季度基本保持同等水平。 

9、2022 年视光业务毛利率小幅下滑的原因？ 

2022 年视光业务毛利下滑与材料成本没有关系，因为材料

成本是持续下降的。主要是为了实现突破 200 家视光门诊的目

标，储备了一定的视光人才，人工成本增加，2023 年随着业务

的落地，影响会消除。 

10、研发人员数量提升较高，这些是否将来会作为医生储

备？ 

研发费用占比增加，主要是公司进一步加大临床科研投

入，新增较多研发课题，研发人员、研发支出相应增加所致。

研发人员中有部分人员同时从事科研工作及临床工作，将作为

未来医生的来源之一。 

11、厦门眼科中心的发展规划和目标？如何发挥火车头的

带动作用？ 

目前厦门眼科中心的规模较大，在国内排名靠前。未来希

望作为全国疑难眼病的诊疗中心，为全国医院提供疑难会诊，



 

为人才培养做支撑，这些举措有助提升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

未来每年会发布中国眼健康报告，含青少年近视防控报告和眼

病诊疗的报告，促进科研提升的同时提升业界影响力，为公司

打造“百年华厦”做基础。 

12、今年眼科医疗服务的复苏情况？ 

整体来看，今年以来各个业务都有比较显著的增长趋势，

特别是 3、4 月份同比进一步提速，门诊量、手术量和业务量

同步增长。 

13、荆州华厦净利率较高原因？ 

荆州华厦是公司在华中地区布局的采购平台，目的是方便

服务周边医院。 

14、今年华厦整体医院的布局节奏？ 

现在有很多拟并购的标的，后续会陆续公布。新建也进展

顺利，重庆、深圳、上海、昆明、大连、武汉、南昌、南宁、

苏州、天津都在新建医院，都是比较大的城市。华厦经过早期

的布局探索积累了经验，目前主要布局比较重要的城市，以省

会、人口多、经济和消费能力较强的城市为主。 

15、并购中的难点及优势？并购后的医院赋能？ 

2023-2025 年会有很多并购。难点在于价格，很多家企业

都在竞选标的，因此价格有所提高。集团对并购医院的赋能，

一方面是能不能带来收入的增加，目前看很多标的都能做得

到，我们学科建设健全、人才培养体系成熟，眼病、屈光、视

光等都能进行赋能，引进人才也比较快速，同行认可度高。另

一方面是能不能降低成本，基本上收购之后采购成本明显是要

低很多，信息化方面也能促进效率提升，通过培训也能提高人

工效率。因此整体上对未来的并购成效是充满信心的。 

16、OK 镜的集采造成的价格下降和阿托品的上市是否会

压缩眼科服务方面的业务收入？ 

OK 镜集采后会降价，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利好，目前公司



 

OK 镜收入占比低，价格下降后销售量会增加，反而有利于促

进增长。阿托品方面，我们是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其中有

一个阿托品试验项目我们担任全国总 PI，目前在做临床试验。

相比西方国家我国阿托品发展较晚，目前其有效性存在争议。

而 OK 镜和离焦镜的效果确定性较高，且公司眼科医疗水平较

高，对公司没有太大影响。 

17、高端白内障手术的情况如何？集采的影响如何？ 

去年高端白内障手术发展迅速，以厦门眼科中心为例，手

术量达到了 1,000 多台，增长率很高。长期来看，老花眼手术

是很大的增长点，目前老花通过手术治疗还不是很多，目前我

们两家医院做了尝试，2022 年实现了很高的增长率，今年会加

强推广；飞秒白内障，目前供应商比以前多，设备比以前更先

进，患者体验非常好。未来公司将重点推广飞秒白内障、三焦

点晶体等高端项目，我们认为这是未来眼科的发展蓝海。虽然

有集采，但是公司医保占比较低，因此整体来说影响也不会大。 

18、公司旗下医院是否会纳入 DRGs 或 DIP 考核？ 

政策是要求三年内全国全部纳入 DRGs 或 DIP，明年是最

后一年。目前我们大部分医院已经进入系统，纳入后不受总额

控制，可以充分体现医院和医生的技术劳动价值，整体有利于

公司的发展。 

19、各家眼科公司都在扩张，公司在并购标的方面更偏重

哪些指标？对盈利性的要求？并购医院方会如何进行选择？ 

并购的互补性很重要，整体思路是资产优质、有利润的直

接并入上市公司，其他的先在产业培育，盈利后再并入上市公

司。华厦的优势之一是目前我们很多大城市都还没布局，潜力

比较大。对并购标的的要求，合规是前提，其次会看领导班子

是否有事业心、经营理念是否契合、文化是否能融入。华厦的

优势在于员工凝聚力强，员工持股人数多、比例高，核心员工

都是股东。未来我们还会积极运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进



 

一步激发员工活力。 

20、现在来看自建的眼科医院盈亏平衡周期与前几年相比

是变快了还是变慢了？ 

整体上会比以前好。从运营角度，目前自建眼科医院的规

模设置更加清晰，认知度得到了提升，重点业务更加突出。现

在新开的医院突出屈光和视光，人才好培养，人工成本不高，

装修的比以前更人性化，我们判断实现盈利会更快一些。接下

来更多的新建医院会用产业基金新建，基金的成本比较低。未

来要把消费医疗做大，眼病业务继续保持，预计未来新建医院

盈亏平衡周期会缩短。 

日期 2023 年 4 月 24 日 

 

 

 

 

 

 

 

 

 

 

 

 

 

 

 

 

 

 

 

 

 

 

 

 



 

附件：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属公司 

1 邹朋 中金公司 

2 张一弛 中金公司 

3 李千翊 中金公司 

4 贾瑞祥 中金公司 

5 王芳 中金公司 

6 罗俊杰 中金公司 

7 王斯佳 工银瑞信基金 

8 莫靖妍 中国对外经贸信托 

9 刘岚 中信建投自营 

10 KelvinWong 淡水泉 

11 ZhangHao East Capital AB 
12 马步云 泰康资管 

13 邹丽晴 华泰柏瑞 

14 Xiaomei Luo Knight Investment 
15 何玮 东方财富证券 

16 温燕 中加基金 

17 Lisa 江唯佳 KTF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18 张帅 泰达宏利 

19 李扬 朱雀基金 

20 王柱峰 瀚伦投资 

21 王娟 天治基金 

22 Ardea CPPIB 
23 张磊 善道投资 

24 娄滢琦 Sage 
25 洪玉婷 群益投信 

26 何琛 幻方量化 

27 李彤文 中国建银投资 

28 姜英 国泰基金 

29 余思慧 融通基金 

30 纪晓天 上银基金 

31 唐嘉晨 格林基金 

32 LeiPaul BOSHENG CHINA SPECIAL 
VALUE FUND 

33 周苧 上海崇山投资 

34 Linan XIONG ICBC Asset Management (Global) 
35 YuJingwen China Reform Overseas 
36 Shengnong Li HD Capital 
37 陈思翀 贺腾资产 



 

38 李龙俊 睿郡兴聚 

39 傅锦涛 国联证券 

40 李婉 中金公司 

41 周羽希 申万宏源 

42 高岳 慎知资产 

43 曾尚 西藏源乘 

44 王泽实 华夏基金 

45 王琦 景领资产 

46 卢舸 华能贵诚信托 

47 姚凯丰 龙航资产 

48 陈慧 星石投资 

49 王雪刚 民生加银 

50 孙言 泰康养老保险 

51 彭波 前海联合基金 

52 SongJonathan ENBAO CAPITAL LIMITED 
53 廖仕超 进化论资产 

54 苏鑫 古木投资 

55 殷萌 泓澄投资 

56 王生瑞 深圳前海固禾资产 

57 张瑞 华安基金 

58 刘梦杨 金元顺安 

59 方瑾 圆信永丰 

60 洪嘉蓉 福建豪山资产 

61 李子波 国君资管 

62 朱睿 中意资产 

63 李瑞鹏 东证资管 

64 张轶伦 景领资产 

65 Zhu Vicky CHINA SHANDONG HI-SPEED 
CAPITAL LIMITED 

66 Rachel LIANG TX Capital 
67 吴亮 上海沣杨资产 

68 李菁 申万宏源证券 

69 王光华 国盛证券 

70 朱娉洁 国泰君安自营 

71 赖正健 东北证券股 

72 郭蕊 中银理财 

73 Lorenzo Pei GL Capital 
74 姚巍 国都证券 

75 李峰 平安证券 

76 刘志林 澄明投资 

77 陈威 北京诚旸投资 



 

78 孙明达 华夏基金 

79 王帅 中银基金 

80 张预立 金元顺安 

81 石凌宇 浙商自营 

82 王晓明 恒越基金 

83 童昱霏 璞远资产 

84 袁明懿 上海泰旸资产 

85 黄建松 锐方（上海）私募基金 

86 宋炯伟 石锋资产 

87 罗萍 江海自营 

88 唐笑波 深圳同利德资产 

89 张岑岭 Stacy KIM 韩国投信 
90 王攀峰 东方马拉松投资 

91 王浩宇 丰琰资产 

92 杨如丰 厦门市乾行资产 

93 陈启明 峰境基金 

94 闫小龙 Batach Sophia 
95 彭心悦 多鑫五地 

96 黄日浩 混沌天成资产 

97 李文广 中银基金 

98 冯航 诚盛投资 

99 陈继业 天虫资本 

100 贺福东 深圳市千榕资产 

101 刘勇 光大证券 

102 赵汉辉 翊安投资 

103 王璐 Janchor Partners 
104 罗凯 彬元资本 

105 SHENGLiyang CITIC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106 王璐 银华基金 

107 李仕强 九泰基金 

108 盖伟伟 珠海坚果私募基金 

109 黎曼 华夏基金 

110 王昊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 

111 徐翔 中银国际资管 

112 庞宇翔 上海秉盛投资 

113 林彦宏 广东惠正投资 

114 Krystal FANG Platina Capital 
115 周波 汇升投资 

116 邓巧 相聚资本 

117 薛奔 湘财基金 



 

118 张熙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119 顾耀强 汇添富基金 

120 罗凌 从容投资 

121 李威 东方证券 

122 谢允昌 易方达基金 

123  Jenny Zhao CMS Asset Management 
124 张严冬 北京知盈投资 

125 谢长雁 兴证全球 

126 鲁春娥 中邮证券 

127 覃婷 循远资产 

128 罗希 Peter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Hong 
Kong) Limited 

129 魏巍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130 ZhouElena FIRST PLUS ASSET 
MANAGEMENT PTE. LTD. 

131 王亚飞 翀云投资 

132 周锐 理成资产 

133 Jessie Shen Haitong International 
134 李大炎 嘉实基金 

135 吴涛 光大永明 

136 易镜明 华宝基金 

137 Annie JIN Lake Bleu Capital 
138 戴晨乐 长安基金 

139 潘滨初 深圳市同利德资产 

140 王漪昆 天治基金 

141 赵仓 苏银理财 

142 周园园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 

143 师成平 建信基金 

144 白羽 泰康养老保险 

145 唐祝益 长见投资 

146 王鸿怡 珠江投资 

147 毛可君 东吴基金 

148 陈铭东 厦门坤易投资 

149 王琛 中金公司资管 

150 邓韵阳 永诚保险 

151 幸云 深圳市同利德资产 

152 李大瑞 上海肇万资产 

153 葛云霄 易同投资 

154 Yuchen Min Pinpoint 
155 季文华 兴证全球 

156 陶歆蔚 平安养老保险 



 

157 余文心 海通证券 

158 严洋 域秀资产 

159 罗啦 中信证券自营 

160 朱悦 鹏扬基金 

161 胡婧怡 国盛证券 

162 贾雅希 中欧基金 

163 俞海海 拓璞基金 

164 朱艺泓 银河证券 

165 梁静静 中海基金 

166 詹寿明 华泰证券资管 

167 会议助理-王馨 进门财经 

168 罗佳荣 广发证券 

169 袁维 国金证券 

170 孙媛媛 兴业证券 

171 熊展佳 沙钢投资 

172 张树声 中泰证券自营 

173 冯矜男 开源证券 

174 陈茜茜 
进化论达尔文厚德九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75 秦瑶函 Blackrock 
176 常先通 环懿投资 

177 谢莹滢 博泽资产 

178 张诗悦 兴业基金 

179 闫炳亮 Pinpoint 保银投资 
180 盛夏 凯石基金 

181 王海琴 长见投资 

182 皮劲松 创金合信基金 

183 程逸飞 银河基金 

184 翟淑星 东证衍生品自营 

185 周笑雯 泰达宏利 

186 李文明 和君集团 

187 刘牧 国海富兰克林 

188 YanAijing 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ASIA LTD 

189 秦少川 昊泽致远 

190 经煜甚 中银证券资管 

191 王箫 大家资产 

192 李君周 信达澳亚 

193 齐海滔 嘉实基金 

194 孔令强 华福证券自营 

195 张金涛 华宝基金 



 

196 王剑彬 厦门双泓元投资 

197 王雅倩 红土创新基金 

198 梁姝雯 东吴基金 

199 Tony DING Lake Bleu Capital 
200 刘慧敏 高毅资产 

201 秦庆 甬证资管 

202 姚文峰 世诚投资 

203 吴娜 先锋基金 

204 赖建清 宝盈基金 

205 顾少华 世纪证券 

206 吴峰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 

207 戴代发 深圳市九霄投资 

208 刘宇腾 东北证券 

209 田园 海通资管 

210 应沁心 国盛证券 

211 杜向阳 西南证券 

212 Junjie Hu Orbimed Capital 
213 郑薇 国联证券 

214 陈佳琦 深圳金泊投资 

215 乐妍希 民生证券 

216 王树娟 东方证券自营 

217 Sylvia WU Oxbow Capital 
218 刘佳妍 华西基金 

219 万明亮 高毅资产 

220 张泉 湘财基金 

221 杨钟男 国泰基金 

222 陈爽 中信保诚 

223 刘春茂 中信证券资管部 

224 冯啸 南方基金 

225 吴曦 上海雪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26 Emily liao 加拿大宏利金融 

227 陈琪 龙航资产 

228 姚永华 大朴资产 

229 Pei Wang Haitong 
230 高远 大家资产 

231 何云峰 广东惠正投资 

232 徐浩 上海恒复投资 

233 戴佳敏 中航信托 

234 陈璟 泰康资产 

235 刘云鹏 域秀资产 

236 邢哲 枫池资产 



 

237 li wei 景林投资 

238 张晋 中车资本 

239 马犇 港丽投资 

240 冯时 汐泰投资 

241 汤舒婷 嘉实基金 

242 陈珈蔚 华安证券 

243 唐爱金 方正证券 

244 周逸 兴业证券 

245 谢泽林 嘉实基金 

246 陆漫漫 玖鹏投资 

247 张韡 汇添富基金 

248 刘璐璐 深圳宏鼎财富 

249 马韵羽 Longrising 
250 范佳锴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 

251 梁飚 四川发展基金 

252 叶小桃 长江养老保险 

253 沈怡雯 上汽欣臻 

254 谭飞 博远基金 

255 Ying Liu Prime Capital 
256 郝淼 宝盈基金 

257 刘志军 国寿安保基金 

258 严定安 淳厚基金 

259 史彬 中银基金 

260 Lijun Chao WT 资管 
261 陈颖 彼得明奇 

262 黄向前 深圳市尚诚资产 

263 李文宾 万家基金 

264 何展聪 华福证券 

265 张佳荣 国投瑞银 

266 王在存 中信建投 

267 朱国广 东吴证券 

268 宋歌 国盛证券 

269 金家齐 礼来亚洲基金 

270 王钰畅 西南证券 

271 陈谷 中金基金 

272 王亮 北京暖逸欣私募基金 

273 何东 辰翔投资 

274 王兵 深圳前海海雅金融控股 

275 朱冰兵 东吴基金 

276 张伟 工银瑞信 

277 温武 Shenzhen Vide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td Group 
278 张翼 太平养老 

279 邓军 财通证券 

280 杨莹 禧弘投资 

281 付强 昆明华辰投资 

282 周领 慧琛资产 

283 蒋栋 龙航资产 

284 周菊锋 天堂硅谷资产 

285 黄丽敏 松柏投资 

286 李明 国海证券 

287 谭国超 华安证券 

288 李颖睿 平安证券 

289 党剑 上海砥俊资产 

290 崔雨菲 上海君和立成投资 

291 姜萌 上海万丰资产 

292 王新艳 建信养老 

293 Dino CHEN Grand Alliance Asset Management 
294 吴佳歆 东吴基金 

295 王佳琦 上海泰旸资产 

296 陈竹 中信证券 

297 田世豪 东方证券 

298 吴昊 诺安基金 

299 耿浩 北京康曼德私募基金 

300 宋佳焕 摩根士丹利 

301 ZhaoSaijuan VALLIANCE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302 Na LIU GF FUND 
303 董醒华 河清资本 

304 方程嫣 广发证券 

305 邓敬东 景顺长城基金 

306 权炫瑞 华安证券 

307 王沛 淡水泉 

308 邱晓旭 国泰基金 

309 赵小小 昭图投资 

310 文婷 国投信托-景泰复利 

311 刘名超 泰信基金 

312 姚艺 宝盈基金 

313 郑茂 津圆资产 

314 劳亭嘉 工银安盛资管 

315 刘慧彬 中信证券 

316 Dylan Chu Point 72 



 

317 陈田甜 申万宏源 

318 Jerry PENG Point 72 
319 高瑛桥 健顺投资 

320 陈铭 Haitong International 
321 陈铸鸿 瑞银资管 

322 刘宇昕 中银投 

323 王喆 厦门金恒宇投资 

324 杨伦 阳光资产 

325 魏雅雯 上海勤远投资 

326 陈明 广发证券 

327 杨昌源 华泰证券 

328 杨尚华 上海追云资产 

329 吴晓昀 华能信托 

330 赵峻峰 国泰君安 

331 罗春蕾 诺安基金 

332 冉胜男 东吴证券研究所 

333 申晟 华宝基金 

334 张宏光 德邦自营 

335 詹孝颖 招商信诺资产 

336 Xia Yan AIHC 
337 张静含 申万宏源 

338 程佳 嘉实基金 

339 吕晔 西部证券 

340 ShenEve AIHC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341 任靖 瀚伦投资大中华直通车私募投资基金 

342 陈泉龙 大成基金 

343 褚江敏 瀚伦投资大中华直通车私募投资基金 

344 张坤 易方达基金 

345 郑少芳 大成基金 

346 庄卓群 东海证券 

347 邹秉昂 东方红资管 

348 陈佩怡 海通证券 

349 景顺长城 景顺长城基金 

350 刘政科 深圳创富兆业 

351 罗君瑜 方正证券 

352 李子婧 中欧基金 

353 张佳林 野村证券 

354 郝唯一 北京汉和汉华资本 

355 李晓光 中金基金 

356 骆华森 上海恒穗资产 



 

357 胡偌碧 国盛证券 

358 徐嘉辰 交银施罗德 

359 王佳慧 兴业证券 

360 衷博美 兴业证券 

361 阮帅 信达证券 

362 高鹏 华泰证券 

363 张斌斌 中信证券 

364 祝琳琦 华能贵诚信托 

365 李点典 信达澳银 

366 宋熙予 泓澄投资 

367 肖辉煌 国联证券 

368 孙宇瑶 中泰证券 

369 安柯 国联证券 

370 古意涵 开源证券 

371 汤超 明亚基金 

372 赵垒 兴银理财 

373 陈磊 涌容投资 

374 苏丰 东吴证券 

375 冯皓琪 西部利得基金 

376 伍可心 万和证券 

377 冯雪 煜诚投资 

378 陈明 开源证券 

379 王少喆 广发证券 

380 王婷 亚太财产保险 

381 皮熙龙 佛山市东盈投资 

382 徐凌 杭州汇升投资 

383 王奔奔 国金证券 

384  Jiawei Zhang Dantai Capital 
385 陈凯 和谐汇一资产 

386 梦珣 涌容投资 

387 徐嘉琪 中信证券 

388 李晨琛 浙商证券 

389 邱诗 紫阁投资 

390 徐雪 华厦眼科 

391 强泽平 申万菱信 

392 谭翔宇 Atlas Capital 
393 梁广楷 海通证券 

394 徐雨涵 东北证券 

395 Mandy Luo LMR Partners 
396 孙建 浙商证券 

397 沈睦钧 中信证券 



 

398 许迟 世真投资 

399 刘芃 信达证券 

400 庄焱 上海合远基金 

401 吴义天 中英人寿 

402 門晗璐 China alpha 
403 杨寅啸 西藏合众易晟投资 

404 陈妍 上海紫阁投资 

405 Shawn Zhang WT 资管 
406 王颖 上海汐泰投资 

407 程仲瑶 泾溪投资 

408 溢涛 西部证券 

409 汤逸纯 PAG 
410 趣时资产 趣时资产 

411 陈潇扬 汇添富基金 

412 邵一凡 诚盛投资 

413 陆伏崴 西部证券 

414 陈思羽 3WFund 
415 Jeremy Chen Dymon Asia 
416 祁宝琦 国联证券 

417 李东升 信达澳银基金 

418 刘子婕 中庚基金 

419 杜新正 深圳市尚诚资产 

420 田野 浙商证券 

421 王天爱 华西基金 

422 吴严 中信建投 

423 高岳昂 国泰君安 

424 徐若锦 恒越基金 

425 叶菁 东北证券 

426 张倬颖 睿扬投资 

427 毕晓静 财通证券 

428 姚宏福 太平养老 

429 张杨雪莹 华福证券 

430 张成钰 健顺投资 

431 张绍辉 德邦证券 

432 林娟 上海复霈投资 

433 夏璐 中金公司 

434 陈江涛 CCB AM 
435 王馨 进门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