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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在体育产业持续向好和“大健康”意识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好信隆

健康扎根自行车零配件制造，布局健身康复器材以及试水儿童骑行体育乐园

的业务布局。 

市场竞争优势分享自行车行业复苏红利。信隆健康自行车零配件市场占有率

第一，伴随国内体育产业爆发带动骑行运动热潮，我们预计我国自行车市场

在 2020 年有望达到 595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22%。 

布局“大健康”，健身康复器材市场潜力巨大。信隆凭借技术储备优势建立

自有健身器材品牌 Zoom，同时与国外康复器械巨头合作研发制造以轮椅为

主的康复器材，康复器材业务收入比重有望持续增长。2015 年我国轮椅市

场规模 89亿元，我们预计 2020 年轮椅市场规模将达到 158 亿元，年复合增

长率 12%。 

我国人均 GDP 增速于 2016 年已达 6.7%，人均体育年消费达 926 元，相比 2007

年增长 52%，但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1/10。人均收入增加将持续带动体

育消费潜力和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升级。据我们测算，健身器材在 2020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99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6%。 

试水儿童体育教育，骑行主体乐园解决儿童参与型体育消费痛点。我国庞大

的儿童人口基数以及家庭人均收入增长，拉动体育消费持续增加，使儿童参

与型体育消费需求有望释放。骑行主题乐园具备专业性、娱乐性和安全性特

点，有效解决儿童参与型消费痛点，贡献业绩确定性较强。 

我们预计公司 2016~2018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3.79亿元、16.29亿元和 19.78

亿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02 元、0.08 元和 0.15 元，对应 PE 分别为 446.04X、

127.71X、67X。首次覆盖给予“强烈推荐”评级，给予 6 个月目标价 14.5

元。 

财务指标预测 
  

指标 2013A 2014A 2015E 2016E 2017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596.85  1,358.90  1,378.95  1,629.05  1,978.29  

增长率（%） 10.19% -14.90% 1.48% 18.14% 21.44% 

净利润（百万元） (3.91) (69.42) 15.50  56.79  79.00  

增长率（%） -38.37% 1674.21

% 

-122.32

% 

266.42% 39.10% 

净资产收益率（%） 0.99% -12.09% 3.87% 14.97% 20.75% 

每股收益(元) 0.02  (0.15) 0.04  0.15  0.21  

PE 683.33  (68.79) 243.71  66.51  47.81  

PB 6.55  8.33  9.44  9.96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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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数据   
 

52 周股价区间（元） 10.25-6.71 

总市值（亿元） 37.77 

流通市值（亿元） 37.77 

总股本/流通 A股（万股） 36850/36850 

流通 B股/H股（万股） / 

52 周日均换手率 3.51 
 

52 周股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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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行车配件龙头发力大健康 

公司在自行车零件产品在全球占有领导地位。信隆健康专业从事车把、立管、坐垫管、

避震前叉等自行车零部件，运动器材以及康复器材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自行车车把、

立管、坐垫管、避震前叉等产品在全球份额都是第一位。同时公司还和全球著名自行

车企业合作，包括捷安特和美利达。公司从代工工厂到发展自主品牌 Zoom，已在业

界具有优秀的口碑。产品主要出口欧洲、美洲、亚洲等地。公司近年逐步拓宽运动健

身康复器材产品市场，占营业收入比例逐年上升。公司试水儿童骑行主题乐园，解决

儿童专业化体育教育痛点，目前已投入运营。 

1.1 股权结构稳定更名信隆健康 
 

信隆健康创立于 1991 年 10 月，并于 2003 年 12 月 15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批准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8 月 19 日更名“信隆健康”。公司总市值 35.19

亿元，总股本 3.69 亿股，流通股本占总股本比例为 100%。信隆健康的股权结构中，

利田发展有限公司占 41.93%，其次是 FERNANDO 公司和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分别占比 8.29%和 1.28%。信隆健康的参股控股子孙公司共 11 个，实际控制人

为廖学金。 
 

图 1: 信隆健康股权结构图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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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四大部门涵盖三大板块 

2015 年年报数据显示，公司的主营构成分别为自行车配件、运动健身康复器材以及

钢铁管，所占比例分别为 63.06%、29.33%、7.61%。 

公司的产品主要分为四个模块：车手事业部、前叉事业部、运材事业部、康复事业部。 

 车手事业部成立于 1991 年，员工约为 2900 人，以生产碳纤、铝质、铁质类车手、

座管、立管、小把手为主，年产量约为 7000 万支，有效专利 64 个。目前公司生

产的此类自行车零部件市场占有率高具有国际领先的研发和制造技术、生产管理技

术。 

 前叉事业部成立于 1997 年，专业生产自行车避震前叉，主要为铁前叉、铝前叉和

镁铝前叉，目前该事业部成为自行车产业的主要前叉供应商，产量能达到每月 60

万只。 

 运材事业部成立于 2000 年，员工约为 700 人，主要生产中小型室内、户外运动器

材及电动车，室内部分为电视购物产品、踏步机、健腹机、多功能训练机等专业家

用健身器材；户外产品主要有滑板车、摇滚三轮车、甩尾车、平衡车等户外娱乐极

限用品；电动车部分有新开发便携式锂电池电动脚踏车、三轮电动车和四轮小电动

车。 

 康复事业部成立于 2002 年，员工约为 450 人，主要生产高质量的铝质和铁质轮椅、

拐杖、四轮助行器、三轮助行器、便椅、洗澡椅、协步椅、病床桌、病床架、点滴

架等康复器材。 

 

图 2: 信隆健康主营业务图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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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净利下滑业务布局锋芒初现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信隆健康实现营业收入 6.36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减少 4.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824.42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025.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7.84 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加 3423.9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大幅度变化原因是由于报告

期内子公司亏损减少导致合并利润增加。截至 2016 年中报，信隆健康旗下子公司天

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太仓信隆车料有限公司净利润分别亏损 588.41 万元和 769.84

万元，相比上一年度同期两个子公司分别亏损 1109.51 万元和 1168.46 万元相比有大

幅度减少。 

“价格战”打响代工业恶性竞争，研发自有品牌抢占市场份额。自行车零件行业竞争

环境风险主要来自于自行车行业需求增长缓慢以及竞争加剧。自行车行业采取以量压

价的策略，导致自行车零件行业价格降低，从而利润会减少。为此，公司积极扩大研

发投入，积极培育公司自主品牌产品（OBM）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如开发了一体式结构立管、无间断调整高度座管、同轴限位珠碗组及其所应用

之蛙式健身车等。近 2 年内，公司共获得 20 项专利，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16 项，外

观设计专利 4 项。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以及最终商品化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市场

份额，提升利润率。 
 

图 3：国内脚踏车产量  图 4: 公司营业收入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库、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康复器材业务份额逐年上升，盈利能力持续向好。运动健身及康复器材占公司总营业

收入比重维持在 30%左右，其中康复器材份额持续上升，从 2010 年 9.8%升至 2016

年 14.22%。与此同时，运动健身及康复器材业务盈利能力逐年上升，毛利率从 2010

年 17.09%增至目前的 20.38%。从生产水平上看，公司基于自行车零配件的高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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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水平和多年成熟生产经验，该业务生产线达到 98%以上的极高机械自动化程度，

结合先进的 TPS 连线化配套化生产管理，进行基于订单的批量化生产，有效控制工

厂劳动力成本及原材料消耗水平。从销售上看，目前公司运动健身器材大力发展各大

电商平台直销渠道，其终端消费产品“瑞姆运动休闲车”、“优美康复器材”通过旗舰店

直接面对消费者，进一步降低销售成本。 

公司运动健身及康复器材产品主要定位中高端市场。相对避免与低端产品压价竞争的

局面。康复器材主要以与国外知名康复器材公司 sunrise 和 invacare 合作共同开发轮

椅系列产品，其中 invacare 在美国及主要欧洲国家均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sunrise

在德国市场已为主流。相对于发达国家医药和医疗器械 1：1 的市场规模比，中国只

有 1:0.2。随着中国老年人口比例逐渐上升以及养老机构数量的增加，医疗器材的需

求量必然会增加。目前公司合作厂商均已进入中国市场，公司初步受益于较高的终端

产品售价及国内外康复器材需求持续增长，未来利润空间已经打开。 

图 5: 公司康复器材收入占比%  图 6: 公司运动健身器材及康复器材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 自行车王国迎绿色出行浪潮 

自行车是第一个在中国普及的工业品，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初期萌芽，迅猛发展，

遭遇寒潮和重振地位四个阶段。从 70 年代自行车作为奢侈“三大件”之一饱受追捧，

到 80 年代末期全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 5 亿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

再到 90 年代作为财富象征的汽车逐渐取代自行车的地位，目前行业发展回归理性，

到达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共同升级调整时期，保有量下降至 3.7 亿，发展趋势将为短

期阵痛，长期向好。 

2.1 单车迈向高端国内市场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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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由零配件代工大国向自行车创新研发制造大国转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

生产国和出口国，但一直缺乏品牌优势。国内自行车制造业一直在不断升级，近年，

一些国产品牌和碳纤维代工厂的崛起，生产了许多让人垂涎的豪车，为国内自行车制

造业带来浓厚的“贵”气。无论从技术积累层面，还是市场培养方面来说，都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自行车制造产业链的不断高端化，填补了国内高端自行车制造与研发的

空白，促进了市场的健康循环，中国自行车市场在全球自行车市场地位不断提升。 
 

图  7:中国自行车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当前行业处于短期阵痛阶段，刚性需求仍存在。中国自行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5 年中国自行车产量 8026 万辆，同比下降 3.36％。除 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

响较大以外，近年来自行车产量基本呈增长状态，行业规模维持在 8000 万量以上，

刚性需求明显存在。另外，自行车销售增长率下降并未伴随销售利润率的明显下降，

自行车制造业销售利润率自 2006 年以来一直维持在 8%左右。销售利润率的相对稳

定说明我国对自行车刚需仍然存在，并且自行车零配件及制造工艺的提高和升级逐步

带动产品附加值的增加。 

图 8：全国年度自行车产量  图 9：自行车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与销售增长率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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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骑行复苏单车消费引领风潮 

体育产业发展带动自行车运动赛事热火如潮。从“代步工具”到“运动器材”转变，

自行车项目有其自身的优势，其赛事极高的观赏性，不仅能够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更能够形成赛事 IP、提升经济效益。2015 年自行车赛包括职业赛事和业余赛事以及

各种骑行活动总计有 3000 多场，赛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形成了项目发展的

良性循环。 

骑行运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在各类体育消费中，骑行运动相关消费呈现明显上升趋

势。21 世纪经济报及京东联合发布的《2016 中国体育消费生态报告》数据显示，近

两年基础型体育产品消费有所下降，然而以骑行运动为代表的小众运动消费升级趋势

明显。2015 年骑行产品消费指数比 2013 年大幅提高了 16.0%，明显高于其他体育

产品。自行车在 1896 年第 1 届奥运会上就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是体育产业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仅 2015 年全国就进行了接近两百场较成规模的自行车赛事。体育产业

的爆发引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骑行运动中，成为当前我国体育运动的新热点。 

 

图  10：体育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2016 中国体育消费生态报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骑行运动升级，小众消费抢眼。凯泰资本调查显示，中国是世界骑行人口是最多的国

家，目前骑行人口和运动自行车爱好者分别占比总人口数的 7%和 0.4%，表明自行

车使用者仍以主要以代步为目的。运动自行车爱好者目前人数较少，与国外相比仍属

于小众运动。但运动自行车爱好者在消费额度和频率上明显高于一般骑行人口，人均

自行车整车消费和零配件消费均在千元以上，平均每年更换一次。当前运动自行车的

年产值在 162 亿人民币左右，占自行车总销售比例的 6%。凯泰资本预计到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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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运动自行车人口最高可占全国人口的 6%，若按照人均年自行车整车消费 3000

元及年零配件消费 2000 元估算，市场规模可达 4200 亿人民币左右。 

 

图 11：全球主要国家自行车销量对比                图 12：全球主要国家骑行人口占人口总比例对比 

 

 

 

资料来源：凯泰资本，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凯泰资本，东兴证券研究所  

   

2.3 政府支持缓解末端交通压力 

相信未来环保电单车会成为更多人的出行选择。智能自行车行业在探索中前行，有望

改变传统行业格局。在“万物智能”的今天，智能自行车将生逢其时，成为这个智能世

界中的一大新亮点，外观、材质、功能等方面别具一格，在提升人们骑行体验的同时，

实现自行车互联，给人们带来安全、智能的新感受。根据中国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数据，

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超过 1．81 亿辆，且日益呈现轻量化、锂电化、智能化特征。

倡导绿色环保，平衡“省力护膝”“速度合理”俨然成为自行车爱好者关注的焦点。

电单车作为对主干公共交通的有效补充，电单车的科技创新也在不断提升，微循环电

动车系统能有效提高公共交通末端的可达性，特别是电动自行车作为微循环系统的运

营载体，可以提供便捷、绿色的“最后一公里”交通解决方案。 

运营管理逐步完善，公共自行车得到认可。随着公共自行车租赁业务的不断扩展，网

点少、损坏多、管理薄弱、运营成本高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当地政府在监管与维

护方面完善租赁系统，实现信用租车模式，取得良好进展。据北京市交通委运管局汽

车租赁管理处相关数据，目前，全市公共租赁自行车办卡总量 40 多万张，日均骑行

达 15 万人次，2015 上半年，全市公共自行车平均使用率为 5.12 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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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公共自行车系统一般构架  图 14：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络，东兴证券研究所 

 

城市设施建设助推自行车骑行。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汽车数量增加所造成的交通

拥堵和环境污染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尤为明显。各地方政府陆续建

设城市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鼓励人们利用自行车出行。另外，部分城市已尝试提供

和完善自行车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推进自行车城市利用率，如北京拟建设首条自行车

“高速路”，厦门市规划第一条全程高架的自行车专用道等，骑行运动受道路限制问

题正被逐步解决。 

政府引导低碳出行，自行车租赁纳入公共交通体系。2008 年杭州在国内率先构建公

共自行车交通（免费单车）系统，采取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的模式，并将其纳入城市

公共交通体系之中，以解决公交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城市公共自行车作为能耗、

排放“双零”，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逐渐走入了城市规划者的视线，全国百余大

中小城市开展公共自行车试点，其中试点规模较大的有北京、杭州、西安、宁波、武

汉、太原、南京等。 

图 15：:自行车绿色通道及城市赛事  图  16:自行车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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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行车行业市场规模进行粗略测算。分析的前提是中国人口呈现每年 0.5%的

复合式增长，GDP 增速为 7%，2015 年中国骑行人口占总人口比为 7%，运动自行

车爱好者占总人口比为 0.4%，普通自行车折旧年限为 3 年，运动自行车折旧年限为

2.5 年，每人拥有 1 台自行车。估值中同时运用年限法和比例法测算普通自行车和运

动自行车的需求量，年限法是按照各个自行车的折旧年限推算老车换新车的数量，比

例法是按照基年销售量与自行车拥有人数相比，并推算未来自行车需求。据我们测算，

我国自行车市场在 2020 年有望达到 595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22%。 

表 1：中国自行车市场规模预测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2015 年数据来源 

中国人口（万人） 137462 138149 138840 139534 140232 140933 141638 （国家统计局） 

增速(估计）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骑行人口占比 7.00% 7.14% 7.28% 7.43% 7.58% 7.73% 7.88% （凯泰资本） 

运动自行车爱好者占比 0.40% 0.52% 0.68% 0.88% 1.14% 1.49% 1.93% （凯泰资本） 

普通自行车人数（万人） 9072 9145 9173 9139 9023 8799 8431  

运动自行车人数（万人） 550 718 939 1226 1602 2093 2735  

法 1：年限法               

普通自行车折旧年限 3 3 3 3 3 3  （估算） 

运动自行车折旧年限 2.5 2.5 2.5 2.5 2.5 2.5  （估算） 

普通自行车需求量（万台） 3097 3076 3024 2931 2783 2565   

运动自行车需求量（万台） 388 508 663 866 1132 1479   

法 2：比例法               

全部自行车消费量 3300            （美骑网、估算） 

比例 34.30% 34.30% 34.30% 34.30% 34.30% 34.30%   

普通自行车需求量（万台） 3111 3136 3146 3134 3095 3018   

运动自行车需求量（万台） 189 246 322 421 549 718   

普通自行车平均单价 450 482 515 551 590 631  （估算） 

运动自行车平均单价 2719 2909 3113 3331 3564 3814  （估算） 

GDP 平均增速 7% 7% 7% 7% 7% 7%  （估算） 

市场规模（亿元） 218 259 312 381 473 595   

增速   18.84% 20.45% 22.18% 23.98% 25.8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络，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络，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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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身器材市场导入潜力巨大 

健身消费高速增长带动需求爆发。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健身器材制造业起步

较晚，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健身器材市场迅

速扩大。仅仅从健身房的规模来看，据澳大利亚商业信息公司 IBIS World 报道，中

国在从 2004 年到 2012 年期间，健身房数量就增加了 4 倍，收入增加了将近 7 倍之

多。同时，从家庭购买健身器材角度考虑，我国城镇居民在健身方面的消费以 30%

的速度增长，高于世界 20%的平均增长速度。体育参与人口的增长及消费水平是实

现体育产业高速发展的基础。易观智库调查发现，我国体育参与人口存在于各个年龄

层次，呈现逐年高速增长趋势，至 2014 年已达到人口总数的 40%，与发达国家差距

正逐渐减小。尼尔森《2015 年中国体育人群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体育人群平均家

庭月收入高于非体育人群 36%，并且 67%持有本科以上学历。高净值人口推崇以运

动为时尚生活方式，占体育参与人口比重仍在增加。 

 

图 17: 我国与欧盟体育人口占比对比  图 18: 20 岁以上年龄组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东兴证券研究所  

 

 
 

3.1 起步较晚长期发展趋势向好 
 

我国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增幅大。体育运动类型丰富，可选择行强。我国人均 GDP 增

速于 2016 年已达 6.7%，人均体育年消费达 926 元，相比 2007 年增长 52%，但只

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1/10。随着人们生活质量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

增加将持续带动体育消费潜力和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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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07 与 2015 人均体育消费额（元） 

 

资料来源：国家体育总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市场规模存量大，潜在购买力旺盛。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健身器材潜在的

市场规模仍然巨大。据 CTR 调查，在普通家庭中约有 43%的有购买健身器材的计划，

而中国约有 3.2 亿个家庭，如果仅仅保守估算 1.2 亿的城镇家庭对健身器材的购买需

求就达到了 300 亿规模。除此之外，据统计，虽然我国各类健身机构多大两万家，但

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每 30 人就拥有一家健身机构相比，我国仅仅是每一万人才能

拥有一家，如此大的规模差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锻

炼意识的提高，必然会逐渐缩小，中国国内对健身器材需求的潜力巨大。 

图 20: 中国商业健身房数量  图  21: 2011 年中美健身器材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 IBIS worl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商业联合会，东兴证券研究所  

 

3.2 国内厂商产业升级崭露头角 

国内健身器材以代工为主，品牌发展相对落后。近几年我国生产健身器材的行业规模

以上企业数量保持稳定，每年的健身器材销售额保持稳定增长。在 2014 年，由中国

制造的健身器材在全球健身器材市场上所占份额达到 53%。然而，中国生产的健身

器材以贴牌代工为主，产品的附加值相对于发达国家要低。除此之外，我们销售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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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低端健身器材为主，根据淘宝网健身器材价格分布，占最大比例的是 26-81 元和

81-630 元的产品。由于以上事实，我国的健身器材厂商普遍存在着利润率较低，产

品多处于低端行列。 

图 22: 2011-2014 我国规模以上健身器材生产企业数量  图  23: 2007-2014 年我国健身器材行业销售额（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24: 2011-2014 我国规模以上健身器材生产企业数量 

 

 

资料来源：淘宝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国内厂商加入竞争市场，品牌建设将为重点。随着中国加入 WTO，国外数家著名健

身器材公司入驻中国，其中包括艾康（ICON）、必确（Precor）、乔山（Johnson）

和力健（Life Fitness）等国外巨头。它们的技术创新水平相对于国内具有优势，在中

国的商用以及高端家用健身器材领域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但随着健身器材行业在

国内的发展，我国有些企业通过引进学习，自主创新努力摆脱贴牌代工模式，走上树

立品牌之路，其中就包括舒华、万年青、迈宝赫和英派斯等企业，开始在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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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巨头企业展开竞争。 

 

 

3.3 儿童体育场馆一块巨大蛋糕 

儿童体育消费市场基数庞大，参与型消费潜力打开。儿童体育消费市场分为运动服饰、

鞋类的实物型消费，参与体育娱乐活动及技能培训的参与型消费和观看体育赛事的观

赏型消费。2015 年我国 14 岁以下儿童占全国人口比例为 17.6%，总数约为 2.52 亿。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14 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儿童具有相对于

成年人更高的体育参与率。我国 74.2%的儿童和青少年能够每周参加课外体育活动，

主要以中等强度体育运动为主，其中至少 15.7%花钱进行体育锻炼，远高于 20 岁以

上人群的 8.6%。从消费金额来看，场租和聘请教练消费额度最高，达到人均 876 元，

充分反映了对专业化体育教育及场地的需求。据此数据推算，我国儿童参与型体育消

费市场规模在 2014 年已达到至少 410 亿。随着我国全民健身意识的不断深入，二胎

政策的全面落地带来儿童数量的增加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高，儿童体育参与

型消费市场将进一步打开。 

图 25: 14 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比重%  图  26: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参与型体育消费存在痛点，专业化儿童体育场馆有效解决。我国儿童体育消费市场目

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以儿童体育服饰为主的实物型消费所占比例较高，参与型体育

消费受限于儿童健身场地设施不合理，体育器材不适合以及场地安全问题。另外，儿

童参与体育运动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和群体性特征，以强身健体和发展特长为目的但并

不追求运动强度，同时存在增进同学感情以及结交新朋友的社交需求。提供专业化体

育教育，儿童专用运动器材以及多元化社交运动游戏的中小型儿童体育场馆，能够有

效解决当前儿童体育教育的痛点，带动参与型体育消费市场需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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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健身器材在城镇较为密集，由于农村每百户健身器材拥有量接近 0，与城镇拥有

量有较大差距，所以我们认为，城镇需求量约等于全国需求量来测算健身器材的市场

规模。假设城镇人口的增长速率为前 5 年增长速率的平均数，城镇每户人口固定为

2.88 人/户，更新换代的折旧年限为 5 年（常规保修期 5 年），GDP 平均增速为 7%。

据此测算，健身器材在 2020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99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6%。 

表 2:健身器材市场规模预测 

 2009A 2010A 2011A 2012A 2013A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数据来源  

城镇人口（百万人）  645 670 691 712 731 749 771 793 816 838 861 885 （统计局） 

增速 (%)  3.82 3.14 3.04 2.71 2.47 2.94 2.86 2.80 2.76 2.76 2.82  

每百户健身器材拥有量 (台）  4.10 4.20 4.10 4.30 4.52 4.74 4.98 5.23 5.49 5.76 6.05 6.35 （统计局） 

城镇每户人口 (人 ) 2.87 2.87 2.88 2.88 2.88 2.88 2.88 2.88 2.88 2.88 2.88 2.88 （统计局） 

城镇健身器材需求量（万台）  922 980 983 1063 1146 1233 1333 1440 1554 1677 1809 1953  

平均使用年限（平均 5年保修换）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估算） 

城镇每年新增及换代量（万台）   243 199 276 296 316 346 373 402 433 468 506  

平均健身器材价格（元）   2000 2140 2290 2450 2622 2805 3001 3212 3436 3677 3934 （估算） 

平均 GDP 增速（%）   7% 7% 7% 7% 7% 7% 7% 7% 7% 7% 7% （估算） 

每年市场规模（亿元）    49 43 63 73 83 97 112 129 149 172 199  

增速（%）      -12.2 48.2 14.7 14.3 17.2% 15.3% 15.3% 15.3% 15.5% 15.7%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兴证券研究所  

4.  高端康复器械随消费齐升级 

人均 GDP水平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呈正的线性关系。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医疗卫生

支出与人均 GDP相关系数分别为 0.99 和 0.86，中国的相关系数目前也达到 0.99，

然而人均 GDP 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导致人均医疗支出也相对较少，2014

年仅相当于美国的 0.04，日本的 0.11。 

 

图 27:美国人均 GDP 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美元）  图 28:日本人均 GDP 和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美元）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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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中国人均 GDP 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美元）  图  30:中日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对比（美元）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4.1 医疗支出与人均收入正相关  

中国城镇化进程促进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增加。我国目前城镇化水平已过半，人均

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明显，相关系数高达 0.97。尽管我国近年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2010 年起 GDP 增速有所放缓，但同期人均医疗

支出同比增速明显高于同期 GDP 增速。我们认为前期国内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城镇

化进程的推进，使人们产生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GDP 增速放缓对医疗卫

生支出影响有限，城镇化进程仍将持续促进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 

图 31:中国人均 GDP 增速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增速对比  图 32:城镇化进程%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美元）对比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轮椅需求持续增长，高端市场空间打开。轮椅作为解决老年及残疾人出行问题的重要

康复医疗器械，存在刚性需求。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轮椅销量约为

150 万辆，一二线城市销量占比 67%，其中手动轮椅和电动轮椅分别实现 20%和

100%的增长速度。从数据上看，电动轮椅销售增长率明显高于传统型手动轮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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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线城市销量占比高反映了城镇化水平提高带动的消费结构升级。我们认为，代步

型康复器械的产品质量水平和智能化程度影响销售规模和附加值空间，物联网、云数

据计算、智能制造等科技和工业的研发创新以及国内智慧城市建设为代步型康复器械

提供了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发展平台和机会，高端轮椅市场空间已打开。 

 

图  33:我国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未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4.2 老龄社会催生养老康复市场 

受人口结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严峻趋势已成为共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数量已达 2.12 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 15.5%，65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数量为 1.37 亿人，占比 10.1%。我国老龄人口增速在 2010 年已

达 3.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8%，世界卫生组织预计 205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老龄化

人口最严峻的国家。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比重提高，未来高领行动不便人群对轮椅的需

求日益提升，高端养老项目迎来黄金发展时期，与之配套的养老设备市场规模有望快

速上涨。 

 

图  34: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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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东兴证券研究所 

 

康复器材市场启动，提升潜力巨大。康复医疗技术用于各类疾病及残疾的术后治疗和

功能恢复，可以在医院和家庭进行，是现代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康复器械

服务率仅为 7.31%，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受制于目前医疗体系供给结构性问题，

未来家庭养老将为主要养老方式，康复医疗中的功能恢复阶段也将主要以患者在家庭

内部自助借助器材进行。国内康复器械市场规模较小，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具有一

定规模的康复器械生产企业仅有 100 多家，仅相当于美国的 3%，德国的 6%，高端

康复医疗器械进口数量逐年增加，从当前市场规模和潜在消费人口的差距来看，康复

器材市场空间提升的潜力巨大。 

 

图 35:我国康复医疗器械进口数量（个）  图  36:我国康复医疗器械进口金额（万美元）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东兴证券研究所  

 

 

4.3 自主高端轮椅市场有待挖掘 

国内厂商已占据一定高端轮椅市场份额，竞争优势不明显。我国轮椅市场发展水平仍

处于初级阶段，近年来伴随轮椅需求逐年走高以及国内康复医疗器械行业标准的不完

善，轮椅产品的质量及价格呈明显两极化趋势，形成中高端市场集中在实力强大的外

资及国内少数厂商之间，低端产品品牌及型号混乱的市场格局。产业信息网调查显示，

我国轮椅生产企业由 54.3%为小型企业，29.5%为中型企业，大型企业仅占 16.2%。

低端产品以简易仿制为主，同质化现象严重，运用普通碳钢管制材料，技术含量相对

较低。而中高端轮椅以轻质化、电动化、智能化及多功能定制化为发展趋势，从价格

和质量上与低端产品来开明显差距。我们将 1000 元以上的手动轮椅及 8000 元以上

的电动轮椅定义为高端轮椅，目前我国一定规模轮椅制造厂商已进入中高端轮椅市

场，调查显示鱼跃医疗、广东凯洋、上海互邦等五家企业合计市场占有率为 36.8%，

同外商相比尚未展现明显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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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端轮椅类型及主要生产企业，红色字体为外国厂商 

轮椅类型 细分类型 主要企业 价格范围（元） 

 

 

 

 

 

手动 

 

 

 

铝合金/航太铝合金可折叠型 

上海互邦 1000-1500 

广东凯洋 1000-2700 

天津泰康 1000-1600 

常州中进 1000-3000 

比利时卫美恒 1500-1700 

日本三贵 1500-2500 

低碳热轧钢可折叠型 英国英维康 invacare 2000-2800 

铝合金/航太铝合金可调节护理型 上海互邦 1500-2200 

日本三贵 2500-11000 

低碳热轧钢护理型 英国英维康 invacare 2900-3800 

镁铝合金可折叠型 德国奥托博克 2600-3600 

 

 

 

 

 

电动 

护理专用型 挪威 ALU Rehab  12000-22000 

手电两用折叠型 广东凯洋 10000 

广州华轮堂 8000-16000 

锂电铝合金可折叠多功能护理型 台湾康洋 karma 10000-18000 

可升降代步型 英国英维康 invacare 13500-21000 

可站立康复训练型 上海威之群 13000-22000 

锂电钛合金带智能系统型 南京金百合 8500-20000 

无刷电机锂电钛合金带智能系统型 横店集团（000739）子公司英洛华 8000-8900 

双电机变速带智能系统型 美国普拉德 19000-20000 

昆山百瑞康 9000-14000 

全定制化智能电动型 瑞典博动 依定制定价:高于 200,00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兴证券研究所  

2014 年中国共销售 150 万辆轮椅，其中电动轮椅占比 40%，我们以电动轮椅占比作

为情景分析变量因子进行轮椅市场的规模测算。基本假设是 60 岁以上残疾人口比例

占所有残疾人口比例为 53%，60 岁以上人口需求轮椅人数占约 1%，60 岁以上普通

轮椅折旧年限为 12 年，单价为 1000 元；电动轮椅折旧年限为 10 年，单价为 12000

元。测算方法是通过计算 60 岁以下肢体残疾人数和 60 岁以上需求轮椅人数进行估

计，代入两种轮椅的折旧年限，估算每年新增残疾人需求量和以旧换新人数需求量，

进而测算出轮椅市场规模。我们预计 2020 年轮椅市场规模将达到 158 亿元，年复合

增长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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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轮椅市场规模预测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60 岁以上人数（百万人） 210 216 223 233 245 256  （中国产业信息网、估值） 

肢体残疾人数（百万人） 2500 2550 2601 2653 2706 2760  （中国新闻网） 

60 岁以上残疾比例 53% 53% 53% 53% 53% 53%  （2006 年人口普查） 

60 岁以下肢体残疾人（万） 1175 1198 1222 1247 1272 1297   

60 岁以上需求轮椅人数（万人） 210 216 223 233 245 256  （估值） 

需求总人数（万人） 1385 1415 1446 1480 1517 1553 1593  

普通轮椅折旧年限 12 12 12 12 12 12  （估值） 

电动轮椅折旧年限 10 10 10 10 10 10  （估值） 

普通轮椅占所有轮椅销量比 60.00% 59.20% 58.38% 57.55% 56.70% 55.84%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 

电动轮椅占所有轮椅销量比 40.00% 40.80% 41.62% 42.45% 43.30% 44.16%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 

普通轮椅需求量（万台） 87 88 90 92 92 94   

电动轮椅需求量（万台） 67 70 74 78 81 86   

普通轮椅单价（元） 1000 1070 1145 1225 1311 1403  （企业官网） 

电动轮椅单价（元) 12000 12840 13739 14701 15730 16831  （企业官网） 

GDP 增速 7% 7% 7% 7% 7% 7%  （估值） 

市场规模（亿元） 89 100 113 127 140 158   

增速   11.66% 12.97% 12.42% 10.68% 12.83%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兴证券研究所  

5.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 

5.1 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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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盈利预测表 

 2007A 2008A 2009A 2010A 2011A 2012A 2013A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营业收入（亿） 12  14  11  13  14  15  14  16  14  14  16  19  23  27  

自行车配件 10  11  8  9  10  10  9  10  9  9  10  12  15  18  

康复器材 1  1  1  1  2  2  2  2  2  2  3  3  4  4  

健身器材 1  2  2  3  2  3  2  3  2  2  2  3  3  4  

钢铁管     0  1  1  1  1  1  1  1  1  1  

营业成本（亿） 10  12  9  11  12  13  13  14  12  12  14  16  19  22  

自行车配件 8  10  6  8  8  8  8  8  7  7  9  10  12  15  

康复器材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3  3  

健身器材 1  2  1  2  2  2  2  3  2  2  2  2  2  3  

钢铁管     0  1  1  1  1  1  1  1  1  1  

毛利率（%） 15% 15% 18% 15% 15% 16% 13% 14% 14% 15% 16% 17% 18% 19% 

自行车配件 15% 16% 19% 15% 15% 15% 14% 14% 15% 15% 16% 17% 17% 18% 

康复器材 12% 8% 16% 18% 19% 21% 19% 19% 21% 21% 23% 25% 27% 28% 

健身器材 18% 9% 12% 17% 16% 21% 13% 14% 11% 15% 18% 20% 21% 21% 

钢铁管     7% 1% 2% 4% 2% 2% 2% 2% 2% 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5.2 投资评级 

绝对估值：采用 DCF（FCFF）法进行绝对估值，在 WACC=10.47%、永续增长率 

g=5.5%的假设下，每股价值 14.47 元。 

表 6：信隆健康绝对估值敏感度分析 

敏感性测试结果 长期增长率(g)     

WACC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7.93% 20.29  22.41  25.14  28.81  33.98  41.84  55.17  82.80  174.32  

8.43% 17.68  19.28  21.29  23.89  27.37  32.28  39.73  52.39  78.61  

8.93% 15.57  16.81  18.33  20.24  22.70  26.01  30.67  37.74  49.75  

9.43% 13.83  14.81  15.99  17.43  19.24  21.58  24.72  29.14  35.86  

9.93% 12.37  13.16  14.09  15.21  16.58  18.30  20.52  23.50  27.70  

10.43% 11.14  11.77  12.52  13.40  14.47  15.77  17.40  19.51  22.34  

10.93% 10.08  10.60  11.21  11.92  12.76  13.77  15.00  16.55  18.56  

11.43% 9.16  9.59  10.09  10.67  11.34  12.14  13.10  14.28  15.75  

11.93% 8.36  8.72  9.14  9.61  10.16  10.80  11.56  12.47  13.59  

12.43% 7.65  7.96  8.31  8.70  9.15  9.67  10.28  11.00  11.87  

12.93% 7.03  7.29  7.59  7.92  8.29  8.72  9.21  9.79  10.48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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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估值：从可比公司看，2016-2018 的 PE 均值为 93.58X、77.64X、67.56X，给

予公司 17 年 77.64X估值，对应 0.15 元 EPS 的价格为 12.5 元，落在绝对估值的价

格区间内，经测算公司估值区间为 12.5~14.5 元。 

表 7：烟台冰轮相对估值 

名称 最新股价 PE:2016 2017 2018 

鱼跃医疗 36.55 48.97 38.36 31.03 

乐普医疗 19.06 46.41 36.16 28.69 

凯利泰 24.24 58.28 44.35 35.38 

姚记扑克 20.41 61.07   54.21   52.22   

金达威 16.73 31.25 26.67 24.02 

群兴玩具 10.19 236.12 193.18 150.22 

高乐股份 7.62 128.33 111.24 114.81 

平均 PE  93.58 77.64 67.5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公司目前的盈利水平处在底部阶段，影响公司的主要因素是自行车零部件

行业的不景气，公司积极转型高端轮椅及儿童车，我们预计公司 2016~2018 年营业

收入分别为 13.79 亿元、16.29 亿元和 19.78 亿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04 元、0.15

元和 0.21 元，对应 PE 分别为 243.71X、66.51X、47.81X。首次覆盖给予“强烈推荐”

评级，给予 6 个月目标价 14.5 元。 

风险提示：公司健身康复产品市场销售不及预期，自行车配件行业景气度持续下行，

公司成本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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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公司盈利预测表 
 
资产负债

表表 

      单位:百万元 利润表       单位:百万元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流动资产合计 843  717  746  855  1022  营业收入 1597  1359  1379  1629  1978  

货币资金 183  178  185  206  258  营业成本 1369  1164  1162  1335  1571  

应收账款 357  284  296  352  422  营业税金及附加 9  12  12  13  15  

其他应收款 7  7  7  8  10  营业费用 64  60  55  63  83  

预付款项 23  16  21  20  20  管理费用 104  164  117  132  195  

存货 249  210  211  243  285  财务费用 34  16  15  18  21  

其他流动资产 16  17  17  17  17  资产减值损失 8.17  10.36  0.00  0.00  0.00  

非流动资产合

计 

631  596  553  470  388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56  0.09  -0.65  -1.04  -0.54  

长期股权投资 0  0  0  0  0  投资净收益 0.70  0.39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485.28  461.02  415.60  343.21  270.82  营业利润 6  -67  18  67  93  

无形资产 86  82  72  62  51  营业外收入 2.88  3.54  3.93  3.45  3.64  

其他非流动资

产 

5  10  50  50  50  营业外支出 2.47  4.78  3.29  3.51  3.86  

资产总计 1474  1313  1299  1325  1410  利润总额 7  -68  18  67  93  

流动负债合计 814  783  829  875  976  所得税 11  1  3  10  14  

短期借款 386  427  472  477  526  净利润 -4  -69  15  57  79  

应付账款 275  213  210  241  283  少数股东损益 -9  -15  0  0  0  

预收款项 5  8  10  12  16  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 

5  -55  15  57  79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62  56  56  56  56  EBITDA 184  90  115  168  197  

非流动负债合

计 

69  15  8  8  -9  EPS（元） 0.02  -0.15  0.04  0.15  0.21  

长期借款 60  6  8  8  -9  主要财务比率        

应付债券 0  0  0  0  0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负债合计 883  797  837  883  967  成长能力      

少数股东权益 67  62  62  62  62  营业收入增长 10.19% -14.90% 1.48% 18.14% 21.44% 

实收资本（或

股本） 

335  369  369  369  369  营业利润增长 -411.12% -1151.29% -126.26% 279.95% 39.30% 

资本公积 94  61  61  61  61  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增长 

-128.27% 266.42% -128.27% 266.42% 39.10% 

未分配利润 47  -25  -138  -209  -258  获利能力      

归属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524  453  400  379  381  毛利率(%) 14.27% 14.34% 15.74% 18.04% 20.59%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 

1474  1313  1299  1325  1410  净利率(%) -0.25% -5.11% 1.12% 3.49% 3.99% 

现金流量

表 

      单位:百万元 总资产净利润（%） 0.35% 0.35% -4.18% 1.19% 4.29%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ROE(%) 0.99% -12.09% 3.87% 14.97% 20.75% 

经营活动现金

流 

88  93  93  113  119  偿债能力      

净利润 -4  -69  15  57  79  资产负债率(%) 60% 61% 64% 67% 69% 

折旧摊销 143.99  141.59  0.00  82.64  82.64  流动比率  1.04   0.92   0.90   0.98   1.05  

财务费用 34  16  15  18  21  速动比率  0.73   0.65   0.65   0.70   0.76  

应收账款减少 0  0  -12  -55  -70  营运能力      

预收帐款增加 0  0  2  2  3  总资产周转率 1.10  0.98  1.06  1.24  1.45  

投资活动现金

流 

-73  -41  -40  -1  -1  应收账款周转率 5  4  5  5  5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3  0  -1  -1  -1  应付账款周转率 6.31  5.56  6.53  7.23  7.55  

长期股权投资

减少 

0  0  0  0  0  每股指标（元）      

投资收益 1  0  0  0  0  每股收益(最新摊

薄) 

0.02  -0.15  0.04  0.15  0.21  

筹资活动现金

流 

-60  -63  -47  -91  -66  每股净现金流(最

新摊薄) 

-0.13  -0.03  0.02  0.06  0.14  

应付债券增加 0  0  0  0  0  每股净资产(最新

摊薄) 

1.56  1.23  1.09  1.03  1.03  

长期借款增加 0  0  2  0  -17  估值比率      

普通股增加 67  34  0  0  0  P/E 683.33  -68.79  243.71  66.51  47.81  

资本公积增加 -67  -34  0  0  0  P/B 6.55  8.33  9.44  9.96  9.92  

现金净增加额 -45  -11  6  21  52  EV/EBITDA 20.39  45.22  35.82  24.55  20.82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东兴证券研究所





P25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自行车上的大健康——信隆健康（002105）公司深度报告 DONGXING SECURITIES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分析师简介 

 

郑闵钢 

房地产行业首席研究员（D），基础产业小组组长。2007 年加盟东兴证券研究所从事房地产行业研究工作至

今，之前在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从事债转股工作八年。获得“证券通-中国金牌分析师排行榜”2011 年最强十

大金牌分析师（第六名）。“证券通-中国金牌分析师排行榜”2011 年度分析师综合实力榜-房地产行业第四名。

朝阳永继 2012 年度“中国证券行业伯乐奖”优秀组合奖十强（第七名）。朝阳永继 2012 年度“中国证券行业伯

乐奖”行业研究领先奖十强（第八名）。2013 年度房地产行业研究“金牛奖”最佳分析师第五名。万得资讯 2014

年度“卖方机构盈利预测准确度房地产行业第三名”。 
 

联系人简介 

 

任天辉 

机械行业研究员，新加坡管理大学应用金融学硕士，厦门大学控制工程硕士，厦门大学自动化学士，2015

年加入东兴证券，从事机械行业研究。 

叶盛 

机械行业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学士，中央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硕士，2 年证券研究经验，2015

年加盟东兴证券研究所，从事机械行业研究。 

陈皓 

机械行业研究员，清华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学士，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硕士，2016 年加入东兴证券研究所，

从事机械行业研究。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

人研究成果，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

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

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DONGXING SECURITIES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信隆健康（002105）：自行车上的大健康 

P3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撰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

合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机构。本研究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

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

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

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

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

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

相关服务。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东兴证券研究所，且

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研究报告仅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和经本公司授权刊载机构的客户使

用，未经授权私自刊载研究报告的机构以及其阅读和使用者应慎重使用报告、防

止被误导，本公司不承担由于非授权机构私自刊发和非授权客户使用该报告所产

生的相关风险和责任。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看淡：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