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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粮南运”，水稻产销区供需失
衡现象日益凸显

水稻是全球三大粮食作物之一，超50%人口以水稻为主食，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水稻种植耕地面积逐渐扩大，全球稻谷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逐年递增，全球水

稻供需格局宽松。中国水稻产量及消费量均位居全球首位，为提升水稻种植面积，

中国政府2020年新增36.7亿元支持南方地区恢复双季稻生产，并提高早籼稻及中

晚籼稻最低收购价，以稳定粮食市场预期及提高双季稻发展积极性。消费升级背

景下，东南沿海地区消费者对米质及适口性较好的北方粳米需求量不断提升，与

“南籼北粳”为主的水稻种植结构存在矛盾，传统的“南粮北运”粮食供应格局逐步

转变为“北粮南运”，致使水稻主产区产需结余逐渐增加，主销区缺口持续增大，

区域供需格局发生改变。为改善中国水稻行业区域性及结构性供需矛盾，中国政

府积极提高水稻产业融合建设，不断完善水稻种植模式及库存结构，积极拓展水

稻精深加工产业链，持续优化水稻生产品质，推动水稻供给侧改革迅速发展。

1. 中国水稻加工环节技术门槛相对较低，民营水稻加工企业数
量众多，但规模小且分布集中度低，市场竞争激烈

• 水稻加工产能利用率仅约为60%-70%，产能严重过剩且行业整体效益低。此外，

中国大米市场品牌同质化严重，缺乏大米品牌战略建设，知名大米品牌市场

占有率较低，伴随消费者对中高端优质大米需求逐渐提高，中国大米企业通

过重视优质大米品种研发、加大品牌形象建设力度、构建产销利益连接机制

等维度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中国大米市场或将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

2. 受水稻最低收购价提高、主产区水稻长期遭受洪涝灾害等因
素影响，中国大米价格持续上涨

• 大米价格提高推动临储稻谷销售增加，2020年中国累计成交临储稻谷1,722.5

万吨，同比增长37.5%。此外，水稻价格上涨进一步刺激农户种植收益增加。

2020年大米供需格局呈阶段性偏紧态势，稻谷库存维持高位，叠加大米进口

量仍保持较高水平，预计大米价格未来出现大幅上涨难度较大。2021年，早

籼稻及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持续上涨，有利于提振农户种植水稻积极性，预计

2021年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仍将小幅增加，大米市场将维持高位平稳运行。

3. 中国水稻种业发展迅速，品种试验渠道逐步实现多元化

• 中国水稻品种逐渐从单一高产型向优质、高产、专用型转变，品种结构实现

进一步优化。随着国家统一、绿色通道、联合体等水稻品种试验渠道多元化

发展，选育品种类型不断丰富，2020年国家审定水稻品种总体优质化率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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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燃料乙醇：体积浓度超99.5%的无水乙醇。

 农产品生产基地：经过集中投资并建成的农产品集中生产地区，多依据农产品种类不同进行划分，包含粮食生产基地、油料生产基地、渔业生产基地、蔬菜生产基地等

种类。

 布伦特原油：布伦特原油产于北大西洋北海布伦特地区，在伦敦洲际交易所和纽约商品交易所进行交易，以美元及美分每桶进行报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是市场油价的

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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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行业研究概述

2020年中国水稻总产量较高，但普通大米与优质大米比重失衡，普通大米产量高，

市场需求量有限，而优质大米市场则呈现加价收购及供不应求局面，预计农户将

根据市场引导种植适销的优质大米品种，水稻品种及消费结构将实现进一步优化

 水稻行业分析逻辑  全球水稻供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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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行业分析逻辑

来源：Wind，中信期货，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水稻行业研究概述 —— 水稻行业分析逻辑
中国是全球水稻生产及消费大国，2020年水稻种植面积小幅增加，水稻品种及品质亦不断改善，随着水
稻及其加工业持续发展，中国水稻产业链逐渐发展完善

水稻行业产业链各环节毛利率分析

分析师观点

 随着中国水稻品种及品质不断改善，水稻生产加工产品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水稻总产量较高，但普通大米与优质大米比重失衡，普通大米产量高，市场需求量有限，

而优质大米市场则呈现加价收购及供不应求局面，预计农户将根据市场引导种植适销的优质大米品种，水稻品种及消费结构将实现进一步优化

 中国水稻加工环节技术门槛相对较低，民营水稻加工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小且分布集中度低，市场竞争激烈，水稻加工产能利用率仅约为60%-70%，产能严重过剩

且行业整体效益低。此外，中国大米市场品牌同质化严重，缺乏大米品牌战略建设，知名大米品牌市场占有率较低，伴随消费者对中高端优质大米需求逐渐提高，中

国大米企业通过重视优质大米品种研发、加大品牌形象建设力度、构建产销利益连接机制等维度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中国大米市场或将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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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行业研究概述 —— 全球水稻供需分析
水稻是全球三大粮食作物之一，超50%人口以水稻为主食，2020年，全球大米期末库存消费比为31.9%，
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安全水平，全球水稻供需格局宽松

全球大米供需趋势，2000-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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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观点

 水稻是全球三大粮食作物之一，

超50%人口以水稻为主食，为保

障全球粮食安全，水稻种植耕

地面积逐渐扩大，全球稻谷产

量、消费量及贸易量逐年递增，

2020年，全球大米总供给约为

7.3亿吨，同比增长1.2%，全球

大米总消费量达5.5亿吨，同比

增长2.2%，期末库存消费比为

31.9%，全球水稻供需格局宽松

 全球水稻产量方面，稻谷种植

期分布较分散，收获期可覆盖

全年。中国稻谷收获期主要集

中于7-11月，而泰国的主季稻

收获期集中于年初及年末阶段，

全球水稻供给充足。全球水稻

贸易方面，大米主要出口国家

为印度、泰国、越南、巴基斯

坦和美国，大米年出口量合计

约占全球大米出口总量近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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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稻行业发展分析

中国水稻产量及消费量均位居全球首位，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中国政府鼓励南

方地区恢复双季稻生产，并提高早籼稻及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以促进水稻面积

实现恢复增长，进一步推动稻谷产量增加

 行业概述  发展现状  稻谷供需分析  最低收购价政策分析

 大米供需分析  大米进出口贸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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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稻行业概述

来源：Choice ，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水稻行业发展分析 —— 行业概述
为提升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中国政府2020年新增36.7亿元支持南方地区恢复双季稻生产，并提高早籼稻
及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以稳定粮食市场预期及提高双季稻发展积极性

中国稻谷种植面积排名前20名省份及占比，2019年 中国水稻主要种植区域粳稻及籼稻种植分布情况

分析师观点

 中国水稻产量及消费量均位居全球首位，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中国政府鼓

励南方地区恢复双季稻生产，并提高早籼稻及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以促进

水稻面积实现恢复增长，进一步推动稻谷产量增加，中国水稻种植面积排名

前三名的地区分别为湖南、黑龙江及江西，种植面积分别为3,885.2千公顷、

3,812.6千公顷及3,346.2千公顷，合计占中国水稻总种植面积约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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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稻基本分类

形
态
特
征

生
长
期

繁
殖
方
式

 粳稻：谷粒短圆，淀粉含量低，米饭粘性大，适宜于高纬度地区

 籼稻：谷粒细长，淀粉含量高，米饭胀性大，适宜于低纬度地区

 早稻：播种期为3月底，生育期较短，约为120天内，泛指早籼稻

 中稻：播种期为4月初至5月底，生育期为125-150天，多为一季稻

 晚稻：播种期为6月中下旬，生育期超150天，可为一季稻或双季晚稻

 杂交稻：生长旺盛，穗大粒多，抗病害能力强，但米质较差

 常规稻：产量及抗病害能力较杂交稻差，米质较好

注：本图仅展示中国主要省份分布，未包含南沙群岛等领土部分

粳稻主要种植区域

籼稻主要种植区域

粳籼混杂种植区域

黑龙江

四川

吉林
辽宁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海南

内蒙古

河南

云南 广西
贵州

湖南 江西
重庆

安徽
湖北

 中国粳稻种植区域主要为长江

和淮河以北的北方粳稻区、以

江苏省为核心的南方粳稻区及

以云南省为核心云贵高原粳稻

区，其中东北三省、江苏省、

浙江省、安徽省及云南省的粳

稻合计种植面积占比可达中国

粳稻种植总面积约90%
 湖南省、江西省、广西省及广

东省早籼稻种植面积大，占中

国早籼稻种植总面积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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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稻行业发展现状

来源：国家水稻数据中心，中信期货，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水稻行业发展分析 —— 发展现状
中国水稻加工业早期以简单初加工为主，产品结构单一，稻米资源有效利用率仅约为60%-70%，随着水
稻精深加工产业链日益完善，中国水稻经济效益得以有效改善

中国国家审定水稻品种数量与类型，2016-2020年 稻谷循环经济模式

分析师观点

 中国水稻种业发展迅速，品种试验渠道逐步实现多元化，中国水稻品种逐渐

从单一高产型向优质、高产、专用型转变，品种结构实现进一步优化。随着

国家统一、绿色通道、联合体等水稻品种试验渠道多元化发展，选育品种类

型不断丰富，2020年国家审定水稻品种总体优质化率超50%

 中国水稻精深加工产业链日益完善，水稻加工逐步从单一的大米产品向优质

米蛋白、米淀粉、米糠油及稻壳发电等深加工及综合运用的循环经济模式发

展，有效改善水稻经济效益

生态稻区 品种类型 试验渠道
总计

南方 北方 杂交 常规 统一试验 绿色通道 联合体

2016 59 7 60 6 53 13 0 66

2017 165 13 164 14 81 97 0 178

2018 246 23 235 34 126 143 0 269

2019 363 10 360 13 40 206 127 373

2020 544 30 493 81 68 261 245 574

2,400

2,500

2,600

2,700

2,800

2,900

3,000

2020/1/20 2020/5/20 2020/9/20 2021/1/20 2021/5/20

原粮收购价:早籼稻 原粮收购价:中籼稻 原粮收购价:晚籼稻 原粮收购价:粳稻

中国稻谷市场收购价格变化趋势，2020-2021年5月

单位：元/吨

稻壳
稻壳灰

稻
谷
加
工

糙米

活性炭

蒸汽 发电

碎米

米糠

米蛋白

米淀粉

米糠毛油

米糠粕

淀粉糖

米粉/米线

谷维素提取

食用/饲用

精深加工，提高稻谷附
加值，实现循环经济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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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稻谷供需分析

来源：Wind，中国知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水稻行业发展分析 —— 稻谷供需分析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背景下，消费者对功能性、有机、绿色等中高档优质大米需求量持续增长，但适合加
工优质大米的品种种植规模小且受限于品质较差而难以大面积推广，致使优质大米供需矛盾日益加剧

中国稻谷供需平衡表，2018-2020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8-2020CAGR

期初库存（万吨） 16,913 17,580 17,276

产量（万吨） 20,665 19,696 20,134

进口量（万吨） 361 352 375

总供给（万吨） 37,939 37,628 37,785

国内消费量（万吨） 19,949 19,994 21,779

出口量（万吨） 409 358 386

总消费量（万吨） 20,358 20,352 22,165

期末库存（万吨） 17,580 17,276 15,620

20.5% 17.0% 22.3%
31.5%

54.6%
66.0%

75.1%
86.0% 86.4% 84.9%

70.5%

0%

20%

40%

60%

80%

1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中国稻谷库存消费比，2010-2020年

单位：%

-5.7%

1.1%

-1.3%

2.0%

4.5%

-2.9%

4.3%

-0.2%

负增长 正增长 中国稻谷产量及国内消费量，2010-2020年

单位：万吨

15,000

17,000

19,000

21,000

23,0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稻谷产量 稻谷国内消费量

最低收购价格托底效应致
使稻谷呈供需失衡态势

分析师观点

 消费升级背景下，东南沿海地区消费者对米质及适口性较好的北方粳米需求

不断提升，与“南籼北粳”为主的水稻种植结构存在矛盾，传统的“南粮北运”供

应格局逐步转变为“北粮南运”，致使水稻主产区产需结余逐渐增加，主销区

缺口持续增大，区域供需格局发生改变，水稻产区与销区供需失衡现象凸显

 为改善中国水稻行业区域性及结构性供需矛盾，中国政府积极提高水稻产业

融合建设，不断完善水稻种植模式及库存结构，积极拓展水稻精深加工产业

链，持续优化水稻生产品质，推动水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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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播种面积 稻谷产量

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背景及定价机制分析

来源：Wind，海通证券，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水稻行业发展分析 —— 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背景及定价机制分析
为提高农户种植水稻积极性及保护农户利益，并解决因水稻产量下降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政府发
布早籼稻、中晚籼稻及粳稻的最低收购价格，以合理引导农户进行水稻种植

分析师观点

 为缓解保护价收购政策中粮食全

年敞开购买而造成的财政压力及

库 存 压 力 ， 中 国 政 府 于 1999-

2003年期间对粮食流通体制进

行市场化改革，缩减粮食保护价

收购量及覆盖品种，导致中国水

稻种植面积及产量均大幅下降，

期末库销比由62.4%下滑至27.4%，

水稻供需格局由宽松迅速转变为

偏紧态势

 为进一步解决水稻产量下降造成

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政府于

2004年发布水稻最低收购价格，

在水稻平均生产成本基础上叠加

约15%-20%的平均成本加成率，

以确定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当水

稻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格时，

以最低收购价格对水稻进行收购，

对水稻市场形成托市效应

中国稻谷播种面积及产量，1990-2020年

单位：千公顷 单位：万吨

中国水稻生产总成本，2010-2020年

单位：元/50公斤

受保护价收购政策及市场
化改革影响，稻谷播种面
积及产量均大幅下降

价格

粳稻2010年生产成本

86元/50公斤

粳稻2010年最低收购价

105元/50公斤

22%

中国水稻最低收购价定价方法

水稻平均生产成本 （1+平均成本加成率）x

成本加成法

水稻最低收购价

=

约为15%-20%

举例

早籼稻 中晚籼稻 粳稻

2021年最低收购价

120元/50公斤 128元/50公斤 130元/50公斤
70

90

110

130

15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早籼稻总成本 中籼稻总成本 晚籼稻总成本 粳稻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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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稻谷播种面积及最低收购价，2000-2020年

来源：Choice，海通证券，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水稻行业发展分析 —— 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水稻种植的影响分析
2015年起，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对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进行调整，并于2017年
全面下调水稻最低收购价，以调整水稻种植面积减少库存压力

单位：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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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50公斤

2004-2007年 2008-2014年 2015年至今

持续调整阶段主要运用阶段正式起步阶段
最
低
收
购
价
政
策

2017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背景下，中国政府全面下调
水稻最低收购价

中国政府连续7年全面上调水稻最低收
购价，有效提升农户种植水稻积极性，
最低收购价政策逐渐成为中国主要农业
补贴政策

通过粮食直接补贴及
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
方式提升农户种植积
极性

中
国
稻
谷
播
种
面
积

中
国
稻
谷
播
种
面
积

分析师观点

 2004年至今，水稻最低收购

价政策历经三大发展阶段。

2008年起，中国政府加大最

低收购价实施力度，连续7年

全面上调水稻最低收购价，大

幅提升农户种植水稻积极性，

水稻整体种植面积由2003年

的26,507.8千公顷增长至2017

年的30,747.2千公顷。2020年，

为鼓励支持南方地区恢复双季

稻生产，中国政府上调早籼稻

及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水稻

面积恢复增长

 最低收购价政策具有价格托底

作用，保证了水稻的最低价格，

大幅降低农户种植水稻风险的

同时，有效提高农户种植水稻

的相对收益，对农户的种植决

策具有引导作用

稻谷播种面积增幅

https://www.leadleo.com/pdfcore/show?id=60c8435c20410
e830c95ee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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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水稻类型种植分化影响分析

来源：Choice，中信期货，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水稻行业发展分析 —— 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水稻类型种植分化影响分析
为解决库存压力，水稻最低收购价格自2016年起开始下调，不同水稻类型种植面积逐渐分化，早籼稻种
植面积下降幅度最大，而中晚籼稻主要通过市场化收购，受政策影响较小，种植面积保持稳定态势

政
策
相
似
点最

低
收
购
价
与
粮
食
保
护
价
政
策
分
析

最
低
收
购
价
与
粮
食
保
护
价
政
策
分
析

政
策
差
异

 政策目的：刺激农户种植积极性，保护农户利益，保障粮食安全

 实施效果：均具有粮食价格托底效应，促使粮食种植面积及产量大

幅增长

 财政支撑：均获得中国政府财政补贴

最低收购价 粮食保护价

 政策背景：粮食市场开放且

竞争自由，粮食收购主体多

元化

 政策执行范围：黑龙江、湖

南等部分稻谷及小麦主产区，

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

购价格时启动收购

 政策背景：粮食市场封闭，

中国政府主导收购价格，国

有企业垄断收购

 政策执行范围：对稻谷、小

麦、玉米及大豆进行粮食保

护价收购政策，并在实施保

护价的省区全年可进行收购

中国早籼稻每亩净利润及最低收购价，2010-2020E

单位：元/亩

分析师观点

 水稻最低收购价连续全面上调刺激水稻种植面积迅速增长的同时，致使水稻

库存压力大幅增加，进一步加剧水稻供需失衡态势。为解决库存压力，水稻

最低收购价格开始下调，不同水稻类型种植面积逐渐分化。2016年，早籼稻

最低收购价率先由每50公斤135元下调至每50公斤133元，每亩净利润由

2015年的50元大幅下滑至1.9元，早籼稻种植面积同比减少1.7%，2017年，

早籼稻最低收购价进一步下调至每50公斤130元，种植面积较2016年下降

2.8%，随着最低收购价逐渐下调，早籼稻种植面积呈持续性下降趋势。粳稻

种植面积方面，粳稻种植收益较早籼稻高，最低收购价全面下调背景下，粳

稻种植面积下降趋势较早籼稻缓慢。中晚籼稻则主要通过市场化收购，受最

低收购价政策影响较小，种植面积保持稳定态势

单位：元/50公斤

中国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及粮食保护价政策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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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米供需分析

来源：Wind，中信期货，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水稻行业发展分析 —— 大米供需分析
2020年大米供需格局呈阶段性偏紧态势，推动中国大米市场价格持续上涨，但受稻谷库存维持高位、大
米进口量仍保持较高水平等因素影响，预计大米价格未来出现大幅上涨难度较大

中国大米供需平衡表，2018-2020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8-2020CAGR

期初库存（万吨） 10,900 11,500 11,650

产量（万吨） 14,849 14,673 14,830

进口量（万吨） 320 260 320 -

总供给（万吨） 26,069 26,433 26,800

国内消费量（万吨） 14,292 14,523 15,020

出口量（万吨） 277 260 240

总消费量（万吨） 14,569 14,783 15,260

期末库存（万吨） 11,500 11,650 11,540

中国大米库存消费比，2010-2020年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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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观点

 受水稻最低收购价提高、主产区水稻长期遭受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中国大

米价格持续上涨。大米价格提高推动临储稻谷销售增加，2020年中国累计成

交临储稻谷1,722.5万吨，同比增长37.5%，此外，水稻价格上涨进一步刺激

农户种植收益增加。2020年，中国大米供需格局呈阶段性偏紧态势，稻谷库

存维持高位，叠加大米进口量仍保持较高水平，预计大米价格未来出现大幅

上涨难度较大

 2021年，早籼稻及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持续上涨，有利于提振农户种植水稻

积极性，预计2021年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仍将小幅增加，大米市场预计将维持

高位平稳运行态势

中国大米深加工产品链

食用消费85%

工业消费7.5%

饲用消费7.5%

食用大米

米制品加工

酿酒

淀粉

蛋白粉

食品添加剂

燃料乙醇

大米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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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米进出口贸易分析

来源：Choice，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水稻行业发展分析 —— 大米进出口贸易分析
2012年起，中国大米进口量持续增加，并于2017年达402.6万吨峰值，随着中国大米市场价格下跌、国
内外大米价差缩小等因素影响，大米进口量增长趋势减缓，2020年大米进口294.3万吨，同比增长15.6%

粳米价格分析逻辑 分析师观点

 中国大米市场在最低收购

价政策托底作用下，大米

价格稳步上升，而国际大

米价格低廉且品质较高，

国内外大米价格倒挂促使

中国2017年大米进口量达

402.6万吨，创历史新高。

2019年，受国内外大米价

差逐渐缩减、中国严控大

米进口等因素影响，中国

大米进口量降至254.6万吨，

为缓解水稻库存压力，大

米出口量增幅显著。消费

升级背景下，国际优质品

牌大米需求量持续增加，

2020年中国大米进口量恢

复增长，出口量小幅减少。

粳
米
价
格

粳米供应

粳米需求

国产大米

竞品替代消费

国家收储

进口大米

食用消费

工业消费

饲用消费

粳米

国储拍卖

粳米种植面积、产量、
气候影响等因素

国储竞拍计划量、成
交量、成交价格等

需求弹性较小，受宏观
经济、节假日等因素影
响略波动

粳米主要竞品包括中晚
籼米、玉米及面粉等

国家收储成交量及成交
价格等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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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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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米进口量及增速，2010-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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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包装大米及面粉零售价对比，2010-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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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0大行业，54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了近50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10,000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

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大宗农产品、双季稻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

张，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

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

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

与优化。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方法论



23©2021 LeadLeo www.leadleo.com

 本报告著作权归头豹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刻、发表或引用。若征得头豹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

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头豹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或修改。

 本报告分析师具有专业研究能力，保证报告数据均来自合法合规渠道，观点产出及数据分析基于分析师对行业的客观理解，本报告不受任何第三

方授意或影响。

 本报告所涉及的观点或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

告。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头豹可能会为报告中提及的企业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融资或咨询等相关服务。本报告所指的公司或投资标的的价值、价

格及投资收入可升可跌。

 本报告部分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头豹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文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头豹于发布本

报告当日的判断，过往报告中的描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头豹可发出与本文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和文章。头

豹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

改。任何机构或个人应对其利用本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负责并承担该等活动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或伤害。

法律声明



©2021 LeadLeo 400-072-5588 www.leadleo.com

备注：活动解释权均归头豹所有，活动细则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头豹领航者计划介绍

每个季度，头豹将于网站、公众号、各自媒体公开发布季度招

募令，每季公开125个招募名额
头豹共建报告

2021年度

特别策划

Project 

Navigator 

领航者计划

沙利文担任计划首席增长咨询官、江苏中科院智能院担任计划首席科创辅导官、
财联社担任计划首席媒体助力官、无锋科技担任计划首席新媒体造势官、
iDeals担任计划首席VDR技术支持官、友品荟担任计划首席生态合作官……

1 企业申请共建

2 头豹审核资质

3 确定合作细项

4 信息共享、内容共建

5 报告发布投放

共建报告流程

头豹诚邀各行业创造者、颠覆者、领航者，知识共享、内容

共建

头豹诚邀政府及园区、金融及投资机构、顶流财经媒体及

大V推荐共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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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领航者计划与商业服务

扫描二维码

联系客服报名加入

共建深度研报

撬动精准流量

助力业务发展

加速企业成长

塑造行业标杆

传递品牌价值
建立融资平台

登陆资本市场

提升市场关注

管理企业市值

提升企业估值

协助企业融资

头豹以研报服务为切入点，

根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

本价值需求，依托传播服务、

FA服务、资源对接、IPO服

务、市值管理等，提供精准

的商业管家服务解决方案

研报服务

传播服务

FA服务

资源对接

IPO服务

市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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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1
人工智能NLP技术
精准拆解用户提问

智能拆解提问

千元预算的

高效率轻咨询服务

STEP02
云研究院7×24待命
随时评估解答方案

云研究院后援

STEP03
大数据×定制调研
迅速生成解答方案

解答方案生成

STEP04
书面反馈、分析师专访、
专家专访等多元反馈方式

专业高效解答

扫码二维码即刻联系你的
智能随身专家

读完报告有问题？
快，问头豹！你的智能随身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