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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榨菜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方便易食的特点，已成为中国居民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佐餐菜品。2023年榨菜行业市场规模

增长至146.7亿元，预计2028年增长至209.5亿元。随着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逐渐演变为“先选品牌，再选产品”，

榨菜品牌的影响力变得愈发重要。头部企业通过多年的市场积累及口碑效应，已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了良好的形

象和信誉。

行业定义[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供销合作行业标准《榨菜》（GH/T 1011-2022），榨菜以青菜头为原料，经盐腌渍、

压榨、添加或不添加辅料、包装或不包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蔬菜制品。 榨菜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方便易食的特点，

已成为中国居民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佐餐菜品。随着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关注度增加，低盐榨菜逐渐成为首选。

[1] 1：http://health.peop… 2：人民日报健康时报，乌…

行业分类[2]

榨菜：轻盐健康时代，行业新增量何在？ 头豹词
条报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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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含盐量分类

根据中国调味品协会团体标准《轻盐榨菜》（T/CCLAS 023-2023），榨菜根据其含盐量可分为参照榨菜、

减盐榨菜及轻盐榨菜。

榨菜分类

参照榨菜
参照榨菜指以GH/T 1012规定的含盐量（以NaCl计）
为上限值（12g/100g）的方便榨菜作为减盐参照的榨
菜。

减盐榨菜
减盐榨菜指以榨菜为主要原料，经清洗、切分、脱盐、
调味、包装等工艺加工而成，食盐含量（以NaCl计）
较参照榨菜减少25%以上的榨菜。

轻盐榨菜
轻盐榨菜指以榨菜为主要原料，经清洗、切分、脱盐、
调味、包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食盐含量（以NaCl计）
≤5g/100g的减盐榨菜。

[2] 1：https://b2b.baidu.… 2：https://www.foodt… 3：天津市天宇酱菜有限公…

行业特征[3]

中国榨菜行业呈现出“轻盐榨菜消费升级”、“下沉市场潜力释放”、“榨菜品牌影响力高”的特点。

1 轻盐榨菜消费升级

消费者对于健康及高品质榨菜的需求度增加。

根据人民日报社健康榨菜的消费态度与消费行为的调查显示，尽管有49.4%的消费者在购买时会考虑价

格，但将价格视为首要因素的消费者仅为5.3%，此外，76.4%的消费者愿意为轻盐榨菜支付更高的价格。

数据表明，消费者在购买健康榨菜时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口感及营养价值，愿意为更健康、更优质的产

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2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

下沉市场为包装榨菜提供增长空间。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深，居民收入增加，低线城市及地区的居民消费能力增强，龙头企业在低线市场加

速布局，推动了榨菜市场的需求释放。以涪陵榨菜集团为例，通过渠道下沉的策略，在现有经销商的基础

上，向下覆盖10万人口以上的县城市场。截至2023年末，涪陵榨菜经销商数量达3,239个，较上年增加

112个，这一增长为拓宽渠道布局，覆盖下沉市场的结果。

3 榨菜品牌影响力高

包装榨菜品牌集中度较高，龙头企业在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

根据人民日报社，65.8%的消费者在购买榨菜时会考虑品牌。消费者喜爱的佐餐开味菜品牌中，77.7%的消

费者选择乌江，7.7%选择六必居，6.9%选择吉香居。从低盐榨菜的品牌认知度来看，96.1%的消费者听说

过乌江轻盐榨菜，37.4%听说过吉香居轻盐榨菜。消费者对于健康榨菜的需求日益增长，品牌认知度和口

碑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优势。

[3] 1：https://baijiahao.b… 2：https://www.gov.c… 3：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

发展历程[4]

中国榨菜行业发展至今，经历了萌芽期、启动期、高速发展期及成熟期。1984年以榨菜切分技术、真空包

装技术、防腐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方便榨菜研发成功并批量生产后，榨菜产业增长势头迅猛。目前，榨菜行业进入

成熟期，并保持稳定发展趋势。



萌芽期 1898~1899

1898年，青菜头大丰收，由于运输困难，无法完全消费或销售出去，导致其货值下降。根据原涪陵

州志《涪州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涪陵县城郊（现涪陵城区洗墨路）商人邱寿安

将涪陵青菜头“风干脱水”加盐腌制。1899年，邱寿安专门设立了一个加工作坊，以扩大生产规

模，并根据加工过程命名为“榨菜”。

为解决大量青菜头无法消耗问题，青菜头开始被用于腌制，催生了早期的榨菜加工工坊的兴起。

启动期 1900~1949

根据1928年出版的施纪云主编的《涪陵县续修涪州志·食货志》记载：“近邱氏贩榨菜至上海，行销

及海外”。此志所记史实限于1911年，表明在此之前，中国的榨菜已远销到海外市场。

这一阶段，榨菜生产工艺不断完善，逐渐打入海外市场。

高速发展期 1950~1999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青菜头种植、榨菜加工培训班先后两次在涪陵举办，榨菜制作工艺逐

渐在中国范围内流传开来。1984年，以榨菜切分技术、真空包装技术、防腐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方便

榨菜研发成功并批量生产后，涪陵榨菜产业增长势头迅猛。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年。

榨菜产业在技术革新及企业积极参与的推动下，实现了快速发展。

成熟期 2020~2023

涪陵榨菜集团与德国一家企业合作，建设了第一条生产线，生产效率迅速提升，2001年，涪陵榨菜

厂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从消费端来看，低盐榨菜正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选择。2017年，《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年）》，提出要深入开展“三减三健”（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

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专项行动。

榨菜生产线趋于成熟。此外，以“三减”为特点的健康食品正受到更多欢迎。

[4] 1：https://mp.weixin.… 2：http://qiming.chin… 3：农民日报，人民健康



产业链上游

原材料供应

重庆振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江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宏良果蔬种植场 查看全部

产业链分析[5]

中国榨菜行业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供应，主要作用为提供生产榨菜所需的原材料，包括青菜头及食盐等；产

业链中游为榨菜生产环节，主要作用为负责榨菜的加工和生产过程；产业链下游为榨菜销售环节，主要作用为促

进榨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

榨菜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

1.被誉为“中国榨菜之乡”的重庆市涪陵区，不仅为青菜头的主产区，亦为全球重要的榨菜产区。2023年，

涪陵青菜头收砍面积73万亩，占重庆市40%，总产量178万吨，占重庆市47%。在青菜头供应充足的条件下，涪

陵产销成品榨菜51万吨，销售收入53亿元，实现榨菜产业总产值141亿元，占重庆市56.4%。在保障榨菜原材料

充足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生产闭环。

2.榨菜是消费者餐桌上的常客，品牌的知名度和口碑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关键优势。根据人民日报社，有

70.9%的消费者表示每周至少会吃一次榨菜。品牌对消费者购买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者喜爱的佐餐开

味菜品牌中，77.7%选择乌江，7.7%选择六必居，6.9%选择吉香居。涪陵榨菜集团旗下乌江榨菜品牌知名度市

场领先。

上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产业链上游说明

榨菜行业产业链上游发展现状主要包括：

1.被誉为“中国榨菜之乡”的重庆市涪陵区，为青菜头的主产区。2023年，涪陵青菜头收砍面积73

万亩，占重庆市40%，总产量178万吨，占重庆市47%。涪陵青菜头销售市场经过快速拓展，销售网

络覆盖了北京、河南、天津等地的客商。青菜头作为榨菜的重要原料，其优质的产地和丰富的产量为

榨菜行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食盐是榨菜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据中国盐业协会发布的《盐行业“十四五”发展指导

意见（2021-2025）》，“十三五”期间，中国制盐技术进步取得丰硕成果，至“十三五”期末，盐



产业链中游

榨菜生产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鱼泉榨菜（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产业链下游

销售渠道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京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产品年度营业收入达到42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8亿元。此外，根据中国盐业协会数据，截至2022年

末，中国注册盐企大约有290家，其中食盐定点生产企业131家，行业尚未形成寡头企业。

中

品牌端

中游厂商

产业链中游说明

榨菜行业产业链中游主要有以下研究观点：

1.重庆市涪陵区拥有全球重要的榨菜产区。2023年，涪陵产销成品榨菜51万吨，销售收入53亿元，

实现榨菜产业总产值141亿元，占重庆市56.4%。此外，2023年，涪陵区出口榨菜产品1.8万吨，出

口总额达到1.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11.3%，榨菜出口已覆盖超80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背景

下，一批品牌知名度高、经济效益好、企业实力强的榨菜龙头企业集群逐渐形成。

2.中国榨菜行业集中度较高，其中涪陵榨菜集团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涪陵榨菜集团占据榨菜市场

超30%的市场份额，旗下乌江榨菜品牌知名度市场领先。根据人民日报社及乌江榨菜数据，消费者喜

爱的佐餐开味菜品牌中，77.7%选择乌江，7.7%选择六必居，6.9%选择吉香居。从健康榨菜的品牌

认知度来看，96.1%的消费者听说过乌江轻盐榨菜，乌江榨菜的品牌认知度依然为首位。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产业链下游说明



从榨菜消费端来看主要有以下研究观点：

1.榨菜是消费者餐桌上的常客，消费量长期居高不下。根据人民日报社及乌江榨菜联合发布的《2022

年中国健康榨菜绿皮书》，有70.9%的消费者表示每周至少会吃一次榨菜，仅有0.2%的消费者表示从

来不吃榨菜。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对传统食品的重新认识，榨菜正逐渐走进更多人的餐桌。

2.线下商超为消费者购买榨菜的主要渠道，而线上平台单次购买数量高于线下平台。根据人民日报

社，在中小型超市购买榨菜的消费者占比最高，达76.6%，其次为便利店及大型商场，分别有62.5%

及57.5%。随着线上平台的覆盖率提高，在线上购买榨菜时，42.1%的消费者表示通常在淘宝（天

猫）平台购买，其次为京东及抖音，分别有24.8%及6.5%。此外，消费者在线上平台单次购买的数量

多于线下平台，线上平台单次购买数量在6包及以上的占比约44.2%，而线下平台仅为31.4%。

[5] 1：http://www.fl.gov.c… 2：https://baijiahao.b… 3：https://www.cnsalt… 4：https://www.cnhn…

5：http://www.news.c… 6：涪陵区融媒体中心，企…

行业规模[6]

2018-2023年，榨菜行业市场规模由72.6亿元增长至146.7亿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15.1%。预计2024-

2028年，榨菜行业市场规模由157.6亿元增长至209.5亿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7.4%。

榨菜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

1.根据消费者食用榨菜的频率显示，榨菜已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常见之选。以涪陵榨菜集团为例，其占据榨

菜市场超30%的市场份额，2011至2021年销量复合增长率为3%以上。龙头企业持续引领榨菜市场的发展潮流。

2022年，根据人民日报社及乌江榨菜联合调研结果，70.9%的消费者表示每周至少吃一次榨菜，其中一周吃榨菜

3次及以上的消费者占43.7%，从来不吃的消费者仅有0.2%。

2.在成本上涨的压力下，榨菜龙头企业持续涨价，行业被动调价或主动升级。从龙头企业来看，2021年，涪

陵榨菜的主要原料青菜头及榨菜半成品的价格分别较去年同期上涨了约80%及42%。在成本上升的条件下，

2011至2021年，涪陵榨菜均价复合增速为8.8%。价格上涨是利润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近年来，涪陵榨菜的利

润增速高于营收增速。随着龙头企业持续提价，榨菜行业从1元时代逐渐步入4元时代。

榨菜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如下：

1.随着轻盐化趋势的兴起，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将得到提升，消费场景及功能亦将更多元化。根据乌江榨菜调

研结果，对于普通榨菜和轻盐榨菜，69.2%的消费者表示更喜欢轻盐榨菜。重庆市涪陵区抓住轻盐榨菜发展的机

遇，在轻盐榨菜加工工艺技术创新、菜皮处理等方面持续创新，2023年，研发了“黄精榨菜酱”、“零添加榨

菜”等榨菜新品20余个。未来，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关注不断增加，轻盐榨菜的市场前景将更加广阔。



榨菜行业规模

榨菜行业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乌江榨菜，每日经济新闻

2.在榨菜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及消费者均在寻找适应市场变化的方式。2023年，受干旱天气影响，

涪陵及周边地区的青菜头产量减少，导致青菜头的收购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约40%。企业将通过提高榨菜价格

来面对持续上升的成本。根据乌江榨菜发布，有76.4%的消费者愿意为轻盐榨菜支付更高的价格。数据表明企业

在确保榨菜品质的基础上，提高价格是一种有效的市场策略。

[6] 1：https://mp.weixin.… 2：https://www.gov.c… 3：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

政策梳理[7]

政策名称

《绿色食品产业“十四五”发展规

划纲要》

颁布主体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生效日期

2021-11-

25

影响

9

政策内容

《纲要》强调，各地应引导培育一批优质产品，打造颇具品质和品牌影响力的产品，同时支持发展规模庞

大、实力雄厚的生产经营主体。在产业发展中，坚持“标准至上、质量第一”的原则，不断提升产业的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



政策解读 在《纲要》的指导下，“十四五”时期，中国绿色食品企业将达到2.5万家，产品数量将增至6.5万个，同

时榨菜等产业规模将稳步扩大。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十四

五”规划》

颁布主体

国家卫生健康委

生效日期

2022-08-

23

影响

9

政策内容

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政府将着重提升卫生健康系统在基层的食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同时，

各部门将建立中国居民的食物成分、人群营养健康、食品标签等相关数据库，积极动员全社会参与减盐、

减油、减糖等健康行动，从而推动平衡膳食的普及。

政策解读
根据《规划》，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制定修订部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有助于提升榨菜等产品的质量和安

全水平，增强消费者信任度，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十四五”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

设规划》

颁布主体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

生效日期

2021-08-

16

影响

9

政策内容

《规划》指出，在“十四五”期间，各地区将积极规划建设多项国际一流的标志性工程。在育种创新方

面，重点发展大型表型鉴定平台、分子育种平台等领域，旨在打造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研

究，促进商业化育种体系的发展，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有力支持。

政策解读
《规划》强调，种业是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发展商业化育种体系能够促进青菜头等农产品的种植，从

而为榨菜生产提供可靠保障。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GH/T 1011-2022 榨菜》

颁布主体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生效日期

2023-01-

01

影响

9



政策内容 根据《标准》，榨菜生产所需的原辅料有严格要求：青菜头的选择应当偏向近圆球形、扁圆球形或纺锤

形；而用于生产的食用盐则必须是非加碘食用盐，并符合GB 2721的规定。

政策解读
《标准》界定了榨菜作物、榨菜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榨菜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签、包装等要求，

有助于榨菜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政策名称

《GH/T 1012-2022 方便榨菜》

颁布主体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生效日期

2023-01-

01

影响

9

政策内容
《标准》界定了方便榨菜为以榨菜为主要原料，经清洗、切分、调味、包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即食榨菜。

同时，要求榨菜的原辅料符合GH/T 1011标准，生产用水包括清洗和脱盐所用水应符合GB 5749标准。

政策解读
《标准》界定了方便榨菜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方便榨菜的生产技术、试验方法等要求，有助于提高方便

榨菜的质量和安全性。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7] 1：http://www.jgs.mo… 2：https://www.gov.c… 3：https://www.gov.c… 4：https://baijiahao.b…

5：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竞争格局[8]

随着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逐渐演变为“先选品牌，再选产品”，榨菜品牌的影响力变得愈发重要。头部企业通

过多年的市场积累及口碑效应，已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了良好的形象和信誉。

榨菜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企业有涪陵榨菜、吉香居；第二梯队企业有铜钱桥、饭扫光、备得

福、味聚特等；第三梯队企业有博鸿小菜、鱼泉榨菜等。

榨菜行业竞争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

1.龙头企业将依托自身的品牌实力和技术优势，引领轻盐榨菜市场的发展方向。根据《居民膳食指南》中明

确标示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为不超过6克，低盐榨菜为主流趋势。为抓住低盐榨菜的发展机遇，乌江轻盐榨菜采

用三级线性脱盐工艺，实现将含盐量从8%脱盐至1.5-5.5%。乌江轻盐榨菜作为健康榨菜的新标杆，赢得了消费



者的青睐。根据《中国健康榨菜绿皮书》，乌江轻盐榨菜在市面上的轻盐榨菜中，认知度达96.1%，喜爱度达

87.3%，均排名第一。

2.龙头企业运用精细的渠道管理，建立了遍布全中国的经销网络，榨菜销量持续稳定增长。截至2023年末，

涪陵榨菜经销商数量达3,239个，较上年增加112个。此外，吉香居与国内外超700家商超大卖场、经销商签订了

经销合同，建立了淘宝官方旗舰店、京东商城等多家知名电商平台合作。经销网络的扩张加快了榨菜产品的覆盖

面和知名度，增加了龙头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榨菜行业竞争格局未来变化原因包括：

1.随着新合作模式的推进，龙头企业从榨菜规模化种植中获益。以重庆市涪陵区为例，在《关于加快涪陵榨

菜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政策的支持下，2023年，全区拥有榨菜重点龙头企业20家，通过“龙头企业+榨菜股份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订单模式，并建立“一个保护价、两份保证金、一条利益链”机制，实现了产业链的高效

运转。未来，得益于新合作模式的互惠互利，龙头企业在榨菜产业中的领导地位将不断巩固。

2.在榨菜公共品牌的带领下，榨菜企业将实现品牌的升级转型，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其中，重庆市涪陵区

加强“涪陵榨菜”品牌管理，加速推动企业品牌建设，同时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际展会，以提升企业国际市场知

名度。2023年，涪陵区出口榨菜产品1.8万吨，出口总额达到1.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11.3%。随着品牌

知名度的提升和出口总额的增加，榨菜企业将赢得更多发展空间。

[11]



上市公司速览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2507)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170.6亿元 7.6亿元 10.41 56.28

[8] 1：https://baijiahao.b… 2：https://baijiahao.b… 3：竞争格局，人民资讯，…

[9] 1：企查查

[10] 1：淘宝

[11] 1：专利之星

1 吉香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360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眉山市 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法人 丁文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400720898541M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

市)
成立时间 2000-12-28

品牌名称 吉香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酱腌菜、泡菜、调味品、水产制品、蔬菜加工制品、豆制品、面条、粉条、粮油食… 查看更多

2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507】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15391.9028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市辖区 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法人 周斌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208552322T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成立时间 1988-04-30

品牌名称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企业分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生产、加工、销售：蔬菜制品（酱腌菜、其他蔬菜）；其他水产加工品（水产调…

查看更多

财务数据分析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Q1

1.13 1.17 1.25 1.24 1.12 1.11 - - - -

16.9366 17.1729 18.938 22.3956 17.0262 14.6006 14.061 7.506 9.842 8.138

7.1155 2.6731 20.4314 35.638 25.9246 3.9303 14.232 10.82 1.178 10.406

-6.1531 19.2257 63.4553 61.0015 59.7808 -8.5501 - - - -

2.0681 1.2098 0.6508 0.3641 0.8972 0.746 - - 1 3

4.7475 3.7177 3.4585 3.2391 4.5236 4.2471 4.805 12.55 9.166 11.462

0.542 0.7438 0.7655 0.6623 0.7087 0.6543 1.19 0.84 1.216 -0.168

42.3871 44.0283 45.7781 48.2191 55.762 58.6115 - 87.05 - -

63.6326 66.8737 78.5995 84.5415 78.8885 78.4696 81.641 80.748 87.128 84.486

2.7217 1.4081 0.9718 0.3151 2.8493 2.5268 3.964 11.695 8.528 10.335

9.885 10.3806 14.3207 18.7535 24.227 19.0885 21.199 12.663 10.994 3.016

-45.2891 -28.7505 -40.5057 -32.3803 -23.3353 -25.6955 - - - -

-114.145

2
-80.0393 -46.4772 -25.8438 -30.3251 -73.8483 - - - -

12.12 12.85 17.56 23.76 30.08 22.65 - - - -

0.66 0.49 0.49 0.52 0.84 0.77 0.98 0.87 1.01 0.29

14.5619 16.9095 22.9503 27.2419 34.5662 30.4154 34.1924 29.4586 35.2699 34.3797

0.6788 0.6139 0.624 0.6884 0.7009 0.6276 0.62 0.43 0.312 0.088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3 四川饭扫光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6696.4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成都市 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法人 高银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24720347942H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
成立时间 2000-03-10

品牌名称 四川饭扫光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查看更多

-106.676

2
-71.4619 -26.4866 -16.406 -36.4077 -57.0842 - - - -

2.5359 1.4647 0.5405 0.027 0.027 0.027 0.027 3.6084 3.6084 3.6084

88.1921 109.4657 102.9366 96.0435 122.7873 162.5429 151 118 131 155

9.06亿 9.31亿 11.21亿 15.20亿 19.14亿 19.90亿 22.73亿 25.19亿 25.48亿 7.60亿

1.8123 1.4781 1.2389 1.2328 1.859 2.3271 2.9746 3.1357 3.7388 4.0332

0.66 0.49 0.49 0.52 0.84 0.77 0.98 0.87 1.01 0.29

1.32亿 1.57亿 2.57亿 4.14亿 6.62亿 6.05亿 7.77亿 7.42亿 8.99亿 2.61亿

0.61 0.46 0.44 0.5 0.81 0.71 0.96 0.81 0.92 0.2743

0.542 0.7438 0.7655 0.6623 0.7087 0.6543 1.19 0.84 1.216 -0.168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融资信息

A轮
1亿人民币
2014-03-20

股权融资
未披露
2020-01-10

B轮
亿元人民币
2020-12-25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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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
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
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
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
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
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箱：
support@leadleo.com。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
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
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
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