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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分配利润预案为：以公司 2018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0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此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荣泰健康 60357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应建森 陈娟娟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1226号 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

1226号 

电话 021-59833669 021-59833669 

电子信箱 Public@rotai.com Public@rota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按摩器具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打

造按摩体验平台，提供共享按摩服务。作为国内主要的按摩器具产品与技术服务提供商之一，公



司以“服务亿万人群，走进千万家庭”为愿景，致力于为全球用户带来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2、当

前主要产品（1）按摩椅产品 

L 形导轨按摩椅 

RT7709 瑜伽椅 RT6810 天语者按摩椅 RT7800 星翌椅 
RT8610S 智能语音按

摩椅 

    

RT8600S 未来太空舱

椅 
RT6910S 霄摇椅二代 RT6610 天翌椅 RT6600 天翌椅 

    

RT5860 按摩椅 RT7700 按摩椅 RT7708 摩舰椅 RT6880 按摩椅 

    

RT6039 按摩椅 RT6010 按摩椅 RT6601 按摩椅 RT7706 按摩椅 

    

RT6038 按摩椅 RT6125 按摩椅 
RT5360 泰式揉推按摩

椅 
SX570C 悦享椅 



    

SX5850S 智能休闲按

摩椅 
SX5620c 悦尚椅 SX530 悦摇椅 SX520 摩舒椅 

    

SX5863 按摩椅    

    

（2）按摩小电器 

眼部按摩仪 

RT1028 眼部按摩器 118 眼部按摩器 RT1029 眼部按摩器 SX320 摩摩哒护眼仪 

    

SX323 摩摩哒护眼仪    



    

颈部按摩器 

RT2238 多功能按摩枕 RT2230 多功能按摩枕 RT2230T 多功能按摩枕 RT2235 多功能按摩枕 

    

背部按摩器 

RT2192 颈背舒逸按摩

垫 
RT2180 摩幻师椅座 RT2156 按摩垫 RT2167 按摩垫 

    

RT2167S 按摩垫    

    

轻运动系类 

RT5050 气血循环机  
  

    

按摩肩带 

RT2086 按摩肩带 RT2088 按摩肩带   



    

足腿按摩器 

RT1889 纤腿健足摩塑

师 
RT1895 摩足精灵 RT1898 纤腿健足摩塑师 RT1885 腿足按摩器 

   

 

SX381 多功能迷你足疗

机 
SX380 摩摩哒小摩凳  

 

   

 

便携式系列 

RT1012 无线充电按摩

器 

摩摩哒智能多功能家用

充电式穴位按摩贴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公司针对国内外市场采取不同的经营模式。在国内市场以自有

品牌经营为主，同时为个别企业提供 ODM 代工生产；国外市场主要以 ODM 的形式为全球各地品

牌提供代工生产，并逐步通过电商渠道将自有品牌向国际市场推广。（1）国内业务销售模式公司

国内业务分为经销、直营、电商、体验店、ODM 五种销售方式，构建了以经销、商场终端、连锁

卖场、电子商务、电视购物、体验店等销售模式相结合的立体营销渠道。（2）出口业务销售模式

公司在自主研发出新产品后，公司会向国外品牌经营商推荐试样，再根据境外市场反馈对产品进

行改进、完善，最后将产品批量生产，售往当地市场。公司外销均为直接销售，即公司直接为境

外客户提供代工生产，境外客户购买产品后自行确定产品品牌、销售渠道和销售价格，出口业务

无经销模式。公司产品出口业务主要流程如下：公司出口业务以 FOB 方式为主，在收到客户预付

款项或信用证后，根据客户需求组织生产，完工后进行报关、装船。公司在商品出库并报关取得



报关单后确认外销收入。2、共享服务模式公司通过子公司上海稍息创建摩摩哒品牌，搭建智能共

享按摩平台，并在全国范围内铺设共享按摩椅，利用移动支付和物联网云端系统，进行大批量运

营管理。同时，上海稍息通过建立摩摩哒网上商城来实现用户流量转化。用户可通过摩摩哒 app

及微信公众号访问网上商城。商城主要销售摩摩哒品牌的按摩椅、按摩小件、及其他精选生活消

费类商品。3、生产模式在生产管理上，公司全部采用订单生产模式，具体流程为：销售部门确认

客户订单，录入 ERP 系统并下发至制造中心生管部，由制造中心生管部编制生产任务单，排定生

产计划，并下达物料需求计划（采购申请单、委外申请单）。资材部收到生管部物料需求计划后采

购物料，经品管部检验合格后入物流部原材料库，各制造部门依据 K/3 生产任务单安排领料、生

产，产成品完工验证合格后，流入物流部成品库。4、采购模式公司主要依据客户产品订单数量，

结合所需的安全库存来进行原材料采购。操作上，由生管部门下达采购计划，资材部负责选择供

应商及采购。公司采购原材料主要包括电器类部件、电子类部件、缝制类部件、塑料类部件和五

金类部件等。对于主要原材料，公司选定 2-3 家合作供应商，以避免因突发的原材料短缺而造成

生产经营中断。对于数量较多的原材料，公司以成本优先的原则，就近选择合格供应商。（三）公

司所处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处的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本公司所处行业属于专业设备制造业（C35）。按摩器具行业属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各企业

面向国内外市场自主经营，政府职能部门进行产业宏观调控，行业协会进行自律规范管理。行业

主管部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等，具体如下：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通过

组织制定按摩器具领域国家或行业标准对行业健康持续发展进行规范管理，由其下辖全国家用电

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本行业的产品国家标准。中国医药保健品出口商会是商务部下属的

六大进出口商会之一，主要职能是对会员企业的外经贸活动进行协调指导，提供咨询服务。由于

本行业出口比例较高，故行业引导和服务职能主要由中国医药保健品出口商会承担。商会专门下

设了按摩器具分会，其主要职责包括全行业生产经营活动数据的统计、分析，行业重大问题的调

查研究及政策建议，企业与政府的沟通协调等。2、行业发展概况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材料和电子

技术的进步使按摩球装置实现了小型化和精确化控制，大幅提升了按摩器具的舒适度，按摩椅开

始逐步进入家庭。在此背景下，部分传统电器制造厂商也开始涉足按摩器具行业。随着生产厂商

的增加，产品种类也逐渐丰富，在不断更新功能更全面、性能更优越的按摩椅的同时，也不断根

据消费者的需求推出部分功能相对单一，但更便携的小型按摩器具产品，如足部按摩器等。现代

按摩器具开始通过区域贸易进入我国和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深受中国传统养生保健文化影响

的其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入九十年代，按摩椅进入家庭的步伐加快，各类按摩小电器

品种进一步丰富，逐步延伸出足部、腿部、背部、头部等细分按摩器具市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

景下，按摩器具市场规模迅速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在生活、工作、娱乐等领

域的应用普及，长时间使用电脑导致肩颈等部位身体不适的人群逐渐增多。消费者对具有按摩功

能、缓解疲劳功能产品的需求上升，消费人群趋于年轻化，按摩器具市场需求迅速扩大。按摩器

具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培育，全球已形成北美、欧洲、东亚和东南亚几个主要消费区域，而在

生产领域，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崛起，全球按摩器具产业链开始向我国转移。据中国

海关统计，2018 年我国按摩器具进出口总额 27.80 亿美元，同比金额增长 15.59%，其中出口金额

占 94.57%，达到了 26.28 亿美元，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14.63%。不仅进出口金额实现大幅度增长，

2018 年按摩器具出口数量增幅达 4.57%，出口价格增幅 9.62%，实现了出口金额、出口数量和出

口价格的同步增长。作为世界按摩器具制造和销售大国，2018 年，我国按摩器具已经出口到世界

191 个国家和地区，基本覆盖全球角落，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对我国按摩器具产品一直

呈现强力有的需求态势，18 年我国按摩器具贸易竞争指数达 0.89。2018 年，亚洲市场占我国按

摩器具出口市场的 39.28%，是第一大出口市场，出口金额达 10.32 亿美元，金额同比增长 6.06%，

出口数量下降 9.26%，出口价格增长 16.87%；北美洲是第二大出口市场，出口占比 28.60%，出口

金额 7.52 亿美元，金额同比增长 21.23%，出口数量增长 15.25%，出口价格增长 5.18%，出现了金



额、数量和价格同步增长的现象；欧洲市场是第三大出口市场，出口占比 26.18%,出口金额达 6.88

亿美元，金额同比增长 24.24%，出口数量同比增长 16.10%，出口价格增长 7.01%。3、行业未来

发展趋势未来按摩器具行业的发展，预计将呈现以下几个趋势：（1）按摩产品普及率上升健康产

业是 21 世纪的朝阳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健养生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

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也逐渐被广大消费者接受。现阶段全球大部分市场按摩器具起步晚、渗透率

较低，产品的市场普及率预计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按摩椅在按摩器具的占比上升按摩椅是

按摩器具中市场份额最大、附加值最高的产品种类，可以模拟“推、敲、揉、叩、捏”等各种按摩

手法，实现几乎所有按摩功能，集合了按摩器具行业最为先进的技术理念，是按摩器具中的集大

成产品。目前市场上按摩椅价格从数千元到数万不等。随着国内共享按摩服务的普及，消费者对

按摩椅的产品认知和接受程度不断提高。预计未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升

以及健康生活意识的增强，按摩椅在按摩产品中的占比将会进一步提升。（3）产品技术性增强随

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制造商需要不断进行研发投入，通过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加工工艺的改

善等，不断开发出产品安全性高、使用更便捷和按摩体验更好的按摩椅产品，以及更为便捷、时

尚、具有特色的按摩小器具，从而不断丰富产品线，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使用体验，摆脱同质竞

争的局限。同时，随着智能家居、个人健康云管理、大健康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交互等创新科技

概念的不断涌现，也为行业发展不断提供新的研发热点，推动着行业技术进步。（4）共享按摩竞

争格局变化随着国内共享消费体验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支付少量费用体验共享服务。

共享按摩行业将会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未来随着智能共享按摩场景的不断开拓，观影按摩、旅

途按摩、候车按摩、购物按摩都将成为常态，共享按摩也将成为行业新的收入增长点。（5）国内

市场发展趋势明显近年来，国内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财富得到积累，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按

摩椅作为兼具保健养生及放松缓压功能的家用电器，进入到很多家庭的视野。首先，以按摩椅为

主的按摩器具能够提升日常生活品质，这一属性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其次，收入的增加使得越来

越多的普通家庭有能力购买按摩椅，国内按摩椅市场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逐渐匹配，从而带来

了高速发展的契机；再次，随着国内市场共享按摩椅推广给消费者带来持续教育，消费者的产品

和品牌认知程度不断提高。国内按摩椅销售市场整体受大健康消费趋势以及消费升级催生的巨大

需求推动，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按摩椅销量实现快速增长。预计在未来的数年内，国内以按摩

椅为主的按摩器具市场仍将持续高速增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

比上

年 

增减

(%)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 资

产 

2,166,814,091.46 2,187,139,536.12 2,187,139,536.12 -0.93 1,080,150,087.80 

营 业

收入 

2,295,648,224.52 1,917,792,077.36 1,918,007,384.43 19.70 1,285,049,735.3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249,210,278.88 216,175,428.53 216,175,428.53 15.28 206,645,562.33 



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257,148,110.94 213,977,131.28 213,977,131.28 20.18 198,068,715.4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1,489,679,528.56 1,366,865,439.81 1,366,865,439.81 8.99 451,228,111.33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61,352,954.72 281,319,360.75 281,166,360.75 -7.10 175,676,551.57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1.78 1.58 1.58 12.66 3.94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1.78 1.58 1.58 12.66 2.7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7.60 18.85 18.85 减少

1.25

个百

分点 

55.4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02,908,308.04 633,087,171.40 521,907,884.50 537,744,86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254,009.15 83,070,594.78 42,467,220.66 65,418,45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7,958,333.29 91,048,729.84 54,223,691.93 53,917,35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77,908.85 80,379,652.99 -15,808,032.09 142,703,424.9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3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98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林琪 500,400 40,500,400 28.93 40,0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林光荣 0 25,700,000 18.36 25,7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林珏 0 10,000,000 7.14 10,0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立嘉 0 5,880,000 4.20 5,880,000 质

押 

3,030,000 其他 

宁波正嘉 0 5,000,000 3.57 5,000,000 质

押 

2,950,000 其他 

天盘投资 -1,952,200 4,919,800 3.51 0 无 0 其他 

天胥投资 -2,874,378 4,373,622 3.12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嘉实成

长收益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47,084 3,806,906 2.72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二组合 

0 3,032,944 2.17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实领

先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5,800 2,128,522 1.52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十名有限售条件股东中，林琪、林光荣、林珏为一致

行动人；天盘投资、天胥投资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2,295,648,224.52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70%，实现利润总

额 281,864,772.5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5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49,210,278.88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5.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7,148,110.94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18%。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因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修订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将资产负

债表中的部分项目合并列报，在利润表中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分拆单独列示，新增“研

发费用”项目，反映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

溯调整法，2018 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

为增加“研发费用”101,132,286.77 元，减少“管理费用”101,132,286.77 元；对 2017年度母

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研发费用”84,354,630.38 元，减少“管理费

用”84,354,630.38 元。 

2)执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财政部于 2018年 9月 5日发布了《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以下

简称《解读》)。《解读》规定：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

项目中填列；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

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

溯调整法，2018 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

为增加“其他收益”215,307.07 元，减少“其他业务收入”215,307.07 元；对 2017年度合并现

金流量表的影响为增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3,000.00 元，减少“收到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3,000.00 元。对 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

“其他收益”190,262.22 元，减少“其他业务收入”190,262.22 元。 

(2)企业自行变更会计政策 

公司对第三方支付平台余额的列报进行变更。公司持有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余额，变更前在资产负

债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及现金流量表“现金等价物”项目列报，变更后在资产负债表“货币

资金”项目及现金流量表“现金”项目列报。 

本次变更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 2017 年度合

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分别为增加“货币资金”8,968,458.67 元，减少“其他流动资

产”8,968,458.67 元，增加“现金的期末余额”8,968,458.67 元，减少“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

额”8,968,458.67 元，增加“现金的期初余额”6,229,830.21 元，减少“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

额”6,229,830.21 元。对 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分别为增加“货币资金”254,319.27

元，减少“其他流动资产”254,319.27 元，增加“现金的期末余额” 254,319.27 元，减少“现

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254,319.27元。 

 

2．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期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8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0 家，详见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上年度

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 4家，注销 1家，详见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