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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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程杭 因公出差 周世勇 

独立董事 蔺会杰 因公出差 林涛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强调事项为：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一)6 所述，报告期内贵人鸟公司及其关联

方存在对经销商提供资金支持，主要用于经销商偿还到期金融机构债务和兑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贵人鸟公司对经销商的资金支持余额为 90,270,000.00 元。本段内容不影

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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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7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628,602,143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元（含

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57,150,535.75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

公积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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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人鸟 60355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洪再春 颜春红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629号翔安商务大

厦18楼 

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629号

翔安商务大厦18楼 

电话 0592-5725650 0592-5725650 

电子信箱 ir@k-bird.com ir@k-bird.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贵人鸟品牌运动鞋服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贵人鸟品牌属本

公司自有品牌，品牌产品主要用于消费者体育休闲生活的穿着，其中贵人鸟品牌运动鞋以自产为

主，服装则向外协厂采购，销售主要以批发为主；控股子公司杰之行、名鞋库运营的国际及国内

一线知名品牌体育产品的代运营、代理销售及分销，目前代理销售的运动品牌包含耐克、阿迪、

UA、匡威、New Balance、李宁、新百伦、斯凯奇、亚瑟士、DC、PUMA 等，产品涵盖了各类运动

服装、鞋帽、配件、运动器材等；子公司 BOY 从事的足球经纪业务，服务内容以及收入来源主要

包含对球员服务和对俱乐部服务两部分。报告期内，运动鞋服销售是公司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

详细情况请参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贵人鸟品牌经营模式 

1、商品企划模式 

公司商品企划部门负责根据公司制定的年度战略目标和运营计划，围绕贵人鸟品牌形象和目标消

费群体需求，分析商品运营中心反馈的市场信息，结合公司自身经营模式和生产能力，整合内外

部资源，对市场潮流趋势做出判断，制定公司商品企划案，主要内容包括流行元素、品牌主题、

产品结构、产品款式、竞品分析和初步定价等。商品企划是公司业务流程的起点，商品企划部门

负责有效连结研发设计、采购、生产、物流和销售各环节。 

2、研发设计模式 

公司研发设计由鞋设计研发中心与服装研发设计中心负责，每季产品的设计工作比该季产品的上

市时间提前约 1 年，产品投入市场后，设计师和技术人员需走访经销商、零售终端进行市场调研。

根据市场调查数据和公司销售数据分析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程度，作为下一季新产品研发设计的

重要参考。 

3、采购模式 

（1）运动鞋原材料采购模式 

在研发设计阶段，公司鞋设计研发中心根据产品企划设计需要，与合格的鞋材供应商共同研究开

发鞋底、鞋面等原材料，并制作样品参加选样会，根据选样会意见进行修改后，制作订货会样鞋。



经销商在订货会上自主判断并对样鞋下订单，间接选定了该样鞋的鞋材供应商。公司根据经销商

的样鞋订单数量进行成本核算，并向提供相关鞋材的供应商提交集中采购需求，同时考虑供应商

报价、交货期和供货质量等因素确定最终的采购合同。除集中采购外，公司也会根据产品销售和

新材料、新产品开发情况，临时采购部分运动鞋原材料。公司根据供应商管理的相关内控制度对

鞋材供应商仔细筛选，不断加强管理并定期考核评估，以确保原材料质量和交货期。公司与多家

鞋材供应商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 

（2）运动服装产品采购模式 

公司运动服装生产全部外包，根据供应商管理的相关内控制度对成衣外协厂进行筛选，对成

衣质量、生产进度及生产成本严格控制。公司要求供应商提供面料、辅料的国家权威机构质量检

测报告，并对外包生产进行统一质量控制。公司在选样会时即对订单量进行预估，与服装外协厂

进行订单模拟分配、初步派单，保证其为公司预留足够产能，提前锁定生产成本。公司与多家服

装外协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3）配饰产品采购模式 

公司配饰产品生产全部外包。根据供应商管理的相关内控制度对配饰外协厂进行筛选，对配

饰质量、生产进度和生产成本严格控制。 

4、生产模式 

公司通过严密的生产组织、严谨的质量控制和科学的生产计划，保障生产过程有序、高效进

行。公司运动鞋产品以自产为主，使用自有厂房、生产设备、工人、技术工艺组织生产。公司向

外协厂采购运动服装和配饰产品，并全程监督其生产加工过程，对其产品质量严格把关验收。 

5、销售模式 

（1）经销商模式 

公司与经销商签订年度区域经销合同书，以批发形式向经销商销售贵人鸟品牌产品，由经销

商直接或通过零售运营商进行零售。所有零售终端均为贵人鸟品牌产品专卖，并按照公司统一标

准进行店内空间装修、产品陈列等。 

（2）营销体系管理 

公司营销部门负责监测区域市场、指导和管理经销商区域销售行为并为经销商提供营销网络

布局规划、零售终端选址标准、店铺形象规范、产品陈列指导和员工培训等全方位服务，帮助经

销商解决实际困难，以增强经销商的盈利能力。为了保证营销网络的稳健发展，公司建立了全面

的营销网络管理制度，对开店审核、终端形象、店员培训、订货制度、产品价格控制、销售地域



限制、营销活动、货品管理、资金结算、经销商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 

（3）定价政策 

公司在推出每季新品前，首先对运动品牌流行趋势、竞品价格、目标客户偏好进行市场调查，

结合自身产品在各区域的历史销售数据，确定当季竞争策略和产品企划方案。随后，公司根据产

品企划方案，分析生产成本，并确定该产品的目标毛利率，最终确定产品定价。出厂价主要依据

区域市场销售情况和公司竞争力水平确定。 

（三）杰之行经营模式 

1、业务模式 

线下销售，通过实体店铺向消费者提供应季商品；线上销售，线上自营模式通过“杰之行天

猫旗舰店”、“杰之行京东旗舰店”等电商平台销售过季商品，线上批发模式将部分过季商品一次

性批发给“唯品会”等电商客户，其通过特卖平台进行售卖；分销批发及联营，杰之行在部分四

五线城市发展了下游经销商，将应季货品一次性批发给下游经销商，赚取进销差价，因下游经销

商采取买断制期货订货模式，且向杰之行缴纳了一定比例的期货保证金，故在经营此类业务时，

无库存风险，且无需占用资金，故销售毛利率较低；在部分经营触角无法延及的区域，与当地合

作伙伴共同经营店铺零售业务，销售货品由杰之行提供，店铺收银、销售指导、陈列、员工管理

等由杰之行负责；招商及转租模式，因部分经营场地面积较大，杰之行会将其中部分面积以扣点

模式交由其他体育品牌进行经营以分摊经营成本，该模式在整体营业面积中占比较小。 

2、采购模式 

采购模式分为期货采购模式和现货采购模式两种，其中期货采购模式是杰之行现阶段的主要

采购模式，该种模式是指杰之行通过与品牌公司签订远期产品预定协议来实现货品采购的采购模

式；现货采购模式是指通过即时订单直接订货的采购模式。 

（四）名鞋库经营模式 

1、电商平台自营模式 

自营销售的商业模式是，名鞋库在自有垂直平台 WWW.S.CN 名鞋库网站以及在互联网主营

电商平台天猫、京东等开设名鞋库运动旗舰店，买断式、规模化采购国际一线运动休闲品牌产品，

整合仓储、物流、店铺、顾客等资源，以相对适中的零售价快速销售商品，通过销售价格与采购

成本的差价形成盈利。名鞋库采用多品牌、一站式的策略，满足消费者追求正品、快速、方便的

购物体验。 

2、代运营服务模式 



代运营的商业模式是为运动休闲服饰品牌提供网络零售运营整体解决方案，通过为运动休闲

服饰品牌商提供电子商务业务代运营服务并收取服务费的形式形成盈利。目前名鞋库已经合作的

代运营品牌包括李宁、茵宝、AKP 等 5 家。名鞋库发挥经多年打造形成的网络零售运营经验，大

幅度地提升了代运营品牌的网上销售业绩，提升了品牌形象，吸引了行业内众多品牌的关注，这

已成为名鞋库继自营业务之后的第二个快速成长的业务模块，并构成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 

（五）BOY 经营模式 

BOY 主要从事足球经纪业务，服务内容以及收入来源主要包含对球员服务和对俱乐部服务两

部分，对球员主要提供代理球员合同谈判、代理球员转会谈判、代理球员商业活动和广告合同谈

判、球员法律咨询和纠纷解决、球员职业生涯和退役后生涯规划、球员个人生活助理、财务顾问

等服务，对俱乐部主要提供协助完成买卖球员的转会谈判、协助俱乐部开展球探工作、协助俱乐

部和职业联盟完成赛事组织工作等服务。 

（六）行业情况说明 

1、运动鞋服行业发展阶段 

21 世纪初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及群众消费意识提升，运动鞋服行业亦迎

来了高速增长时代，代工模式企业市场逐渐繁荣，优秀运动鞋服企业开始自创品牌，进一步加剧

行业饱和度，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回落对国内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产能过剩、消费

疲软、库存高企及生产要素成本提升，给运动鞋服企业造成巨大冲击，本土运动鞋服企业步入优

胜劣汰的局面，优秀企业经过近几年的去库存、调渠道、加大研发投入及注重零售终端健康发展

等精细化运营后，整体行业迎来新一轮的变革，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开始逐步从 2013 年起走出低谷

期，成熟型运动鞋服品牌企业率先步入复苏，目前国内主要运动鞋服品牌企业基本处于盈利状态。

整体行业企业情况现阶段发展方式如下：注重品牌营销，改变以往粗放式广告投放，结合互联网

时代特色，强化与移动终端媒体合作；注重产品的研发投入，结合终端消费者的偏好，持续改进

产品特色，强调功能性；不单一于产品，及时跟进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政策，自创 IP 赛事，创建品

牌口碑，贴近终端消费者，挖掘新用户；注重渠道建设，逐步由辅佐渠道管理转变为直接参与渠

道运营，甚至自主开发直营或收购成熟经销商，继以一二线城市为战略核心的品牌企业之后，国

际性品牌同样开始下沉至三四线的布局；在细分领域市场进行品牌延伸或创建全新品牌或引入国

际知名品牌。 

2、行业的地域性与季节性特点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存在地域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城市与农村地区



之间发展不平衡。由于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理念的差异，一、二线城市消费者购买力较高，

对价格的敏感度较低，因此高端运动鞋服品牌占市场主导地位，三、四线城市消费者对价格的敏

感度相对较高，具有性价比优势的国内运动鞋服品牌发展空间广阔。运动鞋服企业在下半年的销

售额通常高于上半年，主要原因系下半年秋冬季产品单价普遍高于春夏季产品，且下半年节假日

较多。 

3、运动鞋服的市场情况 

纺织服装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的超市、百货店、专业店

和专卖店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7.3%、6.7%、9.1%和 8.0%，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总额 14,557

亿元，同比增长 7.8%，受益于经济运行，我国服装行业发展稳中有进。 

体育产业发展方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产业信息报道，我国自 2010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

度出现下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 10%以上放缓至 7%左右。体育产业作为中国经济颇具潜力的

新动力，呈现出逆势上扬的发展态势。体育产业的增加值从 2010 年的 2200 多亿元增加到 2015

年的近 5,500 亿元，年均的名义增长率接近 20%，是同期 GDP 年均名义增速的 1.8 倍。体育产业

占 GDP 的比重也从 0.56%上升到 0.8%。照此趋势，到 2020 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将轻松超过 1%。 

运动鞋服市场兼备纺织服装行业及体育产业的双重属性。基于纺织服装的发展企稳，以及体

育产业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发展目标，对于发展相对成熟的运动鞋服行业，无疑将直接受

益。根据 Euromonitor（欧睿）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体育用品销售再次增长 12.0%（与 2016 年

的增长率相同）至人民币 2,120 亿元，且增速并无放缓之势，欧睿预计该行业在预测期内将继续

按照固定价格以复合年增长率 8%增长，至 2022年可达人民币 3,180 亿元，增速远高于 2010 至 2015

年的 5.6%的复合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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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7,582,562,217.31 7,903,696,177.21 -4.06 4,827,221,105.87 

营业收入 3,252,075,597.67 2,279,020,179.02 42.70 1,969,022,04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7,307,658.42 292,659,802.91 -46.25 331,836,96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9,025,962.49 255,935,719.62 -65.22 279,423,534.80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5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27,188,210.96 2,787,896,662.75 -16.53 2,384,452,128.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3,306,310.16 236,023,830.68 168.32 599,369,191.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02 0.4766 -47.50 0.54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02 0.4766 -47.50 0.54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27 12.34 减少6.07

个百分点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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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50,028.22  810,374,388.16 735,338,581.02  938,112,60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3,365,807.45  46,570,599.69 17,960,768.23  9,410,48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1,452,126.18  34,812,992.28 22,130,115.94 -39,369,27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979,960.07  302,502,339.43 -72,227,275.77 369,051,286.43 

  注：四季度末，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对应收票据按照应收账款账龄风险组合计提了相应比例

的坏账准备，资产减值损失在第四季度大，导致第四季度实现的净利润相对各季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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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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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人鸟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 

-5,250,000 479,115,000 76.22 0 质押 313,420,000 境外

法人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贵人鸟 1号员工

持股单一资金信托 

22,222,096 22,222,096 3.54 0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4,170,368 2.25 0 未知  未知 

贵人鸟投资有限公司  10,500,000 1.67 0 质押 7,85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

投·如意 87号定向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2,151,541 8,248,841 1.31 0 未知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

投·如意 86号定向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644,992 8,131,092 1.29 0 未知  未知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渤海信

托·奇益 7号证券投

资信托 

4,406,200 4,406,200 0.70 0 未知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

银行－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托·银安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20,000 4,189,392 0.67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4,046,500 0.64 0 未知  未知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四川信托·鑫宝 1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3,760,200 3,760,200 0.60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贵人鸟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林清辉、丁翠圆夫妇，

林清辉系林天福的弟弟。贵人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贵

人鸟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林氏家族成员，存在关

联关系。“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贵人鸟 1号员工持股单

一资金信托”系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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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

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贵 人 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4 年

公 司 债

券 

14 贵人

鸟 

122346 2014 年

12 月 3

日 

2019 年

12 月 3

日 

646,938,000 7.00 按 年 付

息、到期

一 次 还

本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于 2017年 11 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



债券 2017年付息公告》，并已于 2017 年 12 月 4日支付了自 2016年 12 月 3日至 2017年 12 月 2

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每手“14贵人鸟”（面值人民币 1,000元）实际派息人民币 68.00元（含

税）。扣税后每手“14 贵人鸟”实际派息：个人投资者为人民币 54.40 元，合格境外投资者（包

含 QFII、RQFII）为人民币 61.20元。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不存在逾期支付利息的情况。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2014 年至 2016 年，本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公司债

券信用级别为 AA。2017 年 6 月，经联合评级的跟踪评级，维持了公司 AA 级的主体信用评级，同

时也维持了本期债券 AA 级的债项信用评级。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5.36 60.62 7.8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5 0.17 -11.76 

利息保障倍数 2.14 3.69 -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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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5,207.56万元，同比增长 42.70%，营业成本 213,166.47万

元，同比增长 57.42%，实现净利润 18,776.02万元，同比减少 42.4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730.77万元，同比减少-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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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会计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财会[2017]15 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要求自 2017 年 6 月

12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

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表“其他收益”项目，反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企业对 2017

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新政府准则施行日之间新

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进行调整，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

生影响，且不涉及对以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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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福建省贵人鸟体育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人鸟贸易)、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人鸟厦门)、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之行)等 32 家子公司纳

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

明。 

 


	OLE_LINK1662
	OLE_LINK1661
	OLE_LINK1660
	OLE_LINK1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