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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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股份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

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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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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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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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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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4S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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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16年乘共享之风，强势进军共享按摩服务市场，其创立的“摩摩哒”共享按摩品牌

已相继进驻了全国 32 个省、2164个县市的知名商超、头部影院及重要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场所，

成为共享按摩服务中的龙头，也进一步提升了“荣泰”“摩摩哒”双品牌在消费者中的知名度，

并实现了“体验按摩”到“按摩器材入户”的销售转化。 

随着公司在共享按摩服务市场的深耕，“摩摩哒”用户数量已突破 1 亿人次，相应的大数据

运营平台亦逐步成熟，奠定了公司共享按摩业务轻资产化、技术输出化的转型基础。公司自营按

摩椅转让至优质运营商合作运营，网点经营效率稳步提升，管理成本有效下降，同时也增加了公

司的技术服务创收，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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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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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完善国民健康促进政策，

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

快发展健康产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培育养老新业

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立足国情，将促进

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



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提出，丰富智能健康养老服务产品供给，

针对家庭、社区、机构等不同应用环境，发展健康管理类可穿戴设备、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自

助式健康检测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健康养老需求。 

《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分享经济企业开展有效有序竞争，

切实加强对分享经济领域平台企业垄断行为的监管与防范，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营

造新旧业态、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严禁以违法手段开展竞争，严厉打击扰乱正常的生

产经营秩序的行为。 

针对共享按摩椅市场持续稳定发展，而相应的商用按摩椅国家标准尚未出台的市场痛点，中

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带领荣泰健康等行业龙头企业组织编制完成《商用按摩椅通用技术规范》

《商用按摩椅安全要求》《商用按摩椅移动支付要求》三项团体标准。三项团体标准进一步规范了

市场，避免了因标准缺失而引起市场秩序的混乱，维护了行业及消费者的利益。此三项标准内容

可操作性强，在已有家用按摩椅国标的基础上提高了商用保健按摩椅技术、安全指标和耐久性技

术要求，同时提升了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靠性，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内一流。 

3、行业发展概况 

（1）基本概念 

按摩器具是指将中医的经络按摩医术与现代高科技手段融为一体，研发出的能模拟人手按摩

的机器，让人能轻松、方便地享受舒适按摩，起到减轻疲劳和保健强身等效果。 

目前，按摩器具主要分为两大类：以功能全面、性能优越为诉求的全功能按摩椅和功能相对

单一、但便携、灵活的按摩小电器产品。 

（2）行业发展历程 

现代按摩器具行业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在当时技术创新背景下，为满足人们对舒

缓肌体压力的需求，日本企业研制出第一台全自动按摩椅。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早期按摩器

具主要是功能单一的仅能实现放松僵硬肩背的按摩椅，客户体验与人工按摩相差较大，市场整体

发展较为缓慢。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新材料和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按摩器具的舒适度得到了大幅提高，

按摩椅开始逐步进入家庭。在此背景下，部分知名传统电器制造厂商也开始涉足按摩器具行业，

包括松下（Panasonic）和大东（THRIVE）等。随着生产厂商的增加，按摩器具的产品种类也逐渐

丰富。除传统按摩椅外，生产厂商根据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开始推出部分功能相对单一，但更



便携、更灵活的小型按摩器具产品，如足部按摩器等。这段时期，日本厂商在挖掘国内市场的同

时，也开始向海外周边区域寻求扩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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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起，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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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部、背部、头部等细分按摩器具市场。在全球一体

化的背景下，全球按摩器具市场规模迅速发展，逐步从日本、东亚和东南亚市场走向了北美、欧

洲等地区，但欧美市场主要以按摩小电器产品为主，按摩椅主要消费人群仍然位于日本、韩国、

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地区。该时期按摩器具的生产制造以日本、台湾等东亚

和东南亚地区为主。 

进入二十一世纪，按摩器具市场进一步发展。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全面普及，居民对于电脑产

品的使用率越来越高。长时间使用电脑进行办公或娱乐，导致出现肩酸等身体不适症状的人群逐

渐增多。在此背景下，按摩保健产品的需求群体不再仅限于中老年消费者，按摩器具的消费群体

进一步年轻化，整体市场需求迅速扩大。目前，全球已形成北美、欧洲、东亚和东南亚几个主要

消费区域。在按摩器具生产领域，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崛起，台湾地区的按摩器具生

产已基本完成转移，日本厂商也逐步退出了按摩小电器、中低端按摩椅等单价较低产品的生产领

域，专注于高性能全功能按摩椅等按摩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目前，我国已逐步成为全球按摩器具

研发与制造中心。 

据中国医保商会统计，2020年我国按摩器具(HS9019101000)出口总额 43.49亿美元，同比增

长 42.59%，增速同比提高 26.19个百分点，出口数量同比增长 31.71%，出口价格同比增长 36.29%，

全行业出口实现了量价齐升的良好态势，并均创历史新高。纵观全年，2020年第一季度，受全球

疫情蔓延影响国际需求和跨国投资大幅下降，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按摩保健器具产品作为

非刚性需求产品，国际贸易受阻明显，一直以来我出口增长强劲势头有所遏制。但从第二季度起，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部分市场逐步疫情防控良好，

尤其是受疫情居家的影响，全球“宅经济 ”快速发展，出口形势止跌回稳后继续反弹向好，全年

出口额逐步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强劲态势。作为世界按摩保健器具制造和出口大国，2020年我国共

出口 200 个国家和地区，基本覆盖全球，尤其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和英国对我国按摩保健器

具呈现出强有力的需求增势，市场供不应求。 

4、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按摩器具行业初步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1）全球按摩器具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球按摩器具市场持续增长。2015年，全球按摩器

具市场规模首次超过 100 亿美元，2017 年按摩器具市场规模超过 125 亿美元，到 2018 年市场规

模一直维持增长趋势，全球市场规模空间较大。 

 

注：数据来源于财富证券研究报告《按摩椅市场空间大，静待行业发展拐点》 

（2）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市场渗透率有望提升 

国内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提升了我国按摩器具的市场需求。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

国家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7，则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我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

占比为 9.12，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渐加速，2019 年我国 65 岁以上

人口占比已达 12.57。按摩器具作为老龄化时代具备代表性的消费产品，将迎来需求的爆发式增

长。 

同时，我国按摩产品的渗透率仍较低。以按摩椅为例，现阶段我国已成为按摩椅最大的生产

基地，但按摩椅的渗透率不及其他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按摩椅渗透率各为 10，而中国

大陆地区按摩椅市场渗透率约为 1，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

程加速和大众消费观的改变，按摩产品的渗透率将不断上升。 



 

注：数据来源于财富证券研究报告《按摩椅市场空间大，静待行业发展拐点》 

此外，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使得

人们饱受颈椎、腰椎及血液循环不畅等慢性病的困扰，亚健康人数不断增加。按摩产品的出现能

方便且有针对性地对身体不适地方进行调节放松，亚健康群体规模的增长为按摩椅产品带来广阔

的市场空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及健康消费意识都随之提升，

国内按摩产品的市场普及率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3）按摩器具产品的技术性不断增强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制造商需要持续进行研发投入，通过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和加工工

艺的改善等，不断开发出安全性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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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色的按摩小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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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的局面。同时，智能家居、个人健康云管理、大健康数据分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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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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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950,273,548.05 2,461,373,036.61 19.86 2,166,814,091.46 

营业收入 2,020,516,424.11 2,313,911,804.43 -12.68 2,295,648,224.5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3,001,094.31 295,589,240.20 -34.71 249,210,278.88 

归属于上市公 154,604,149.29 246,939,675.87 -37.39 257,148,110.94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59,416,997.40 1,628,991,717.25 1.87 1,489,679,528.5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5,594,380.01 446,466,294.73 -38.27 261,352,954.7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42 2.13 -33.33 1.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41 2.13 -33.80 1.7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09 18.9 减少6.81个百分

点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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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233,469.82 552,570,550.52 527,360,432.19 614,351,97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9,605,974.36 69,481,289.12 58,923,453.33 34,990,37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2,153,274.23 63,317,515.15 48,784,294.41 20,349,065.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7,682,868.54 149,078,697.36 143,869,041.34 210,329,5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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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3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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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全称） 减 量 (%)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性质 

林琪 0 40,500,400 28.9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林光荣 0 25,700,000 18.3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林珏 0 10,000,000 7.1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海眺嘉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81,936 4,998,064 3.57 0 无 0 其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全商业模

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3,802,350 3,802,350 2.72 0 未知   未知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0 3,630,263 2.59 0 无 0 其他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嘉恳兴丰 1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00,000 2,300,000 1.64 0 未知   未知 

上海霖励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2,899,874 2,100,126 1.50 0 无 0 其他 

成都火星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璞玉

浑金私募基金 

1,539,683 1,539,683 1.10 0 未知   未知 

成都火星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蝶恋

花私募基金 

1,191,528 1,191,528 0.85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林琪、林光荣、林珏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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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516,424.11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2.68%，实现利

润总额 198,171,585.3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9.54%，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93,001,094.31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 34.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604,149.29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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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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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0 家，详见附注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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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注销和转让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