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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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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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 1-10522 号），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已发表专项说明并出具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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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 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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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贵人 603555 贵人鸟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苏志强 邱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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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为运动鞋服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贵人鸟”、“AND1”和“PRINCE”

等国内、国际知名品牌。主要控股子公司名鞋库的主要业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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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达斯、斯凯奇、彪马等，

产品涵盖了各类运动服装、鞋帽、配件、运动器材等。公司核心的传统贵人鸟品牌及名鞋库经营

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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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包括经销商模式和直营店模式。同时，公司根据实际经营环

境和经营情况，继续调低直营店的比重，转向以经销商销售为主的销售模式。 

①经销商模式：公司与区域经销商签订年度经销合同书，由该经销商负责该区域市场的开发

与维护。公司以批发形式向经销商提供贵人鸟品牌产品，经销商直接或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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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销定产，公司只负责供货，不承担库存风险，由经销商自行承担库存风险，经销商

按约定的销售政策回款。 

②直营店模式：含纯直营销售模式和类直营销售模式。纯直营销售模式系由本公司自行开设

的独立店铺，直接面对消费者进行销售，由本公司负责店铺管理工作并承担管理费用。类直营销

售模式系公司采取自营与加盟相结合的类直营管理模式与加盟商结为利益共同体，加盟商自筹资

金、以自身名义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手续设立店铺或租赁店铺/商场摊位，加盟商合法拥有店铺/商

场摊位的使用权，加盟商将店铺的内部管理委托公司负责或自主负责，但公司与加盟商之间的销

售结算采用委托代销模式，公司拥有商品的所有权，加盟商不承担存货滞销风险，商品实现最终



销售后，加盟商与公司根据协议约定结算公司的营业收入。 

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渠道力建设，根据经营环境和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对销售渠道进行

管理提升。2018年，为推进区域仓储共享以及线上线下互通的新零售政策，推动经销商渠道下沉，

公司收购了福建、广东、湖南等 14个省级重点区域的经销商渠道，将其相关店铺暂时转为公司的

类直营店铺，并拟通过寻求新的经销商合作伙伴将前述类直营店铺转由经销商管理运营。2019年，

伴随公司在各省小区域内的经销商渠道扩展，公司将 323 家类直营店铺转给对应小区域内的经销

商独立运营，确保避免产生与经销商的恶性竞争，维护经销商客户的良性运营。2019年末特别是

2020年以来，公司流动性危机加剧，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相继违约，且叠加疫情的影响，公司经

营出现严重困难，无力承担对直营店的管理和资金投入。为维持渠道规模以保持产品销售目标，

公司一方面关闭亏损的直营店铺，将直联营店铺全部转为由经销商运营，统一实行经销商代理模

式，一方面持续拓展经销商规模，缩小经销商区域代理范围，将原本“一省一经销商”模式变更

为“一省多经销商”模式，实现由省级代理向市级代理转变，在降低对下游经销商的依赖度及其

集中度的同时提升对经销商的管控能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经基本完成直营店关闭和转经销

商运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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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出厂价

主要依据区域市场销售情况、产品库龄和公司竞争力水平确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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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鞋库发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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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业情况说明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体育设施及健康观念不断普及，我国人

民群众对健康的关注度和体育运动的参与度与日俱增。同时，网络经济和环保理念的兴起，使得

运动鞋服打破传统的功能性边界，逐渐具有较强的时尚属性和环保属性，从而使运动鞋服逐步取

代部分休闲鞋服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极大刺激了人们对运动鞋服的需求。从宏观政策来看，

全民体育健身、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被纳入到国家战略层面，也将继续提升人民群

众在健身和体育运动方面的热情和投入，有利于中国运动服装行业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全国 7岁及以上人口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37.2%。而且，

随着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推进和举办，中国冬季运动发展将持续升温，运动服装

行业仍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 

从运动服装行业整体发展来看，一方面，头部品牌企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资源向行业

头部企业聚集，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出现明显的马太效应，而占行业数量较多的中小运动鞋服

企业的市场份额被进一步挤压，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国产品牌加速崛起，

同时国内消费者对国产运动鞋服的品牌认可度也逐年提高，有利于推动国产品牌保持对国外品牌

较强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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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行业的市场情况 

2020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 2.3%，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取

得正增长的国家，但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仍然面临较为明显的增长压力。根据国家

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2020 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1,981亿元，同比下降 3.9%,其中限额

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同比下滑 6.6%；从出口情况来看，2020 年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 9,520

亿元，同比下降 6%，鞋靴出口 740,137万双，出口金额 2,454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22.4%和 20.9%；

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纺织服装、服饰业 2020年营业收入 13,697.3亿元，同比下降 11.3%，

利润总额 640.4 亿元，同比下降 21.3%；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营业收入 10,129.1

亿元，同比下降 14.5%，利润总额 553.5亿元，同比下降 20.7%。 

国家统计局数据进一步显示，2020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97,590亿元，同比增长 14.8%，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9%，比上年提高 4.0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支出 21,210元，同

比下降 1.6%，其中，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1,238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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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3,435,645.59 3,852,618,016.84 -7.25 4,753,026,357.48 

营业收入 1,188,179,186.10 1,581,478,301.94 -24.87 2,812,460,499.91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1,152,019,860.51 1,548,311,282.42 -25.60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2,207,905.30 -1,095,826,205.15   -685,879,243.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10,152,345.00 -1,116,918,688.01   -646,559,422.3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294,206.58 411,524,756.83 -97.50 1,529,693,373.8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130,204.93 -535,998,195.75   559,482,271.7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1 -1.74   -1.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1 -1.74   -1.0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81.22 -105.68 减少75.54个百

分点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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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08,126.29 380,337,707.43 294,016,228.00 341,217,12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0,915,899.51 39,846,912.75 -97,982,795.27 -123,156,12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04,570,140.51 30,697,510.90 -100,924,581.15 -135,355,134.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079,448.84 15,782,023.15 -16,789,794.92 28,957,0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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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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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的

股

份

数

量 

贵人鸟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 

-63,000,000 416,115,000 66.20 0 质押 416,115,000 境外

法人 冻结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厦门信托-汇金

1749号股票收益权

单-资金信托 

33,000,000 33,000,000 5.25 0 未知 33,000,000 未知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浙金·汇实

61号贵人鸟股票质

押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8,956,000 28,956,000 4.61 0 未知 28,956,00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774,300 15,807,394 2.51 0 未知 15,807,394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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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13,152,517 2.09 0 未知 13,152,517 未知 

贵人鸟投资有限公司 0 10,500,000 1.67 0 质押 10,500,000 未知 

王建 3,552,698 3,552,698 0.57 0 未知 3,552,698 未知 

龚启谷 -34,400 1,400,000 0.22 0 未知 1,400,000 未知 

林原 1,353,736 1,353,736 0.22 0 未知 1,353,736 未知 

袁喜保 1,315,600 1,315,600 0.21 0 未知 1,3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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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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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发行了“14 贵人鸟”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122346，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8 亿元。截

至目前，14贵人鸟公司债券余额为 6.47亿元，债券利率为 7%，并于 2019年 12月 3日到期。由

于公司资金流动性紧张，公司未能按期兑付“14 贵人鸟”债券本息，自 2019年 12月 3日起，“14

贵人鸟”公司债券已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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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本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公司债

券信用级别为 AA。 

2019年 6月 21日，联合评级出具了《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报告》，

将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评级下调为：AA-，将主体及“14 贵人鸟”移出可能下调信用等级的评级

观察名单，评级展望调整为“稳定”；同时下调“14 贵人鸟”的债项信用评级为 AA-。 

2019 年 9 月 16 日，联合评级出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关于下调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其发行的“14 贵人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将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

由“AA-”下调至“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同时将“14 贵人鸟”的信用等级由“AA-”

下调至“A”。 

2019年 11月 15日，联合评级出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关于下调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其发行的“14 贵人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将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

由“A”下调至“BBB”，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同时将“14 贵人鸟”的信用等级由“A”下

调至“BBB” 

2019年 11月 12日，联合评级日出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关于下调贵人鸟股份有限公

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其发行的“14 贵人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将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由“BBB”下调至“CC”，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同时将“14 贵人鸟”的信用等级由

“BBB”下调至“CC”。 

2020 年 5 月 11 日，联合评级出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关于对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及其发行的“14 贵人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将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CC”下

调至“C”；同时将“14 贵人鸟”的信用等级由“CC”下调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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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99.26 88.96 10.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4 -0.34   

利息保障倍数 -0.82 -6.2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详见“第四节 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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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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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之“十六、其他重要事项”之“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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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有限公司、名鞋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德福亿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

更”、“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