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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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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杨尚东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丁玉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彭志远 

时间 2022年 4 月 28 日 15：30-16:30 

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古宜路 181号 B座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瞿洪斌（总裁） 

蔡钰如（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本次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一季度经营情况概述 

一季度利润同 2021 年同时期相比下滑了 43.2%，原因有两个：第

一，2021年投资的电影《四海》上映结果不如预期，亏损了 800多万

非经常性损益；第二，2021年公告的股权激励计划从 12月执行开始摊

销到 2022 年一季度有 410 万非业务层面的影响。所以一季度的非业务

层面损益达到了 1000多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 2021年同

期增长 50%，如果加回股权激励摊销费用，只看主营业务，增幅达到了

100%。 

一季度的收入与 2021年同期相比增速为 14%，成本增加 7%，毛利

率从 2021 年一季度的 47%上升到 2022年一季度的 51%，增长 8%，增速

符合预期。费用占比方面，2021 年费用占收入的比例为 34.65%，2022

年一季度略有提高到 35.49%，刨除股权激励则一季度占比为 32%，实

际有所下降。得益于果麦的“出版+互联网”战略，果麦重点在于品效，

将各个单品打透，实现规模效益从而使单位成本降低。 

在书品方面，2021年底出版的罗翔的《法治的细节》到 2022 年短

短三个月的时间已经实现了 50万册的销量，而很多老书在“出版+互



联网”的新打法下，也在 2022年销量实现 50%、100%、200%的增长，

一季度受益于此，同时还有很多新的大书正在等待出版，在新的打法

下，果麦对于今年整体的增速非常有信心。 

 

二、互动问答 

Q1：从整个大众出版行业来看，大盘增长并不好，请问公司是基于什

么样的优势使得公司在整个行业增长相对疲软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优

秀的突出主业的增速？ 

A：果麦和传统的出版行业的不同之处在于果麦当前运行的是“出版+

互联网”模式，这个模式的存在使得果麦建立了上端出版商和终端消

费者直接沟通的机制，因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CBC”。这种模

式下，图书的第一波流量是完全依靠内部的私域流量直达读者的 to C

销售，在第一波流量释放完后，才会交给公域流量或者图书渠道，再

按照各自的商业规律去销售，到达末端时，最后的库存会再次回到 C

端，由私域流量全部消化。同时，因为果麦互联网业务增长较快，直

接表现在互联网用户数增长较多，从 2022 年年初的 6300 万已经增长

到现在的 6800 万，对图书销售产生了一个推进作用，互联网战略的运

用使得果麦已经打破了出版行业淡季旺季的分割，一年 365天都是正

常的图书销售期。 

 

Q2：3月下旬以来上海疫情愈发严重，公司的总部也在上海，请问公司

的图书仓储主要分布在哪？当前的防疫政策是怎样的？能否由此展望

一下公司 Q2 季度的业绩是否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A：果麦作为一个文化公司，多数工作都是对着电脑进行，现代的沟通

工具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真正受影响的可能是实体书店。在疫情之前

整个实体书店就处于萎缩的状态，而疫情期间萎缩则更加严重，所以

果麦的大部分收入已经来自于线上收入，占比达到了 85%左右，线下的

15%受到疫情的影响也相对不会特别大，公司也在思考能否通过线上的

方式弥补回来。 

在物流运输方面，果麦属于三地办公，库房在廊坊，北京、上海、

杭州都有销售创作团队，廊坊在 3月初到 3月中有一小波疫情，物流

确实受到一定影响，但果麦始终认为方法比问题多，所以在 to C 这块

的占比已经从 2021年的 11%上升到今年的 16%左右，另外，当果麦发

不了快递的时候，会去找当当、京东合作，由他们完成快递的分发，

甚至因为规模效应成本更低，但由于劳务费的支付，所以最终成本不

相上下，总体来说，疫情对果麦的经营影响并不大。 

 

Q3：4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对于图书公司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销售日，

请问公司 2022 年在这个日子的图书销量和往年相比会有变化吗？ 

A：公司世界读书日的活动是从 4月 18 日持续到 4月 25日的，由于整

个营销力度很大，所以跟往年相比增幅有 5%左右。因为一季度的增速

预算很低，且一季度是图书的淡季，所以期待二季度的增速可以高于

一季度，但是疫情确实产生了影响，导致整个上海市场的丢失，所以

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但还是具有一定增幅，当前疫情也已经接近尾声，

人们居家的过程中也会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所以也有一个回升的过程。 

 

Q4：请问公司在 2022年是否有一些影片的投资计划或者之前投资电影

的上映计划？ 

A：二者都没有，影视作为 IP的衍生，今后会是果麦的发展方向，但

是疫情对于影视行业的影响将远远大于图书行业，所以今年果麦不会

对此进行投资。 



 

Q5：除了《法治的细节》之外，请问还有哪些是公司期待地认为潜力

比较大的新书？ 

A：今年重磅的新书挺多的，首先是整个业内出版圈、读书人都比较期

待的蔡崇达新书将在今年出版，而且比《皮囊》的厚重度更强。除了

蔡崇达，刘同的新书也将在近期上市。此外，戴建业、易中天的新书

也将在今年出版。 

但果麦强调的是常规图书的运营能力，在过去几年一些销量普通

的产品经过公司运营端的相互协作也都能达到名人爆款书的量级，这

个是公司乐于看到的，说明公司的整个运营链条是流畅的，机制也是

完善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能创作出好的内容，即便一开始并非

名家名作，都能拥有更大的市场，达到更高的销量。 

 

Q6：公司互联网矩阵的用户数量非常可观，也在快速增长，请问公司

在互联网内容运营的过程中持续吸引新客户，并且留存老客户的经验

是什么？ 

A：公司内部有一个说法叫做内容对抗算法，无论是抖音还是其他带货

能力比较强的平台都需要花钱买流量，比如抖音使用 DOU+，果麦的每

条视频花的 DOU+非常少，比如罗翔《法治的细节》一个 60秒左右的视

频带货的数量大概有 4.5 万册，公司认为别的东西可能会被算法框住，

但是打动人心的内容是能够对抗算法的，所以果麦最核心的东西在于

果麦真的源自于内容。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理解内容的成本是最高的，所以当内容

理解出来之后，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载体做出来，包括图书、舞台剧、

短视频等，充分理解内容之后做出来的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能为果麦

带来新的增量以及留存客户。公司做过达人博主的推书比较，一些优

质的内容能够在第一秒钟或者前 10秒去触动人的内心，然后激发人的

读书的欲望或者成为更优秀的人等这些心理的触点，这是最核心的地

方。 

关于果麦用户数量一直保持一个较大增长的最大原因在于果麦的

互联网是一个全民运动，并不是个别部门的具体业务，而是果麦集团

所有部门共同进行的互联网改造，果麦甚至连库房都有独立的新媒体

账号，所以在果麦内部，对于互联网、新媒体、内容、流量以及传播

都形成了一个全方位流通的一个氛围，比起仅仅派一小部分人做互联

网，效果大多了。 

 

Q7：2021年公司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增幅是比较大的，达到了 40%，想

问公司互联网广告业务的客户目前主要是分布在哪些行业？以及公司

未来在互联网广告业务的目标和规划是什么样的？ 

A：公司当前的粉丝量大了，通过粉丝变现的方式目前有两种，第三种

还在规划中，一种是带货，另一种是广告。在 2021年广告业务中，更

多的是平台的一些接单的广告，比如来自于包括美妆、汽车等，跟公

司比较相符的广告会主动找到公司，还有是微信、微博接单的方式或

者贴片广告的方式。 

从 2021年开始有个比较好的现象是公司内部孵化的主播已经开始

接单了，比如一些比较大的美妆品牌。今年公司的广告业务还会接着

推进，不单纯是接单这种形式，会更聚焦于商务广告，因为果麦有很

多名作家学者，代表着生活的不同阶级不同方面，所以公司会进一步

发力，在商务广告方面做出一个重大突破。 

 

Q8：从长期来看的话，公司毛利率上升和费用率下降的趋势是否能得



到保持？ 

A：公司对于未来 5年的毛利率上升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毛利率不可能

永远上升，费用不可能永远在下降，但是图书行业有规模效应，不需

要投入更多的机器设备才能够扩张，更多来自于创意和战略。 

果麦的“出版+互联网”战略是会真正影响和改变整个财务报表的

结构，毛利率可能持续上升到 55%- 60%。在 17 、18和 19年毛利率略

有或者是比较稳定，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到这个互联网战略，而整个

渠道也就是四大网站这些大的 To B的销售渠道话语权越来越重，在线

上和线下比例越来越不均衡的情况下，平台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

从毛利率变动来看，过去几年公司疲于守住毛利率。但是今年公司有

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因为采取了“CBC”模式，第一个 C就是新书首发，

然后通过公司的自媒体账号拥有一个独家首发期，在独家首发时能守

住折扣，比如说 69折或者全价，然后等到有一个初始流量后，也就是

短视频的发酵后，会获得一个比较好销售扣产品再外溢到全网，在网

上可能会看到有热搜，比如《法治的细节》，再进一步把销量扩大，整

个过程中公司会从毛利率和结算折扣中有很多受益，所以说毛利率从

今天的 50%可能持续上升到几年后的 60%。就毛利率的增长而言，一方

面销售折扣需要增长。整个出版行业的乱象挺严重，但是公司不采取

销售折扣降低的战略，要以非常公正的方式销售自己的图书，这是现

在公司建立自己的“CBC”这个商业模式的初衷。因为直达 C端的销售

占比越来越高，所以这个销售的折扣也一直呈上升的趋势。 

费用是会不断下降的。产品的第一波初始流量是公司赋予的，但

是后来会有很多推书的达人愿意主动上门找到果麦，帮公司把销量做

上去，所以其实不需要采取增加人来增加销量这种方式。公司只需要

把初始流量做好，那么流量就会源源源不断地涌向公司，公司不是采

取人海战略，所以对于费用的持续下降有一定的信心，但是也不可能

无止境地下降。公司希望在未来找到更高端的人才，果麦非常重视人

力，所以在不停寻找最优秀的创意精英，也愿意承担这些成本，公司

现在在做“土壤”建设，比如说职级体系或者是绩效体系建设，公司

希望创意精英们能够拿到比市场高一倍两倍乃至三倍的工资，然后激

励他们有更多的创意。这个过程会产生规模效应，当然也不可能是无

止境的。 

从成本方面来讲，印制成本和版税成本是直接成本。印制成本会

随着规模效益的提高和产品每次印刷量的增加而下降。另外一块成本

是作者的版税。作者的版税在这几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果麦要打破

行业为了争名作家而抬高价格所形成的恶性竞争，果麦前几年还并没

有完全从这种环境中全身而退，但是现在开始公司不会打价格战哄抬

物价，去抢名作家的新产品。公司支付给刚才介绍的这些新的爆款产

品的版税都是非常合理的，不会参与竞价。因为公司坚信选择合作的

作者一定会考虑到互惠互利。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果麦的自研选题

越来越多，自研选题一般是没有版税的，只有固定的稿费。这几个发

力点使得果麦的版税成本在这一年中还有下降的空间。 

 

Q9：公司会通过互联网去触达用户来进行一个充分的选题决策，对于

用户的需求感知会比较敏感，是否可以分享一下目前消费者对于图书

的需求偏好以及消费习惯相较于以往有哪些变化呢？  

A：公司认为变化不大，因为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喜欢各种类型图书的

读者群都存在，现在果麦最大的一个发力点，就是在于利用互联网模

式，准确找到不同类型的读者。这些读者以前也是存在的，因为渠道

的关系跟公司隔着一层，但现在能够打破中间的壁垒和他们实现直接

的交流。与其说能否发现消费者的变化，更多的是消费者能够带来的



启示。以前产品上市以后公司跟消费者、用户没有什么联系了，但是

现在有一个互联网的联系，公司随时可以从消费者那里获得他们对公

司产品的新的认知。因此现在有很多产品的卖点和销售的文案创意都

源于用户，同时有很多用户会反馈哪一类选题是公司比较需要的，所

以果麦和用户是双向驱动的，公司利用互联网来对营销进行驱动，然

后互联网用户能够反向驱动公司的选题研发。 

 

Q10：公司根据这些消费者的驱动，今年有没有在一些新的图书题材上

进行布局和规划？ 

A：从大的赛道上来说，目前果麦布局了 4个赛道，经典、文学、社科、

童书，这 4个大的赛道短时间内不会变，但这 4个赛道里面充满了很

多小赛道，这些小赛道都可以随时再增加。举个例子，最明显的就是

在社科类图书这个赛道。以前果麦是一家做文学书为主的出版公司，

但现在社科反而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在这个领域果麦有了历史

类、财经类、新增开发的心理类比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还出

现了法治类，比如罗翔的法治类书籍。心理类和法治类以前在果麦的

赛道里是没有的，但就是因为有了和消费者的沟通，果麦发现了他们

的需求，而以前没有提供。通过双向驱动公司可以给用户提供他们喜

欢的而且公司又能做的一些新产品。所以大的赛道短期内不会变，但

是会生出一些分支来。再比如说童书，童书是个大蛋糕。果麦以前做

儿童文学为主，接下来可能会在科普书这方面有一些新的尝试，并且

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模式会让这 4个赛道内涵更丰富一些。 

 

Q11：公司在过去布局了一些声音播客产品，公司如何看待音频内容赛

道，在未来会不会还有音频内容方面的规划？ 

A：音频内容赛道分两种，第一种就是知识付费或者是书朗读的产品，

另外一种是国外也正在尝试的比如沉浸式的谈话，果麦在“小宇宙”、

“汽水儿”都上线了产品比如 “2040 书店 FM”，音频是公司目前发

展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公司也在持续探索当中，而且果麦在行业里比

较领先，过去做的产品《幸福之路》也获得比较多的关注。音频产品

就是做内容，变现的方式目前还是以广告为主，公司也在尝试接触广

告方，总体仍在逐步探索当中，目前处于雏形阶段。 

 

Q12：公司会通过互联网的矩阵去迭代产品以及去共创新品，请问这个

是如何实现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A：是双向驱动的，整个公司的内容先孵化给互联网，然后再根据互联

网进行迭代和内容的创新。大众可能更理解用自己的内容孵化公司的

互联网产品，比如公司非常大的一个内部孵化的博主“小嘉啊”，这

是一个账号，然后在全网进行分发，他也是整个图书界非常出名的图

书博主，他带的书能吸引很多流量，公司是用果麦的奶来喂养这个账

号，“小嘉啊”本身的气质也符合果麦的气质和果麦的价值取向，果

麦所有的内容就先去孵化了这个账号。果麦不会挑跟果麦价值相违背

的东西去做公司的互联网账号，比如说公司员工里有一个是在 B站做

游戏讲解非常出名的一个博主，但公司不会去孵化这个账号因为这跟

果麦的价值是不相符的，这个就是图书内容孵化喂养了互联网的过程。

关于互联网如何反哺内容，比如说果麦今年会出一本书叫《人生如梦，

我投入的却是真情》，在整个运营过程当中，基于果麦发出去的短视频

下面的留言找到了这样一个书名，公司觉得这个书名真的很棒于是就

采用了，这本书会在今年上市。公司对这本书抱有非常大的预期，因

为它是来自于互联网广大用户的声音，这就是对于互联网反哺的一个

非常棒的说明。再比如说今天发出去的一个视频可能效果不好，用户



就会留言说更触动他们的点是什么，果麦就会根据用户的意见迭代当

前的方案，然后重新组建金字塔模型等等，去孵化和迭代内容和营销

方案。还有一些细节，比如有一些错别字或者有一些不太妥的地方，

也会有观众留言，然后就需要去修改。所以大到一个新书的书名或者

内容的构想，小至用词的细节公司都会受益于互联网。 

 

Q13：公司其他衍生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电子书和有声书，公司电

子书的定价策略是怎样的？折扣是怎样的？ 

A：电子书和纸质书经常是同步上线，或者是前后脚上线，电子书的售

价是纸质书的三折左右，电子书没有什么折扣，除非有一些大的活动

比如开屏活动等等，但通常没有。 

 

Q14：请问各位领导对于我国图书行业未来 2~3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看

法呢？ 

A：公司认为商业图书仍然是处于正常的甚至微微向上的趋势。现在国

家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比如“双减”，因此很多和教育培训有关

的图书是受到了限制的，但这个对于公司提供给成人的图书和提供给

学生的课外阅读图书都是没有影响的。而且经过这几年与互联网产品

的竞争，包括电子书和有声书，公司发现纸质书的阅读仍然是最符合

人类信息或者知识获得习惯的方式，在中国是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

事实上亚马逊这几年的电子书销量都是呈下降趋势的，而整个美国纸

质书的销量基本都是稳定的，甚至还有增加，因此公司对于图书的前

景非常乐观。 

从整个市场具体的数据来看，21年整个大众市场（大众市场就是

去掉了教材教辅这种功能性图书的市场）增速相较 20 年提升 9~10%左

右，相对疫情之前下滑了 1%。可以把目光聚焦到果麦关注的文艺和社

科等这些赛道，在这些比较经典和长效的书中有两类书在未来还会有

持续的高增速。一类是童书。小朋友是不太会使用电子产品去阅读的，

在 18岁或者 16岁之前，大家还是以纸质书为主的，而且童书就是果

麦未来要持续发力的赛道。这些小朋友如果用了 16年纸质书，在长大

后还是会保留阅读纸质书的习惯，比如 kindle 对有些人来讲就是泡面

神器，电子书阅读器使用频率不高。第二类就是经典书籍。在 19 年经

典书首次出现增速超过童书的情况，公司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80后成为

整个社会经济的中坚力量并且长大有自己的书房后会回归经典阅读，

更加深入的阅读，虽然短视频和其他更浅的内容阅读会挤占一部分的

空间，但是深度阅读的图书市场还是会有增长的空间。 

从果麦自身来看，全国民营图书公司很多，大概有 3000 多家，随着疫

情影响，或者说随着部分公司的上市，他们资金比较雄厚，也能够对

抗议题或者强占版权。果麦在市场的占有率还比较低，现金流也很低，

可能占比在 1%~2%左右，但未来十年是一个洗牌的过程，是一个逐步集

中、强者恒强的过程，在市场本身有一个增速的情况下，果麦的增速

可能会比市场再高一点。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 

沟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

露等情况。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2年 4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