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498                                                                      证券简称：温氏股份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12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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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天风证券-陈潇；南方基金-林朝雄、雷嘉源、张延闽、吴超；大成基金-戴军、李博、

侯春燕、王磊、张烨、徐彦、李燕宁、韩创等 13 位机构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05 月 11 日 

地点 深圳 



 

 

答：猪业：出栏量、高繁基母数量、成本等； 

种猪：供种数、高繁基母存栏、种苗成本等； 

养鸡：出栏量、鲜品销量、利润、成本等。 

（二）养猪业务 

1.公司目前的种猪生产体系与二元回交体系的区别？  

答：区别在于：公司目前采用生产“二元杂”、“三系杂交配套”相结合的种猪生产

体系，其中“三系杂交配套”与二元回交有较大区别。 

公司研究二元回交、三系杂交等模式已有 10 余年时间，通过多年的研究和配套

效果跟踪，公司舍去了二元回交方式而采用经过验证的、配套效果更佳的三系杂交

配套模式。“三系杂交猪”是采用具有不同特点且验证杂交配套效果好的“三个品系

猪（如经配套验证的长白 2*[长白 1*大白 1]）”杂交来生产“三系杂交母猪”。而

“二元回交猪”是采用两个品种多次杂交的模式（如长白 1*[长白 1*大白 1]）来生

产杂交种猪，但其杂交配套效果不如“二元杂母猪”和“三系杂交母猪”，影响繁

殖性能和后代肉猪品质。换句话说，两种生产体系母本均一致，均采用“大白*长白”

两个品种杂交的模式来生产“二元杂交母猪”，而父本不同。因公司品系资源较多，

通过长期配套跟踪，三系杂交配套体系采用了与母本品系配套效果更好的不同品系

的公猪，而二元回交生产体系采用的父本为与母本品系相同的公猪。 

公司的“三系杂交配套”种猪生产体系，具有较好的杂交配套优势，生产出的

猪既可以作为种猪使用，也可以做肉猪使用。 

2.目前公司南北方区域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处于何种状态？ 

答：经与公司猪业一部（南方）和猪业二部（北方）技术总监沟通了解，公司

非常有信心和有把握应对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公司在冬季北方发生

的非洲猪瘟疫情中损失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今年南方 5 月份较为干旱，雨水较少，

公司也早已做好充足准备，在一季度开展春季百日行动，按照夏季防控标准进行检



 

 

查整改，完善防控流程，目前南方仅零星发现，防控效果较好。 

3.请问公司的一季度成本为何这么高？ 

答：成本方面，一季度成本属于阶段性的异常波动，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1）公司前期部分外购仔猪育肥后在一季度上市，外购猪苗成本比自产猪苗高。

公司目前外购猪苗数量快速减少，自产猪苗数量大幅提高，该部分成本将极大降低； 

（2）一季度肉猪出栏量同比下降，固定资产折旧和人员薪酬等费用分摊拉高单

位成本。未来随着公司产能释放，这部分成本也将迅速下降； 

（3）受冬季疫情影响，北方区域公司主动淘汰了部分低效种猪等，当期一次性

计入营业成本，这块属于非经常性影响。 

预计随着生产秩序恢复正常后，公司肉猪生产成本将回归正常水平。 

4.请问公司外购部分猪苗的原因是？ 

答：公司外购部分猪苗，主要是基于在不亏本的前提下，增加产出，提高产能

利用率，摊薄固定资产和人员薪酬等费用，稳定既有农户和员工队伍等。 

5.请问公司猪业为何大力发展“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是否因为非洲猪瘟疫情？ 

答：不是。“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最早于 2017 年即在公司养禽业务开始

探索，那时尚未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国家政策的要求。近年来，国家对养殖农户的要求提高，单个农户办理有

关资质证照等比较困难，效率较低，同时环保要求也大幅提高。“公司+现代养殖小

区”模式由公司统一办理资质证照，统一拿地，统一按照公司工业化、智能化和自

动化标准建设，做好三通一平，符合政府环保的要求，也有利于解决农户拿地困难、

环保不达标等问题； 

（2）现在养殖小区基本上由公司出资建设，有利于养殖资源的有效把控； 

（3）农户统一入园，有利于公司集中管理； 

（4）国家层面支持鼓励集约化养殖小区模式，养殖小区设备设施配套齐全，效



 

 

率可以大幅提高； 

（5）从成本效益上看，据测算，“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在成本控制上更

有优势，养鸡业务“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将节省 0.5 元/只，养猪业务约节省

75-100 元/头。 

因此，“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更有利于公司契合国家政策、资源把控、集

中管理、效率提高和成本控制等。 

6.请问“公司+现代养殖小区”和“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两种模式管理难度

差异？ 

答：以前“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公司服务部配有技术服务员，一

个技术服务员约服务 20 户农户，经常需要驱车前往农户猪场，查看频次受到距离限

制。 

现在“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采取相对集中化养殖，可以极大提高巡查频

次，类似于商品住宅区的物业管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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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有较大增幅，上半年和下半年出栏比例约为 1:2。按照公司目前高繁基母存栏数

量及增长态势，公司今年出栏量目标约 1200 万头，明年约 2000 万头，后年再增加

800-1000 万头左右。在猪价行情较差时，公司出栏节奏也有可能适时调整。 

9.公司现有商品肉猪产能、育肥产能、养殖小区育肥产能及规划？ 

答：公司现有商品肉猪产能约 4000 万头，即公司母猪场满负荷生产每年可以供

给 4000 万头的仔猪；公司目前育肥总产能约 2400 万头；公司猪业新增育肥产能均

为“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目前规模较少，约 50 万头，年底有望累计达到 130-140

万头产能。预计到 2024 年，即公司五五规划末，公司“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

和“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产能将各占 50%左右。 

10.请问公司 2019 年年报中提到的五五规划目标约 5600 万头肉猪出栏目标是否有变

化？ 

答：目前没有变化，这是中长期的目标。公司会继续按照 5600 万头的产能进行

布局配套，但出栏节奏将会综合考虑猪价等因素，会适度进行调整。 

11.请问 2020 年全年和 2021 年一季度，公司养猪业务支付给农户的平均委托代养费

约为多少？ 

答：2020 年全年，约 280 元/头；2021 年一季度，约 240 元/头。 

12.当行业生猪养殖种源体系全面恢复后，成本和价格相比，预计以前会有多大的变

化？ 

答：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非洲猪瘟疫情将长时间存在。相比以前，死亡淘汰率

会有所提高，日常防疫消耗性成本也将会增加。因此行业平均成本将稍高于非洲猪

瘟疫情发生前。同样，行业最低价格预计也将高于历史最低点。 

13.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公司认为在中国养一头猪，正常的单头平均利润为多少？ 

答：公司认为，在非洲猪瘟疫情常态化阶段，200 元/头为正常合理利润。 

（三）养禽业务 



 

 

1.请简要介绍公司养鸡业务？请问公司养鸡业务转型升级情况如何？ 

答：公司目前养鸡业务发展比较稳健，一季度养鸡业务行情相对景气，综合行

业供给和消费需求，预计今年全年养鸡业务行情较好，将有较好盈利。 

对于公司而言，毛鸡增量容易造成市场价格下滑，公司希望常年稳健经营这项

业务，因此目前毛鸡部分增加较少，预计今年增长 5%左右。



 

 

公司和合作农户层面，公司生产经营模式不断迭代，最早是“公司+农户”模式，

然后发展成为“公司+家庭农场”模式，现正逐步升级“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

未来将向“公司+现代产业园区+职业农民”模式转型，公司与合作农户的关系本质

并未发生变化，均为委托养殖合作关系，公司也坚持与农户合作共赢。 

2.关注到公司去年组织架构进行了大幅调整，请问目的是什么？ 

答：核心目的是提高公司管理运营效率，提高管理精细化程度。 

公司于 2016 年进行事业部制度改革，之后一段时间管理定位不够清晰，职责关

系不顺。为更好地对比和学习，提高管理精细化，降低管理跨度，公司于去年进行

了组织架构调整，充分放权给事业部。 

3.请问公司如何控制饲料成本，防止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答：公司主要采用“集中采购为主，区域采购为辅”的采购模式，采购方式多

为大宗采购，可以发挥规模优势，也会通过一些远期合同提前锁定原料价格。 

4.请问公司如何看待饲料行业？ 

答：公司饲料基本上是自产自用，饲料厂基本上和养殖场相互配套，因此较少

关注饲料行业发展。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05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