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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代码：123107                                                                      债券简称：温氏转债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2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别 

 现场调研          电话会议 

业绩说明会         路演活动 

券商策略会         其他活动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中金公司、华泰证券、富国基金等 13 家机构共 19 位投资者参与。部分名单详见附

件清单。 

重要提示：参会人员名单由组织机构提供并经整理后展示。公司无法保证参会人员 

及其单位名称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请投资者注意。 

时间 2023 年 2 月 22 日 

地点 温氏股份总部一楼小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梅锦方，证券事务代表覃刚禄，投资者关系管理专员史志茹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一、Q&A 

（一）养猪业务 

1.请问去冬今春国内非洲猪瘟疫情情况如何？ 

答：据听说，去冬今春行业局部地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有所损失，但总体处于

可控状态。公司大生产持续稳定运营，且公司拥有快速补充母猪投入生产的能力。随

着天气逐渐变暖，消毒等方便性大幅提高，有利于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工作。 

2.请问公司今年全年肉猪养殖成本目标为多少？降成本的主要着力点在哪些方面？ 

答：在假设饲料原料成本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公司初步设定 2023 年全年肉猪养

殖综合成本奋斗目标为降至 8 元/斤以下，主要着力点在于： 

（1）公司将持续做好母猪生产基础管理，努力降低猪苗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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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将努力提升生产核心技术指标水平，如配种分娩率、窝均健仔数、上

市率等，降低因疫病导致的死亡率和损失率，有效控制成本水平。 

（3）公司将提升投苗量，进而提升出栏量和产能利用率，能有效降低固定资产

折旧摊销、费用等，进而降低养殖成本。 

（4）饲料原料成本高企是整个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最终会反映到终端产品价

格上去。公司所要做的是，踏准采购节奏，利用好集采采购优势，保持饲料原料采购

成本在行业中的核心竞争力。 

总而言之，现阶段想要降低养殖成本，最关键的还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大生产保持持续稳定。 

3.公司肉猪养殖综合成本构成主要分为哪几项？请问固定资产的折旧摊销主要放在

哪个项目中？ 

答：按照财务成本归集方法，公司肉猪养殖综合成本主要由猪苗成本、饲料成

本、药物成本、养户饲养费、费用、其他盈亏等几大项构成。其中不同固定资产的折

旧摊销由对应使用单位进行承担，如种猪场的折旧摊销放入猪苗成本，饲料厂的折

旧摊销放入饲料成本中等。 

4.请问公司 1 月末能繁母猪数量为多少？今年年底的目标为多少？ 

答：1 月末，公司能繁母猪约 146 万头，公司初步拟定 2023 年底能繁母猪数量

达到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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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端来看，过去两年，行业参与者多为亏损状态，养殖难度大大增加，行业

产能较大幅度提升的可能性在减小。从需求端来看，目前居民消费逐步复苏，经济逐

步活跃。一般情况下，一个行业不可能连续几年亏损，因此公司看好 2023 年的猪价

行情。 

以上为个人分析判断，仅供投资者参考。以上判断不代表公司对猪价的承诺。

请注意投资风险。对公司而言，公司将努力做好成本控制，把控好投苗和销售节奏，

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6.请问行业的养殖水平何时能够完全恢复至非瘟之前的水平？ 

答：只要非洲猪瘟疫情一直存在，行业养殖水平很难完全恢复至非瘟之前的水

平。主要原因是，非洲猪瘟疫情对整个行业持续带来影响，养殖的死亡率相比非瘟前

会有所提升。即使通过各种措施提高防控水平，但与非瘟之前相比，防控固定资产和

设备设施投入、防疫人力投入增加等会推高养殖成本。 

只要非瘟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推进，努力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也能获得持续高

质量的发展。 

7.请问与去年底相比，公司 1 月份肉猪养殖的料肉比是否持续下降？和非瘟之前相

比如何？ 

答：2023 年 1 月份，公司肉猪养殖的料肉比降至 2.66，相比 2022 年持续下降。

但和非瘟前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料肉比与饲料营养配方能量蛋白含量、上市率、肉

猪配套系品种等多种因素有关。对公司而言，公司更关注造肉成本，尽管料肉比阶段

性有所提高，但斤肉成本有可能更低，进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益的平衡。 

8.请问 1 月份公司养猪 PSY 为多少？和非瘟前相比如何？主要是哪些因素影响？ 

答：PSY 为每头基础母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1 月份，公司养猪 PSY

达到 20 以上，和非瘟前水平仍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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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饲料成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公司 2023 年全年黄羽肉鸡奋斗目标为 7 元

/斤以下。 

（三）鸡猪综合 

1.请问公司 2023 年 1 月份饲料生产成本约为多少？公司如何看待后续饲料原料的价

格变化？ 

答：公司饲料生产业务为养殖产业配套业务。公司 2023 年 1 月份饲料生产成本

仍处于较高位置。尽管近两月核心饲料原料如豆粕、玉米价格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公司现阶段生产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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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鸡方面，2023 年 1 月份均重明显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春节前后，受鸡价低迷影

响，部分毛鸡产品产生积压，导致总体上市天龄有所延迟。近期随着消费复苏，鸡价

持续上涨，库存毛鸡逐步出清，销售渠道畅通，恢复正常销售节奏和状态。 

3.请问公司如何看待未来畜禽养殖产业的发展演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及竞争格

局？ 

答：中国的养殖业发展与国外不同，国内的饮食结构以生鲜为主，所以在整个链

条以养殖为核心，屠宰较为分散。而国外以屠宰加工为链条核心，往上游拓展，向下

游延伸。 

近些年，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养殖行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快速的发展。尤其是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养殖难度加大，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导致部分行业中小散养

户市占率持续萎缩，大企业市占率持续提升。大企业拥有资金优势，且防疫能力不断

提高，预计行业集中度会不断提升。最终大企业和中小散养户依据各自的能力和竞

争优势，获取相应的市场份额，行业达到稳态平衡。 

畜禽养殖行业是一个体系化、复杂化的行业，生产周期较长，涉及到育种、饲养

管理、营养配方、疫病防控和治疗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真正建立起完善的体系需要较

长的时间，特别是育种体系。对行业而言，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企业竞争间的

关键因素在于成本控制和持续稳定发展。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的

竞争格局。 

（四）其他方面 

1.关注到公司近期披露了新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请问公司在业绩考核指

标设定和授予对象选择上是如何考虑的？ 

答：整体而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以实事求是为

原则，不好高骛远，与公司内部生产经营计划相一致，希望在实现公司持续增长、为

股东创造更大价值的前提下，稳住生产经营团队，避免损害团队的积极性。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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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激励对象设置了相对更高的要求，每个激励对象初步设有 5-6 个业绩考核目标，

实际归属时按照业绩完成情况计算得分，并按照标准进行相应比例的归属，最终实

现精准激励。虽然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第一次归属在公司层面 100%归属，但最终仅

实际归属 96%左右，其中 4%因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未能实现 100%归属。 

公司坚持“精诚合作，齐创美满生活”的企业核心文化理念，提倡齐创共享，全

体成员共同努力提升生产经营业绩，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促进双方成长。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有 4076 人，符合公司的企业核心文化理念。

其中主要包含了公司内部主任级及以上级别干部（含主任级、经理级、总经理级、事

业部总裁级、总裁级等）近 2600 人，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才近 1500 人。 

2.请问公司最新的资产负债率为多少？公司今年资产负债率目标为多少？ 

答：公司始终坚持稳健经营，维持合理的负债率，保证公司平稳可持续发展。公

司 2023 年 1 月末资产负债率约 56%。公司今年的负债率目标为降至 50%以下，合理

控制杠杆风险，促进公司健康平稳运行。 

3.行业中部分企业负债率过高，甚至资不抵债，请问公司是否会通过收购等方式，获

取部分养殖资源吗？ 

答：公司暂时没有相关考虑。公司现有养殖资源丰富，足以满足公司未来中长期

发展所需。同时，不同企业间的猪场资源等存在差异，改造成本较高。因此，公司首

要目标为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实现满产达产。 

说明 

本次投资者交流活动未涉及应披露重大信息。 

为减少篇幅，本记录表未列出部分与前期投资者活动重复的问题和回复，并去掉了 

不同场次重复的问题和回复。如有需要，请自行查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往期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附件清单（如有） 详见附件 

日期 2023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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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单： 

参与单位名称 参与人员  参与单位名称 参与人员 

中金公司 王思洋、陈俊  万家基金 王琴 

宝盈基金 张若伦  鉴峰投资 茅毅锋 

大湾区共同家园

发展基金 

林拓  海鹏资产 田泽钰 

华泰证券 熊承慧、张馨元、冯源、陈

放、丁心怡、董梦斯、李楠 

 富国基金 徐哲琪 

泓澄投资 宋浩博  建信养老 徐瑞 

旌安投资 潘剑宜  Goldstream 

Investment  

Frank Xu 

富存投资 陈鹏  - - 

注：限于篇幅，部分机构和投资者未收录参会人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