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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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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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基金-张胜记、张坤、王坤、于博、王蕾、牛艺杰、包正钰、周光远、陈礼昕；

大成基金-徐彦、李博、李燕宁；南方基金-张延闽；广发证券-钱浩；海通证券-陈阳；

国泰君安-沈嘉妍；招商证券-熊承慧；天风证券-张依玮；中泰证券-严瑾；华西证券

-施腾；华创证券-陈鹏；华泰证券-冯鹤；鹏华基金-谢添元；明达资产-肖铎；宝盈基

金-吉翔；盈峰资本-刘东渐；九泰基金-卢凯；深圳同威投资-裘伯元；中融基金-陈方

园；前海开源-石峰；前海鼎业-陈志雄；上海璀拓投资-廖泽凌；上海雅策投资-黄鹤

翔；凯丰投资-李倩；生命保险资管-李燕玲；上海优优财富-黎亮；海富通基金-瞿顾

凯；中信资管-魏喆等 40 位机构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07 月 26 日 

地点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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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半年度生产经营情况介绍 

根据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半年度归母净利润为-22.6 至-25.6 亿元，其中含计提

事项约 7 亿元。公司上半年共销售肉猪（含毛猪和鲜品）约 469 万头，其中 6 月份

肉猪出栏量重回百万头级别；肉鸡（含毛鸡、鲜品和熟食）约 4.84 亿只，其中鲜品

约 6400 万只，熟食约 660 万只；肉鸭销售约 2700 万只。 

今年以来，公司紧紧围绕“勇改革、严治企、强经营，打造企业竞争优势”的



 

 

主线开展相关工作，主要工作如下： 

（一）推动猪业生产全面恢复 

1、集中精力，全面推广云南防非模式 

今年公司集中精力，做好猪业管理工作。在防控过程中，公司云南养猪公司通

过硬件和软件的严防死守，防控效果较好，为公司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防控道路。公

司提拔原云南养猪公司总经理为公司副总裁兼猪业一部总裁，旨在大力启用一线有

成功经验的人才，全面推广有效的防控模式。 

2、打造高繁母猪群 

公司目前高繁母猪存栏比例稳健提升至 95%左右。公司目前主要采用“二元杂”、

“三系杂交配套”（往期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有相关记载和介绍）的种猪生产模

式，快速补充种猪，母猪自供能力大幅提升，种猪体系已经可以实现自我循环。 

3、生产成绩全面好转 

上半年公司猪业生产出现明显的拐点，生产技术指标出现明显的好转。如公司

6 月份窝均健仔数提升至 10 以上，自产猪苗投苗量逐月攀升，猪苗生产成本持续下

降，6 月底降至 470 元/头左右，部分优秀的种猪场低于 350 元/头，6 月份肉猪出栏

量重回百万级别。公司将继续提高生产成绩，打牢基础。 

（二）禽业生产经营水平提高，有较好盈利 

上半年公司禽业发展较好，有较好盈利，相比去年同期大幅扭亏。公司现阶段

养禽业生产成绩，达到历史最优水平，如上半年上市率超 94.5%，多月维持历史最

优水平（最高为 2018 年上半年的 94.58%），料肉比低于 2.9，接近 2018 和 2019 年

水平，生产成绩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同时，公司禽业大力推进转型升级，上半年销

售鲜品同比增加约 29%，鲜销比例约 13%。近期鲜品鸡单日销售数量更是创下纪录，

突破 80 万只；大力执行毛鲜联动灵活销售策略，提升经营技巧和水平，毛鸡和鲜品

哪个价格高就以何种形态销售，上半年鲜品实现较好盈利。公司现有肉鸡单班屠宰



 

 

产能约 2.56 亿只/年。公司禽业转型升级工作整体效果明显。 

（三）严控成本 

公司经历多轮完整的周期，有充足的行业经验。公司从去年开始判断猪周期进

入下行阶段，即提出严控成本的策略，公司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原料采购方面，强化与大型原料企业战略采购，锁定中远期合同，成本远低于

市场主流采购报价。同时，加快办理进口资质，使用国外优势原料。营养配方方面，

大量采用优势原料，猪料 6 月成本环比降低 120 元/吨，公司也一直在探索低蛋白日

粮方案，现在蛋白类豆粕约为 8-10%，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养殖成本方面，2021 年上半年肉鸡完全成本约 6.2-6.3 元/斤，其中鸡苗、药物、

委托代养费等均大幅下降。剔除饲料原料上涨因素，完全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 0.75

元/斤，成本控制较为理想。在现行饲料原料水平下，下半年完全成本目标约 6.3 元/

斤。 

上半年肉猪养殖完全成本约 12.5 元/斤（不含淘汰母猪等的其他盈亏），属于阶

段性的异常波动，主要原因是前期高价外购猪苗出栏、产能利用率较低分摊较高固

定成本、防非投入增加等。公司 4、5、6 月自繁苗完全成本呈逐月下降趋势。公司

自 5 月起暂停外购猪苗，预计四季度成本回归正常。就目前的防控水平和要求来看，

公司下半年肉猪完全成本目标降至 10 元/斤左右，明年降至 8 元/斤以下。 

（四）调整发展节奏，注重发展质量 

相比于发展速度，公司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稳健经营。公司去年下半年预料到

周期下行，重新调整了建设规划和节奏，目前正按照既定计划和节奏稳步推进建设。

公司现已批复可开工的猪场布局产能超 6000 万头，现有猪场竣工产能约 4600 万头

（即目前公司的种猪场满负荷状态时，能繁母猪按正常生产性能可产出的商品猪苗

量为 4600 万头），暂不需要大规模资本开支。目前公司主要工作聚焦于尽快达产，

利用好现有产能。 



 

 

公司上半年全面开展降本增效。费用方面，除财务和股权激励外的其他费用与

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办公及日用品、接待费等可控费用下降明显，同比下降 20%、

45%左右，费用控制效果明显。 

（五）严治企，练内功，激活力 

上半年，公司通过强化内压、监察和激励机制等多种措施练好内功，激发企业

活力。 

近两年公司持续推进“固本强基、稳健致远”策略，公司现已步入正常发展轨

道。公司猪业生产体系和生产成绩持续恢复，养鸡业务市场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

转型升级成效越来越好。公司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干部队伍更有信心、干劲和激情，

也更加稳定，公司管理能力和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公司竞争力显著提升。 

下半年公司将持续强抓降本增效工作，优化组织和人员，严控费用；抓住禽业

消费旺季，提高经营技巧，强化经营，降低成本，增收增效。历史证明，顺境期是

公司的发展机遇期，逆境期是公司的管理机遇期，每次公司经历行业周期低谷耐心

蓄力之后，都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二、Q&A 

（一）养猪业务 

1.公司之前提到今年肉猪出栏目标为 1200 万头，明年目标为 2000 万头，请问在行

业周期下行背景下，是否有变化？ 

答：暂时没有变化。公司目前有足够的产能配套能力，但是否要达到出栏量目

标，公司会以争取更大的效益为经营目标，综合考虑下半年猪价情况及公司经营能

力，保证公司整体稳健经营。 

2.请问公司猪业养殖小区现有产能、产出及未来产能规划？ 

答：相比于“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公司目前猪业养殖小区竣工产

能较小，产出也较少。根据国家环保、产业发展等政策导向，公司目前新增产能均



 

 

采用“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预计五五规划结束即 2024 年，“公司+农户（或

家庭农场）”和“公司+现代养殖小区”两种模式产能将各占 50%左右。  

3.请问公司现有母猪群体情况及未来目标？ 

答：去年起，公司开始着手优化种猪质量。截至 6 月底，公司能繁母猪约 110

万头，后备母猪约 50 万头，种猪群体质量大幅提升，高繁猪比例提升至 95%左右，

近两月窝均健仔数提高至 10 以上。公司育种供种能力逐渐恢复，在猪周期下行、行

业大量淘汰低效母猪的背景下，公司也适当调整目标，以满足今明两年的生产为目

标，以优中选优为原则，初步规划年底高质量能繁母猪约 130 万头，高质量后备母

猪约 80 万头。 

4.请问云南模式是什么样的？公司猪场防控体系是怎样的？ 

答：公司目前全面推行云南模式，整体防控原则是“净污分区、单向流动、有

效消毒、有效监控、区域受控”，做到有效防范。 

具体操作流程为：坚持“两条腿”走路——硬件上建立生物安全防控线、软件

上坚持全面检测监控。 

（1）硬件上，建立生物安全防控线。以线为场，人、车分流，污物独立处理，

分段防控。现配备有检测实验室、洗消中心、物资中转站、人员隔离站、专用运输

车、散装料塔、后备猪饲养室、场内扩繁线等硬件设施。 

（2）软件上，坚持全面检测监控。开展全覆盖检测和网格化管理；开展全面的

“三早”及应急演练；制定、完善和不断优化生物安全防控手册和生物安全管理流

程；增加专门的防非人员等。   

一般公司人员从外部进入猪场需要经过 3 道安全防线，采样检测 2 次（基本上

3 小时出结果），洗 4-5 次澡，隔离 2-3 次，每次隔离时间 12 小时以上，车辆和物

资进入猪场均需要经过 3 道安全防线。公司防控水平显著提高，防控效果较好。 

5.请问目前与公司合作的农户（或家庭农场）如何防控非洲猪瘟等疫情？ 



 

 

答：首先合作农户（或家庭农场）较为分散，在防控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与

新冠肺炎疫情禁止人群聚集道理类似，可以减少接触频率。其次，合作农户（或家

庭农场）进场物资单一，容易进行洗消。 

过去两年来，公司已协助合作农户（或家庭农场），按照公司生物安全防控要

求，对硬件进行升级改造，如增加围蔽、料塔、三道洗消防线、猪舍更衣室、防蚊

网、视频监控等设施，同时在软件方面，制定严格的防控标准流程，并监督合作农

户（或家庭农场）严格遵守。现在农户进入育肥场需要经过 2 道安全防线，车辆和

物资进场需要经过 3 道。在这种高标准的防控要求下，农户端的整体防控水平大幅

提高，防控体系逐渐完善。 

6.根据委托养殖合同，如果与农户合作时猪只死亡，请问责任和损失如何分摊和确

定？ 

答：一般情况下，公司投放给农户的猪苗在 21 天内出现质量问题，公司承担相

应的责任和损失；21 天后，如果是因为农户管理不到位导致猪只死亡，农户承担相

应的责任和损失，在结算委托养殖费用时体现。当然特殊情况可以友好协商解决。

公司与合作农户（或家庭农场）成果共享、风险共担、互信互利。 

（二）管理层面 

1.请问公司为应对猪周期下行，已经做了哪些准备？ 

答：为了应对猪周期影响，公司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做好相关准备： 

（1）比行业早半年控制资本开支； 

（2）公司现有库存现金充裕，融资渠道丰富； 

（3）公司 4 月份成功发行可转债，募集了 92.97 亿元； 

（4）上半年已筹备较多资金，确保资金安全； 

（5）公司现有包括美元债、公司债、中期票据、超短融、商业银行综合授信等

各类融资工具剩余额度充足。 



 

 

公司目前生产节奏稳定，生产经营有序开展。 

2.请问公司在内压、监察和激励方面，主要通过哪些方式从严治企、激发活力？ 

答：内压方面，公司通过各层级及干部考核机制、竞聘上岗、业绩排名公示、

末位淘汰、“红黄绿灯”预警和“红黄牌”评价机制等方式加强内压，持续优化组

织和人员。 

监察方面，公司加大干部及关键岗位管理监督、实施审计巡查制度、进行工程

设施建设等专项审计和季度财务核查、执行销售及资产安全举报奖罚制度，提升队

伍正气，企业整体风气焕然一新。 

激励方面，公司坚持“齐创共享、先创后享、多创多享、不创不享”的企业文

化新理念，强化目标管理和结果导向，并通过专项奖励、一场一策、股权激励等多

种激励手段，强化责任主体，落实考核目标。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07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