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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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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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为招商证券“2023 年资本市场年会（线上）”。招商证券等 67家机构共 90位

机构投资者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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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24 日 

地点 温氏股份总部 19 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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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简要介绍 

（一）整体情况 

10 月份，鸡猪等畜禽产品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公司生产经营形势持续向好。10

月底，公司资产负债率已由三季度末的 61%降至 58%左右。 

（二）猪业 

经过努力，公司已提前实现年初制定的 140 万头能繁母猪的数量目标。公司引

种、配种、投苗等均超额完成，复产、达产工作稳步推进，10 月份单月投苗量超 220

万头。生产指标方面，10月份全程上市率进一步提升至 91%，料肉比降至 2.71，猪

苗生产成本稳定在 360-370 元/头。10 月份肉猪均重达 248 斤/头，为近两年单月最大

均重，大体重育种及饲料营养管理工作完成较好，在高价期进一步增厚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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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0 月份肉猪养殖综合成本降至 8.1 元/斤，其中 5 家分公司降至 7.6 元/斤

左右。公司本年度 1-10月肉猪养殖综合成本平均值已落在年初计划的 8-8.5元/斤目

标区间内。 

（三）禽业 

10月份上市率进一步提升至 95.3%，为年内最高水平，料肉比降至 2.74。成本

方面，公司毛鸡出栏完全成本降至 6.9元/斤。 

接下来，公司将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做到生产稳定不放松、降本增效不放松、从

严治企不放松，扎实推进疫病防控、引种、物资进场、防寒保暖、安全生产等转季生

产基础工作，为实现明年经营目标打好基础。 

二、Q&A 

（一）鸡猪综合 

1.请问公司如何调整饲料营养配方结构？ 

答：饲料成本是鸡猪养殖过程中最重要的成本构成。公司充分利用饲料营养数

据库优势，持续关注当前市场原料价格变化和畜禽生长需求，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品

种及不同配方进行经济效益测算和优化，采取最经济安全的原料进行替代，及时、动

态、灵活、适当调整饲料配方，保障鸡猪在生长过程中所需的能量和营养，平衡生产

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行情较好阶段，公司会采取高蛋白、高能量的饲料营养配方进行生产，提高生

产速度，降低料肉比，提高经济效益。在行情较差阶段，公司会适当降低豆粕、玉米

等价格较高的原料占比，采用棉粕、花生粕和棕榈粕等杂粕替代豆粕，采用小麦、稻

谷混合物和高粱等代替玉米，实现配方性价比最优。 

（二）养猪业务 

1.请问公司 10月份肉猪养殖综合成本大幅下降是饲料成本下降的原因，还是其他原

因？公司明年成本改善主要的渠道可能来自于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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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饲料成本依旧处于高位，相比三季度，肉猪养殖综合成本中饲料成本并

没有下降，反而略有提升。在此基础下，公司综合成本下降主要是猪苗成本持续下

降、公司生产效率和上市率显著提升、其他盈亏项目略有下降等原因所致。 

目前公司聚焦于基础养殖管理，做实做细相关工作，养殖效率、疫病防控能力、

上市率、料肉比等生产成绩指标质量均有望进一步提升。除此以外，公司目前仍坚定

不移开展降本增效工作。按照公司肉猪养殖规划，养殖规模提高后有望降低折旧摊

销和管理费用。综合以上方式和渠道，明年公司肉猪养殖综合成本有望得到进一步

下降。 

2.请问相比 2017年，原料涨价带来公司肉猪养殖综合成本中饲料成本提升多少？ 

答：相比 2017 年全年水平，公司肉猪养殖综合成本中饲料成本提升了 1.5 元/斤

左右。 

3.请问相比三季度，公司 10月份养猪业务委托代养费如何变化？ 

答：近 40 年的发展过程中，公司与农户积极合作，形成了与合作农户共生共荣、

血浓于水的利益联结机制，公司会根据市场行情适当调整委托代养费用，稳定合作

农户资源，保持生产经营稳定。 

目前养猪行业处于盈利景气期。10 月份，公司养猪业务委托代养费约 250 元/

头，相比第三季度约提升 30 元/头。 

4.请问公司未来出栏量如何规划？ 

答：公司 2019 年制定了 2020-2024 年五五规划，拟定到 2024 年肉猪出栏目标

为 5600 万头，而后再根据自身实力、外部环境、政府指引和行业情况等综合考虑是

否继续增量。 

近几年非洲猪瘟疫情对我国养猪业造成较大影响，行业环境和格局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原定规划目标已缺乏指引性和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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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猪场竣工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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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4600 万头，育肥端有效饲养能力（含合作农户、

家庭农场及现代养殖小区等）约 2600 万头，同时还有支撑 1000 万头猪场产能的土

地资源。目前公司首要任务是做细做实基础工作，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

逐步提升产出量，实现达产和满产。 

2022 年肉猪（含毛猪和鲜品）出栏目标规划为 1800 万头，初定 2023 年目标约

2600 万头，2024 年约 3300 万头。上述目标会根据公司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市场环

境变化及时调整，公司不会盲目增加规模。 

5.请问公司目前肉猪养殖中杜洛克公猪精液配种比例约为多少？目标为多少？ 

答：一般而言，使用父系杜洛克公猪或公猪精液配种生产的肉猪生长性能好，具

有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快、料肉比低、瘦肉率高、抗逆性强、肉质好等特点。 

过去两年，为快速补充种猪数量，恢复育种体系，实现种猪自我循环，公司加大

使用“三系杂交配套”种猪生产模式的比例。现阶段公司育种体系恢复。为提高肉猪

生长性能，公司计划逐步增加使用杜洛克公猪精液配种，争取年底达到 70%。公司

10 月份配种的母猪中，使用杜洛克公猪或公猪精液配种占总配种的比例已提升至约

60%。 

6.请问公司养猪业务出栏区域分布情况？ 

答：公司养猪业务在全国布局，全国的 20 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有公司

的养殖公司和养殖场。 

现阶段，全国各区域布局发展较为均衡，华南区域约占 20%，华东区域约占 20%，

西南区域和华中区域合计占 40%，华北、西北和东北区域合计约占 20%。 

7.请问目前开发土地资源，难点和机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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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养猪业务产能尚未充分利用，短期不需要重新开发新的土地资源，建设

新的种猪场。公司现阶段首要工作为利用好现有土地和产能资源，实现达产满产，

提升企业竞争力。 

现阶段，环保政策、政府用地标准趋严，开发新的土地资源存在一定难度。日常

运营过程中，公司和各地政府充分沟通和协调，公司“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契合国

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三农战略，深受各地政府的认可并大力推广，开发土地资

源相比社会同行更有优势。 

8.若新冠肺炎疫情好转，请问后市猪价会如何变化？ 

答：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时有发生，致使中高风险城市管控增加，销售渠道受

阻。疫情中高风险区域多采取暂停堂食的方式，餐饮业、旅游业等导致肉食品市场消

费需求疲弱，相比正常年份消费需求抑制明显。 

若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费者重拾消费信心，社会肉类消费需求会显

著增长，甚至可能出现报复性消费情况。若消费需求边际改善，有望提振后市猪价。 

（三）养鸡业务 

1.请问公司 10月份黄羽肉鸡成本有所下降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 

答：在饲料原料持续高企的背景下，养殖成本持续下降存在较大的难度。相比三

季度成本，10 月份肉鸡成本主要在鸡苗成本和费用等方面有所下降，公司降本增效

专项工作效果明显。 

2.请问公司如何看待明年的黄羽肉鸡行情？公司生产规划是否会随着周期波动而大

幅变动？ 

答：总体来看，预计明年黄羽肉鸡养殖行业仍处于较好的盈利周期。 

2019 年下半年，黄羽肉鸡行情较好。2020 年，养鸡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及 2019 年

产能增加等双重因素影响，行业亏损较为严重，行业产能有所去化。2021 年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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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季度鸡价低迷，行业产能去化加速。2022 年上半年，鸡价处于持续低迷状态。

直至三季度以来，鸡价才有所提升。 

近几年，黄羽肉鸡行业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成本端。随着饲料原料

价格的上涨，肉鸡养殖成本显著提升，相比 2017 年，成本整体提升 1-1.5 元/斤，养

殖投入加大。 

对公司而言，近几年养禽业务在生产经营、区域管理、营销渠道和团队建设等各

方面均有长足进步，竞争力提升明显。公司大的生产规划不会受周期的波动做过大

幅度的调整。在行情相对较差的阶段，公司将努力控制好生产成本，提升竞争力。

在价格相对较好的阶段，公司适当提升出栏量。 

3.请问黄羽肉鸡和白羽肉鸡有何区别？近期白羽肉鸡海外引种受限是否会对国内黄

羽肉鸡行业产生较大影响？ 

答：因品种不同、消费习惯及消费市场不同，白羽肉鸡和黄羽肉鸡存在较大的差

异。 

白羽肉鸡主要从国外引种，具有生长较快、体型大、饲料转化率高等特点，主要

以分割品、冻鸡肉、深加工鸡肉制品等产品形式销售，主要销售渠道是快餐企业、大

型食堂和商超等。 

黄羽肉鸡主要是我国地方品种，具有细分品种多、饲料转化率较低、生长周期较

长、饲养成本较高，但是肉质较好、鸡肉味道较浓郁等特点，因此销售价格也相对较

高，适用于高端中餐馆及家庭消费，属于高端品类。 

综上，从历史数据来看，白羽肉鸡和黄羽肉鸡在品种来源、产品性质、消费需

求等方面差异较大，市场行情较为独立，相关性较小，白羽肉鸡海外引种受限预计

对国内黄羽肉鸡行业产生的影响较小。 

（四）其他方面 

1.请问公司今年资本开支情况和明年的资本开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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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过去两年，受行业低迷行情影响，为保存资金实力，公司暂停或延缓了固定

资产建设，控制发展节奏。公司前三季度投入约 20 亿元，按照目前投资进度，初步

估计本年度资本开支约 30 亿元左右。 

若明年行情较好，公司将适当放开固定资产投资，满足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

司初步规划明年固定资产投资约 50-60 亿元，主要投入养殖小区的建设、肉鸡产能的

增加和屠宰业务。种猪场方面，暂时不需要新的立项投入，主要为将原有的在建项目

收尾完工。猪业目前主要是需要增加肉猪和母猪生产端资金投入。 

2.请问公司水禽业务发展情况？ 

答：公司水禽业务已有 10 余年的实践经验和技术积累。为抓住市场机遇，2020

年 3 月份，公司正式成立水禽事业部，定位打造成为公司继鸡猪主业之后第三大养

殖支柱产业。 

公司水禽业务生产品种主要是番鸭，在做精做强番鸭的基础上，公司攻坚白鸭

和麻鸭饲养技术，丰富多元品系育种，但尚需投入时间和资源。公司现有 1 个鸭品

种配套系通过国家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审定并获得畜禽新品种证书，是一项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这是国内首个通过国家审定的番鸭品种，突破了番

鸭“卡脖子”种质资源问题。 

生产经营上，受行业价格波动和消费收缩影响，水禽业务前两年有所亏损，2022

年上半年也有小幅亏损。下半年，水禽业务较为景气，实现不错盈利。现阶段，公司

逐步调整相关生产经营战略和战术，水禽业务进入良性发展阶段。整体来看，公司水

禽业务较为稳定，年出栏约 5000 万只左右。 

3.请问公司中芯种业后续是否会有资本运作规划？ 

答：生猪育种是公司养猪产业的最核心环节，对公司发展意义重大。目前公司暂

无相关资本运作规划。 

4.请问公司收购的京海禽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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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在深耕黄羽鸡多年并做大做强的基础上，于 2019 年 10 月份收购江苏

京海禽业 80%股权，战略上正式布局白羽鸡业务，以进一步完善禽类产业链，实现

品类的多元化升级，提升公司养禽业未来综合效益。 

京海禽业创建于 1985 年，现已发展成为集种禽繁育、肉鸡饲养、饲料生产、绿

色食品开发、有机肥生产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为一体的科技型农牧企业。在整

个白羽鸡供苗行业当中，京海禽业的生产水平、管理的精细化程度较高，有自己完善

的生态养殖体系。京海禽业产品质量过硬，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同时供给体量也较

大，在同行业存在较高的规模优势、价格优势和话语权，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近几

年，京海禽业均实现较好的盈利水平。 

说明 本次投资者交流活动未涉及应披露重大信息。 

附件清单（如有） 详见附件 

日期 2022 年 1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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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证券 熊承慧、施腾  大成基金 李燕宁 

景林资管 雨晨  高毅资管 罗寅骁 

淡水泉基金 李天  中银基金 武苇杭 

天弘基金 林佳宁  东方马拉松资管 孔鹏 

招商基金 曾子潇  泓澄投资 宋浩博 

中信证券自营 林野  弘康人寿 王东 

中泰自营 唐朝  广银理财 郑少轩 

华商基金 陈凯  正享投资 尹一 

澄池投资 贺曦  华安基金 王旭冉、鲍清 

博道基金 陈磊  利檀投资 焦明远 

本利达资本 李旎  理成资产 林丽芬 

柏杨投资 戴代发  金科地产投资 何耀东 

中国民生银行 苏醒、吴丹  金恩投资 林仁兴、谢韶峰 

中意之富资管 罗咏  建信基金 王麟锴 

磐厚资本 吕翔  竣弘投资 李晋艺 

元大投资 苏冠力  恒盈富达资管 杨南翔、唐世豪 

裕晋投资 陈鑫  河床投资 何欣珂 

冠孚投资 唐炜  合正投资 许彤 

格林基金 李威  高喜资管 丁卓玲 

磐厚资本 吕翔  东方春涛投资 王茜 

天风证券 陈炼  广发证券 周舒玥 

开源证券 陈雪丽、尤奕新  瑞银证券 江娜、胡佳忆 

中信证券 彭家乐  中泰证券 姚雪梅 

华创证券 顾超、张皓月  中航证券 陈翼 

华安证券 王莺  东方证券 樊嘉敏 

银河证券 谢芝优  中金公司 单妍、龙友琪 

西南证券 刘佳宜  申万宏源证券 盛瀚 

西部证券 熊航  民生证券 尚凌楠 

汇丰前海证券 沙弋惠、李嘉悦  国信证券 李瑞楠 

华西证券 魏心欣  国泰君安证券 李晓渊 

高盛集团 陈群、史慧瑜  东兴证券 程诗月 

摩根士丹利 Edward Zhou  麦格理证券 Linda、Rebecca 

摩根大通 罗楚惟  - - 

注：限于篇幅，部分机构和投资者未收录参会人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