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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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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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小范围策略会（线下）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中信证券-盛夏、彭家乐、费扬；南方基金-张延闽、郑诗韵、邵康；融通基金-苏林

洁、吴书、关山、陈顺；景顺长城基金-郭琳、唐翌；富国基金-杨勇胜、余驰；博时

基金-宋星琦、陈雷；国投瑞银基金-吴默村、冯新月；广发银行-郑少轩、郭强；丹

羿投资-朱亮、龚海刚；红筹投资-邹奕、胡冰；香橙资本-何潇、沃云婷；高毅资产-

张继枫；景林资产-雨晨；淡水泉投资-俞仁钦；泰康资产-杜鹃；大成基金-李博；天

弘基金-王华；鹏华基金-谢添元；平安基金-刘杰；广发基金-田文舟、代振华；正享

投资-郑慧；宝盈基金-张若伦；泓澄投资-张弢；华泰证券-宋磊；招银理财-赵晨希；

天虫资本-王燕；星石投资-洪梅；惠泽长富投资-姚成杰；开域资本-杨宋清；毕盛资

产-骆红永；裕晋投资-张恒；信达澳银基金-刘维华；中融基金-柯海东；麦星投资-

曾乐诗；道谊投资-许志强；惠友资本-谭轩宇；前海开源-邱杰；国寿资产-麻锦涛；

上投摩根-冯自力；贝莱德-贺维艺等 61 位机构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11 月 11 日 

地点 深圳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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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 

（一）养猪业务 

1.请问公司今明后三年出栏量规划？现有多少产能？母猪情况如何？ 



 

 

答：出栏规划方面，公司今年肉猪（含毛猪和鲜品）出栏目标为 1100-1200 万

头，1-10 月份已销售肉猪（含毛猪和鲜品）1079 万头。公司 2022 年出栏初步规划

为 1800-2000 万头，2023 年约增加 800-1000 万头。公司也会综合考虑未来的行情变

化，适度调整出栏计划。 

产能方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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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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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满足今明两

年的发展需要，暂不需要大规模资本开支。 

母猪方面，公司现有高性能能繁母猪约 110 万头，后备母猪约 40 万头，公司还

有 100 多万头可随时作为后备母猪的小种猪，可满足公司未来扩大生产的需求。公

司将进一步做好种群优化工作，提高种群质量。 

2.请问公司第三季度肉猪养殖成本？10 月份自繁苗育肥猪养殖成本是否环比下降？

公司后续成本目标？ 

答：目前公司养殖成本较高，属于阶段性的异常波动，主要是因为前期高价外

购猪苗大比例出栏（第三季度外购猪苗出栏量约占当季总出栏量的 45%）、主动加

快淘汰低效母猪、产能利用率较低分摊固定成本等所致。 

公司养殖成本逐月下降，第三季度综合（含自繁苗和外购苗）养殖完全成本约

11 元/斤。10 月份自繁苗育肥猪降至 9 元/斤以下，月度环比下降明显。公司比较优

秀的云南养猪公司 10 月份降至 7.7 元/斤。公司现阶段猪苗生产成本大幅下降，预计

年底完全成本降至 8.7 元/斤左右，逐步回归正常，为实现明年整体降至 7.8 元/斤以

下的目标打好基础。 

3.请问公司肉猪养殖成本不断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答：成本下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暂停外购猪苗、提高母猪质量，降低猪苗成本。 



 

 

公司 5 月份暂停外购猪苗，高价外购猪苗影响逐月下降，按照正常出栏节奏，

预计 11 月份后高价外购猪苗影响将得以消除。同时，公司母猪生产性能恢复至较好

水平，窝均健仔数等生产指标不断提升，猪苗生产成本逐月下降，总体猪苗成本持

续下降。这是成本下降最主要原因。 

（2）提升养殖效率和效果，提高上市率。 

做精做细服务部等基础生产管理，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疫情，肉猪上市率回升趋

势明显，10 月份上市率提升至 87%左右（大致对应 6 个月前投放仔猪的上市率），

减少非正常损失，降低饲料成本。 

（3）加强费用管理，严格把控支出。 

大力推进降本增效专项行动，分级分类制订降本增效方案，深挖降本增效潜力，

在保证有效防控的前提下，简化防疫流程，减少防疫支出。同时，职工薪酬、办公

及日用品、差旅、接待、活动庆典、公车费等各项可控费用项目下降明显，总费用

得到有效控制。 

（4）做好原料采购和营养配方，降低饲料成本。 

原料采购方面，充分发挥集采优势，强化与大型企业战略集中采购，锁定中远

期合同，同时加快办理进口资质，使用国外优势原料。 

营养配方方面，充分利用数据库优势，及时调整优化营养配方，积极采用优势

原料，如稻混物、小麦、碎米、面粉等原料，控制饲料成本。 

（5）药物成本及委托代养费等影响较小。 

4.请问公司养猪业务中完全成本口径包括哪些项目，其中各项资产的折旧与摊销如

何归集和核算？ 

答：公司完全成本口径主要包括猪苗成本、饲料成本、药物成本、养户饲养费、

费用等几项。资产折旧和摊销按照资产所在单位进行归集核算，如种猪场的折旧摊

销即归集到猪苗成本，饲料厂的折旧摊销归集到饲料成本，除种猪场和饲料厂外的



 

 

其他折旧摊销，如事业部及三级单位办公场所的折旧摊销，计入费用项目。 

5.请问公司 10月份肉猪销售中外购占比多少？前期高价外购猪苗大概何时可以出栏

完毕？ 

答：公司第三季度外购猪苗出栏量约占当季总出栏量 45%，10 月份降至 30%以

下。 

公司 5 月份暂停外购猪苗，之后的投苗均以自产猪苗为主。若按照正常出栏节

奏，预计 11 月份高价外购猪苗育肥部分可以出栏完毕。同时，需要注意的是，10

月份肉猪出栏量创近两年新高达到 182 万头后，11 月份可能会有短暂性回落，之后

逐月提升。请各位投资者注意出栏量变化。 

6.请问近期猪价反弹至 8 元/斤以上，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答：近期猪价反弹，可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综合影响，导致短期供需关系

调整： 

从需求端来看，前期猪价较低，刺激部分地区腌腊等消费需求回暖；近期中央

储备冻肉收储，提振市场心理预期，增加部分需求。 

从供给端来看，前期猪价大幅下跌至盈亏平衡线以下、近期猪价快速回暖，导

致养殖户看涨后期猪价，市场惜售压栏情绪较重，导致短期市场供应收紧。 

但总体而言，市场供应相对宽松的基本面并未改变。 

7.关注到公司能繁母猪质量和结构不断优化提升，请问公司是否会大幅增加母猪数

量？ 

答：短期来看，公司暂时不需要大幅增加母猪数量，现有母猪群体可以满足现

阶段的发展。公司将加快淘汰低效母猪，进一步提升母猪群体质量，之后按照正常

淘汰更新节奏更新母猪群体。 

在周期下行期间，公司对此保持谨慎态度。待市场行情明朗后，再加快增加能

繁母猪数量和投入的速度。 



 

 

8.请问公司未来是否会考虑往产业下游配套布局生猪屠宰业务？ 

答：公司 2018 年就已开始布局生猪屠宰业务，主要定位为“自我经营、自我发

展”，在特殊时期为养殖主业配套。 

公司生猪屠宰加工业务现已组建好专业团队，先后引进多名行业领军人才和拔

尖人才，成立了专业的食品公司，逐步围绕公司养殖优势区域布局屠宰加工项目，

在国内中心城市布局分销中心，以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扩展销售渠道。 

公司现有生猪屠宰产能约 150 万头，后续将稳步推进屠宰产能投入，预计今明

两年拟新增竣工产能约 400 万头。同时，为提高生猪屠宰产能，公司近期变更了部

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两个生猪屠宰项目，涉及屠宰产能达 200 万头。 

公司积极拓展生猪屠宰销售渠道，目前主要是发展 B 端客户，包括大型农贸批

发商、商超、食品加工企业、餐饮企业、新零售企业等。 

公司未来规划为“82”比例，即 80%的肉猪产品以毛猪形态销售，20%为屠宰

后鲜品形态销售。公司会按照既定规划，持续推进生猪屠宰加工业务的布局和发展。 

9.请问公司猪业对高层、中层和基层干部员工考核内容有何区别？ 

答：公司建立有科学规范的绩效管理体系和考核机制。不同层级干部员工承担

工作内容和角色不同，考核方向也有所区别。 

高层主要考核经营业绩，包括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和对应管理模块的价值贡献度； 

中层对经营业绩、生产成绩和管理制度的完成度等都有考核，各考核指标权重

与高层考核有所不同； 

基层干部和员工主要考核生产成绩指标。 

10.请问公司如何看待楼房养猪模式？ 

答：楼房养猪模式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模式，将农业生产工业化，可能存在以下

优缺点： 

（1）可能的优点 



 

 

首先，节省土地资源，解决土地制约问题；其次，楼房养猪设备设施机械化程

度较高，生产效率能够有效提高。 

（2）可能的缺点 

固定资产投入较大；若大面积出现停电、停水、火灾和疫情等情况，可能造成

毁灭性打击，损失巨大。 

对此模式，目前公司仍处于探索试验阶段，公司也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区域，已

布局了 10 余个符合不同流程、不同环境、不同气候的楼房养猪项目进行探索。目前

有三个项目在建，一个项目竣工。 

未来一段时间不会将楼房养猪作为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 

11.请问前一段时间限电政策对公司生产经营是否造成影响？ 

答：前一段时间部分地区限电政策对公司总体影响不大。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有序开展，对公司整体业绩未造成重大影响。 

（二）养鸡业务 

1.请简要介绍公司禽业生产经营情况？ 

答：今年以来，公司养禽业务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生产成绩优异且稳中有升，

整体发展较好，行业竞争优势明显。 

（1）实物产出方面 

本年度公司养禽业务生产较为稳定。1-10 月份累计销售肉鸡（含毛鸡、鲜品和

熟食）超 9 亿只，肉鸡中鲜品共销售超 1.2 亿只，熟食超 1200 万只。 

（2）成本盈利方面 

成本方面，近一年来，公司禽业可控养殖成本持续降低，成本控制较为理想。

2021 年第三季度肉鸡养殖完全成本约 6.6/斤，剔除饲料原料上涨因素提高的 0.7 元/

斤，整体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0.4 元/斤。同时，公司 10 月份养殖完全成本环比进一步

下降，养殖效率和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盈利方面，公司禽业一季度有较好盈利，二季度略亏，三季度 7、8 月份市场行

情低迷，亏损较大，9 月和 10 月份重新恢复盈利，1-10 月份总体仍有盈利。今年整

个行业产能加速去化，预计明年供需关系得到继续改善。 

（3）生产指标方面 

公司养禽业务生产成绩核心指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10 月份肉鸡上市率持续提

升至 95.3%，环比 9 月份上升 0.4%，多月维持公司历史最优水平。料肉比低于 2.9，

达近两年最优水平。 

（4）转型升级方面 

公司禽业往下游屠宰加工方面转型升级效果明显。公司从 2017 年开始着手禽业

转型升级，规划 2024 年末实现“532”的比例，即 50%以毛鸡销售，30%经过屠宰

后冰鲜销售，20%进行熟食加工销售，相关计划正一步步推进落实。 

公司大力推动毛鲜联动，肉鸡鲜销比例进一步提升，1-10 月份鲜销比例提升至

约 14%。公司现有单班屠宰年产能约 2.6 亿只，公司也将持续加大生产适屠品种的

产品规模。 

（5）未来目标 

未来几年，公司预计每年保持 5%左右的出栏增幅。其中，毛鸡部分规模较为

稳定，未来增长主要以增加适合屠宰品种的产量为主。 

总体而言，公司养禽业务竞争优势愈发明显，转型升级成效越来越好。 

2.请问在鸡价低迷时，公司是否会主动减量保价？ 

答：在鸡价低迷时，公司不会主动减产。现阶段，公司黄羽肉鸡行业竞争力强，

生产成绩好，多项核心生产指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鸡价低

迷期，公司将与行业从业者一起，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合理收益。 

（三）管理方面 

1.请问公司目前资金储备情况怎么样？ 



 

 

答：目前公司资金储备较为充裕，截至 9 月底，公司各类可用资金超 120 亿元。

除此之外，公司还有几十亿规模可随时变现的财务性投资项目。根据现金压力测试，

公司目前处于安全平稳状态。 

除养猪业务以外，公司还有养鸡、养鸭以及投资、动保、乳业、农牧机械等多

项配套和相关业务，均保持良好的发展状态，可以提供较为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

公司比行业早约半年控制资本开支和活化资产，调整重心为利用好现有产能，尽量

保存实力；今年 4 月份公司成功发行 92.97 亿元可转债；公司已通过多种方式储备较

多资金，融资渠道丰富，公司已申请未使用的各类融资工具种类和额度较多，同时，

公司也大力推进供应链金融融资工具的应用；近期猪价有所反弹，也将进一步缓解

资金压力。 

总体而言，公司有充足的底气和信心顺利度过本轮猪周期底部。 

2.请问周期下行期间，银行等融资机构对公司的态度如何? 

答：目前银行等融资机构对公司支持力度较大。 

现阶段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提升，但在行业中，公司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处于

中上水平，压力较小，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优势明显。 

在周期下行期间，公司积极与银行等机构做好解释工作，取得机构的理解，保

持紧密的联系，目前公司融资利率稳定。 

过去三十多年发展中，银行等机构对公司稳健经营模式及过往积累的信誉十分

认可，一致看好并愿意参与到公司的未来发展中，陪伴公司成长。 

3.请问公司为保证今冬明春生产稳定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答：现阶段，公司聚焦于今冬明春的疾病防控工作，严抓冬季疫情疾病防控和

安全生产，做好生产管理，确保大生产稳定。 

从意识上，公司充分认识到当前第一要务是确保冬季大生产稳定，这是整个生

产经营下一步降低成本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基础和核心。 



 

 

从落实上，要求事业部从技术、流程、管理等方面部署和制定工作方案，成立

专项督查小组，积极推进工作方案落实，强化疫病防控和基础管理。同时，开展生

产安全全面大检查，排查安全隐患，并出台追责问责制度，防患于未然。公司要求

各级干部每月要到一线解决问题，并配套相应的高效决策、评估和监督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下达了死命令，若今冬明春生产失控，造成严重损失的，

从速从严问责追责，事发单位总经理、经理就地免职，实现有力震慑，压实干部责

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接下来的几个月，公司将继续落实相关工作，进一步强抓基础管理，确保今冬

明春稳定生产。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1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