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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7 月份，公司肉猪养殖上市率已连续 2 个月稳步提升至 89%以上（大致对

应 6 个月前投苗仔猪的上市率），相比一季度稳中有升。但与非瘟前 95%左右的水

平相比，仍有一定进步的空间。公司将持续做好基础精细化管理，保持大生产稳定，

进一步提升上市率。 

��近期公司高质量能繁母猪规模已增至 ��� 万头，增速超预期，请问公司是否有可

能提前实现年底 ��� 万头的留种计划？实现目标后，是否会进一步增加？ 

答：有可能提前实现。公司留种规划为年底实现 140 万头能繁母猪规模，并未

明确达到 140 万头的时间节点，实现的时间节点相对灵活。现阶段公司希望尽快达

到目标，不排除提前实现 140 万头目标的可能性，为实现明年出栏规划打下基础。 

具体后续是否会进一步增加规模，目前尚无明确规划，需待明年根据市场行情

判断、市场竞争格局和公司养猪业务竞争力等各项因素综合考虑。 

��请问公司是否会通过外购母猪来增加母猪存栏量？ 

答：公司有专业的育种公司，供种能力较强。现阶段，公司新增母猪均通过自有

育种体系培育和扩繁，不需要外购母猪。 

��请问公司能繁母猪中是否均为二元杂交母猪？后续淘汰节奏如何？ 

答：公司能繁母猪群体中，均为健康高效母猪，目前以二元杂交母猪和三系杂交

配套母猪（与社会上三元杂交母猪不同）为主。 

根据公司生产数据统计，三系杂交配套母猪生产性能略次于二元杂交母猪，高

于多系杂交母猪和肉转种母猪。目前公司已明确未来以二元杂交母猪为主、三系杂

交配套母猪为辅的父母代母猪结构方向。现阶段，公司新增母猪以二元杂交母猪为

主。原有的三系杂交配套母猪正处于繁殖高峰期，生产性能较高，且公司需要部分三

系杂交配套母猪，保持快速补充母猪的能力，从性价比角度考虑，公司不会一次性淘

汰，而是采用自然淘汰的方式，逐步提高二元杂交母猪的占比，优化母猪结构。 

目前公司能繁母猪群体较为稳定，母猪淘汰更新已进入正常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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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公司目前母猪账面存栏值为多少？ 

答：7 月末，公司母猪账面存栏值（含后备母猪）为 2600-2700 元/头。 

��请问公司最新月份投苗量水平？ 

答：目前公司供种能力较强，投苗量稳步增加，7 月份投苗量近 200 万头。 

��请问公司中远期生猪出栏量目标？ 

答：公司五五规划实施期间为 2020-2024 年，近几年行业环境和格局发生了较大

变化，原有目标已无法指导公司生产经营方向。公司近期已着手研讨修正五五规划，

尚未有明确的修订目标。 

目前公司暂未考虑中远期目标。对公司而言，首要任务为先把已有的产能达产

满产，提升行业竞争力。待获得较强的行业竞争优势后，再行考虑和谋划更远期的目

标。公司清醒地认识到，对目前的公司而言，需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行业

竞争力远比规模和速度更加重要，没有竞争力的规模扩张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请问公司后续新增饲养能力，主要通过哪些方式解决？ 

答：近期，公司面向未来，重新梳理研究高效养殖模式，进行研究规划，确定未

来公司养殖资源缺口，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解决： 

一是回收、新开发优秀合作农户；二是支持现有合作农户提升养殖能力和效率；

三是支持合作农户新建高效家庭农场；四是新建养殖小区。其中现代养殖小区采取

由外部主体（政府、社会民间资本）他建或公司自建的方式协同进行。 

以上方式中，以发展合作农户和外部他建方式为主，公司自建为辅，补充养殖资

源。公司将会出台一系列资金扶持政策，协同外部优质资源，激发中小主体发展活

力，提前为公司未来养殖规划做好准备。 

��请问公司现阶段还在新增土地储备吗？ 



 

5 

答：公司畜禽养殖土地储备充足，现阶段暂未新增土地储备。公司下一步会考虑

在优势地区，如华东和华南区域，通过改造老场、充分利用原有土地扩充产能和饲养

能力，增加出栏量。 

���近期有新闻说，公司出售位于广西崇左的那琴、新隆、灶瓦、逐渌及位于云南曲

靖的白水养殖项目给友商，请问公司出售以上项目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会对公司生

产布局产生影响？ 

答：上述转让项目的主要资产为生猪养殖场土地使用权，前期公司的投入主要

为土地租金和土地平整等费用。 

公司转让上述项目，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公司现已拥有种猪场年产苗量产能约 4600 万头，尚未满产使用。现阶段

重点工作是提高现有种猪场产能利用率，尽快实现达产满产。 

其次，上述项目所在区域不是公司未来猪业重点布局区域，以上项目为储备用

地，公司暂未投资建设。 

为盘活资产、减少资源浪费，经挑选确定合适受让方以及洽谈合理转让价格后，

公司同意转让以上项目。该转让事项不会对公司年度出栏、未来养殖布局和正常生

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请问公司养猪分公司中成本区间分布大致如何？成本高的单位主要是哪些因素

影响？ 

答：在克服饲料成本连续上涨的背景下，公司 7 月份养猪综合成本进一步降至

8.4 元/斤。其中共有 5 个养猪分公司低于 8 元/斤，5 个处于 8-8.2 元/斤，其他养猪分

公司成本稍高。 

成本稍高的原因主要是，去年冬季北方区域受到疫病影响，产仔率较低，产能恢

复后尚未达到正常出栏状态，影响近几月出栏量水平，导致成本中各项摊销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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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司整合猪业资源，成立猪业三部，进一步优化公司养猪业务的区域布局，

促进养猪业务精细化管理和内部良性竞争，也有利于尽快提升后进单位生产经营水

平，形成发展新格局。 

���请问近期出栏肉猪体重情况？ 

答：高温天气对养殖业影响较大。近期全国多地高温天气创下历史记录，受高温

影响，生猪采食量减少，生长速度变慢，出栏均重有所降低。待入秋天气转凉，肉猪

采食量边际改善，适合长膘育肥，预计下一阶段肉猪出栏均重会有所提升。 

���请问近期行业补栏情况如何？ 

答：短期来看，行业补栏速度可能有所减缓。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6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 4277 万头，环比增长 2%。7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4298 万头，环比增长 0.5%。相比 6 月份，7 月份增速有所减

缓。根据第三方市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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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持续高温干旱缺水影响，公司西南区域单位部分种猪场用水紧张，现通过洒

水车、罐车拉水、增加新的取水点等多种方式，同时与当地自来水厂沟通，增加自来

水供水管道容量，保障畜禽供水。 

近日天气转凉，四川部分区域开始下雨，干旱缺水、高温天气限电情况将会有所

好转。 

���请问目前非洲猪瘟疫情是否仍有影响？ 

答：现阶段，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并未完全消除，呈点状散发态势，非洲猪瘟疫

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但与过去两年相比，公司已重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疫情防

控水平不断提高，猪场较为稳定，猪只健康度大幅提高，总体处于可控水平。本轮南

方雨季期间，公司提前做好疫情防控预案，并严格执行和落实，做细每个防控环节，

防控效果显著。公司也会持续梳理生物安全防控体系，保持大生产稳定。 

���请问公司目前如何看待非洲猪瘟疫苗？ 

答：目前公司暂未考虑使用非洲猪瘟疫苗。针对非洲猪瘟疫苗的研发进程，公

司保持高度的关注，但目前的工作重心仍聚焦在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的建立、完善及

落实管理上，现阶段生物安全防控体系有效。公司重构生物安全防疫体系后，有信

心常态化防控好非洲猪瘟疫情。 

���请问公司经营策略和出栏节奏是否会随着猪价短期波动而大幅调整？ 

答：公司有专门专业的部门和人员，跟踪、分析、研究市场猪价情况和趋势。但

影响猪价的因素较多，市场数据繁杂，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很难准确判断短期猪价

走势，且生猪养殖的流程较长，公司的经营策略和出栏节奏不会受到短期猪价变化

的干扰。过分关注猪价短期变化，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管理的节奏。公司会将短

期价格分析作为参考，但总体上坚持自己的生产节奏，均衡投苗和产出，努力控制成

本水平，构筑成本竞争优势。只有成本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才能在市场中长久生存发

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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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公司目前养猪养殖小区成本优势是否已充分体现？ 

答：按照公司前期成本效益测算，自建养殖小区的“公司+现代养殖小区+农户”

模式与“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相比，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和成绩，在

成本控制上更有优势。“公司�现代养殖小区�农户”模式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契合政府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基调。公司正在积极沟通，充分利用政府乡

村振兴基金、社会资金等资源，进一步探索和优化这种模式，减轻公司投资压力。 

目前养殖小区运营时间不长，规划化和标准化程度不够高，投产批次不多，且公

司前期聚焦于非洲猪瘟疫情等疫病的防控，小区的运作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管理流

程有待进一步梳理，不同养殖小区生产成绩高低不一，部分养殖小区发挥了其成本

优势，部分养殖小区整体运作管理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整体处于逐步完善提升和

磨合的过程。 

目前非洲猪瘟疫情处于常态化防控阶段，公司有更多的精力，总结优秀养殖小

区的经验，研究和解决好养殖小区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养殖小区的管理，提升养殖小

区运作水平。 

公司现已将加强养殖小区管理作为下阶段的重点工作之一，提升养殖小区运作

水平，发挥出其应有优势。近期公司已组织多场专题会议，不断总结经验，规范和优

化梳理养殖小区的管理流程，继续探索和完善养殖小区管理模式与体系，提高管控

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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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不同，考核内容也有所区别。 

高层主要考核经营业绩，以结果为导向，包括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和对应管理模

块的价值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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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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干部和员工以过程考核为主，主要考核所负责阶段的生产成绩等指标。  

���请问头部养猪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竞争？ 

答：生猪养殖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行业，从业者众多，市

场空间巨大，规模超万亿元。 

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爆发后，行业集中度有所提升，但目前国内养猪行业仍以

中小养殖户为主，市场集中度不高，单个规模化企业年出栏量市场占有率仍然较低，

猪价主要受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影响。目前各大头部养猪公司暂不存在直接竞

争。 

（三）养鸡业务 

��近期黄羽肉鸡价格走强，请问公司如何看待 ���� 年下半年盈利能力？原因是什

么？ 

答：根据前期产能去化情况来看，短期内黄羽肉鸡行业景气向好格局有望持续。 

（�）行业竞争能力 

受饲料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影响，社会养鸡成本整体提高，养殖投入和难度增大。

对公司而言，6 月份毛鸡出栏完全成本上升至 7 元/斤左右，7 月份降至 6.9 元/斤，养

鸡成本保持行业优势地位，行业竞争能力强。 

（�）鸡价行情上涨 

自 6 月份起，黄羽肉鸡售价持续提升，7 月份毛鸡销售价格近 8.2 元/斤，8 月份

鸡价也在高位运行，单只盈利较为可观。 

从供给端来看，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黄羽肉鸡行业已持续低迷两

年有余。根据第三方机构预测，前期行业产能已去化较为充分，现已开启新一轮上

行通道。短期内供给偏紧格局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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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端来看，一般而言，肉鸡下半年消费好于上半年，是黄羽肉鸡消费的传

统旺季，9 月份学校开学等拉动消费需求，且下半年传统节日较多，尤其是天气入秋

后逐步转凉，消费大概率边际改善，市场行情季节性反弹明显。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肉鸡养殖企业之一，目前黄羽肉鸡行情仍处景气区间，短期

需求可能受到疫情和高温等影响有所抑制，但行业景气向好格局有望持续，公司养

禽业务预计能够获得正常合理的收益。 

��请问公司目前单只肉鸡能赚 ��� 元吗？ 

答：公司 7 月份毛鸡出栏完全成本降至 6.9 元/斤，7 月份毛鸡销售价格近 8.2 元

/斤，平均单只鸡体重约 4 斤，单只盈利超 5 元/只。8 月份鸡价持续在高位运行，并

有上涨趋势，经查询公司 8 月 23 日销售价格，平均鸡价达 8.8 元/只，若按照 7 月份

成本大致测算，平均单只盈利约 7-8 元/只。需要提醒的是，以上仅为简单测算，不

代表公司对业绩的承诺，具体售价请关注公司每个月披露的主产品销售情况简报，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销售简报中披露的毛鸡出栏价格与新牧网等第三方数据存在差异，请问主要

差异原因在哪？ 

答：投资者一般选用新牧网等第三方中速鸡数据，来大致观察黄羽肉鸡的价格

趋势，但公司销售简报中披露的毛鸡出栏价格，包含快速鸡、中速鸡和慢速鸡等各

类品种，其中快速鸡和慢速鸡占有一定比例。两者在统计口径上存在较大差异。 

��请问公司目前白羽肉鸡布局进展如何？今年已出栏多少？ 

答：公司禽类养殖主要品种为黄羽肉鸡，白羽肉鸡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前期产

能建设和探索阶段。 

2021 年公司部分白羽肉鸡项目配套种场和肉鸡场已陆续建成投产，全年共销售

约 620 万只，相比黄羽肉鸡规模，体量较小。今年 1-7 月，公司已出栏白羽肉鸡 850

万只左右，相比去年增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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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公司会继续推进白羽肉鸡布局，并做好屠宰等相关配套工作。 

（四）其他业务 

��请问公司二季度温氏投资业务有多少收益？预计全年盈利水平如何？ 

答：温氏投资业务覆盖 PE/VC 投资、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及期货投资、金融资产投资等。 

随着资本市场行情有所回暖，二季度温氏投资业务盈利近 3 亿元。7 月份至今，

温氏投资又新增多个项目获 IPO 上市。现阶段市场行情震荡，无法判断下半年市场

行情，故很难精确预计投资业务全年盈利水平。 

（五）其他方面 

��请问公司前期可转债达到强赎条件后，未选择提前赎回，主要基于哪些方面考虑？

近期公司股价较好，若 �� 月 �� 日后再次触发强赎条件，请问公司是否会行使提前

赎回权利？ 

答：2021 年一季度末，公司共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9297 万张可转债，合计总发

行金额为 92.97 亿元。 

公司决定不行使赎回可转债的权利，且承诺 3 个月内不行使提前赎回权利，主

要考量为给投资者留有充裕的时间有序转股，避免造成股票和可转债价格大幅波动。 

截至 8 月 23 日数据，公司可转债尚余 7739 万张，合计 77.39 亿元，已转股 15.6

亿元，转股比例约 17%。 

可转债转股是降低公司负债率的有效手段之一，可转债的最终目标仍是转股。

公司的总体基调是无论对于哪一类投资者，都希望有序交易、有序转股。若 10 月 20

日后再次触发强制赎回条件，公司不排除行使提前强赎权利的可能。当然，具体是否

行使提前赎回权利，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决定。 

��请问公司资本开支情况、下半年和明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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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约 40-50 亿元。上半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约 15

亿元，主要投向可转债募投项目、在建尚未完工项目等，类型上聚焦于猪业养殖小

区、生猪屠宰项目和养鸡项目等。 

近期公司主业包括鸡、猪、鸭等业务行情均有所好转，现金流持续变好，公司资

金压力较小。下半年，公司也会根据现有经济能力，增加种猪和肉猪存栏量，努力完

成出栏规划。 

对于 2023 年，目前公司尚无明确的资本开支规划，当前主要任务还是充分利用

好现有产能，努力提高公司行业竞争力水平。 

��关注到公司一季度有较大规模存货跌价准备，二季度冲回部分金额，请问是否已全

部转回？ 

答：按照会计准则，随着猪价上涨，至二季度末，一季度减记肉猪存货价值的影

响因素已经消失，绝大部分存货跌价准备已转回。二季度末，公司财务报表中“资产

减值损失”项目仅约-440 万元，可以忽略不计。 

��请问公司现在内部工作氛围如何？ 

答：近两年，行业处于低迷期，正是公司内部管理的改革期和机遇期。公司加

强干部员工管理，既从思想上引导、从关爱中激励，也从审计监察和问责处理中树立

正气，做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打造风清气正的正能量环境。随着

生产、经营持续好转，公司干部员工信心和干劲十足，整个公司形成你追我赶、勇于

担当的正能量氛围，为公司生产经营反转提供了文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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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28 日 

  



 

13 

附件清单： 

参与单位名称 参与人员  参与单位名称 参与人员 

富国基金 刘莉莉、厉叶淼、于洋、汪孟

海、李晓铭、曹文俊、王园园、

赵宗俊、李琰、徐哲琪 

 景林资管 蒋彤、金美桥、王雄、高翔、吴

玉强、雨晨 

国投瑞银基金 吉莉、张潇涓、钟婷霞、冯新

月 

 前海开源基金 章俊、吴国清、陆琦、刘智博 

汇添富基金 杨涛、何彪、刘通、温琪、劳

杰男、谢昌旭、顾耀强、李超、

张伟、黄耀峰、田立 

 财通基金 沈犁、夏钦、曹玉龙、张胤、李

佳丰 

鹏华基金 李韵怡、谢添元、梁浩、朱睿、

金笑非、邱成岳、杨雅洁、戴

钢 

 兴证全球基金 翟秀华、闫兆虎、李杰、卜学

欢、陈红、厉之千、葛兴浪、谢

芝兰、田志祥、张睿、虞淼、朱

喆丰、石广翔、郭超瑾、杨宇

辰、陈玲、薛怡然、黄志远 

广发基金 陈少平、李耀柱、孙琳、王伯

铭、李元才 

 博时基金 蔡滨、汪洋、唐亮、刘锴、姚爽、

王诗瑶 

交银施罗德基

金 

芮晨、张雪蓉、邱华、傅爱兵  景顺长城基金 陈莹、李曾卓卓、徐栋、唐翌 

大成基金 刘旭、韩创、郑少芳、朱亭霖、

齐炜中、魏庆国、李燕宁 

 广发证券 王乾、钱浩、郑颖欣 

开源证券 陈雪丽、李怡然、尤奕新、李

凰、李宣萱 

 民生证券 徐菁、张心怡、张馨月、詹雯 

华创证券 陈鹏、张皓月、施嘉玮  天风证券 吴立、陈潇、陈炼、贾西杰 

国海证券 程一胜、王思言、何雨  - - 

注：限于篇幅，部分机构和投资者未收录参会人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