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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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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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为公司组织的 2023 年半年报业绩解读电话会议，国泰君安证券、工银瑞信基

金、广发基金、中银基金、景林资管、淡水泉投资、和谐健康保险、Millennium Capital

等 166 家机构共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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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公司无法保证所有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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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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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介绍 

（一）财务和产品销售情况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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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工作 

二季度，公司按照原定计划，重点开展春夏转季、防暑降温、雨季防疫、异常天

气应急处理等工作，加强基础生产管理，畜禽养殖业大生产总体稳定。禽业生产成绩

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尽管猪业受到区域性、阶段性疫病侵扰，但得益于较为扎实的

基础管理，关键生产指标持续向好。肉猪、肉鸡养殖成本持续下降，整体生产经营保

持正常状态。 

1.猪业方面 

二季度以来，公司有序开展重大疫病防控、转季管理等基础生产管理工作，生产

总体保持稳定，公司猪业整体进入良好的生产状态。 

公司以确保种猪质量为首要前提，按照计划稳步增加能繁母猪数量，7 月末已增

加至 152 万头，后备母猪约 60 万头。接下来，公司将继续按照年初计划，在保障种

猪质量的前提下，优化能繁母猪结构和体系，强化后备猪饲养管理，重点提升能繁母

猪的生产成绩，为实现未来出栏规划提前做好准备。 

7 月份，公司配种分娩率提升至 83%，窝均健仔数达到 10.9 头，处于近几年较

高水平；PSY稳步提升至近 22。公司按照正常节奏稳步增加投苗，二季度单月投苗

量均超 240 万头，7 月份达 260 万头。二季度以来，肉猪上市率维持在 91%-92%。 

二季度以来，公司各单位全方位挖掘猪业降本空间。二季度公司肉猪养殖综合

成本约 8.5 元/斤，7 月份降至 8.2 元/斤左右。公司表现最好的省级区域养猪单位，7

月份肉猪养殖综合成本约 7.3 元/斤。根据财务部门初步统计，8 月份进一步降至 8.1-

8.2 元/斤。未来几个月，若生产保持稳定，公司养猪综合成本有望快速降至 8 元/斤

以下。 

公司目前确定猪业增量优先发展的几大原则，分别是效益优先、优先发展生产

稳定区域、优先利用现有产能。公司将继续压实基础生产管理，巩固疫病防控优势，

聚焦解决问题，以先进单位带动后进单位，缩小各单位养殖成本方差，确保整体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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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实现，力争生猪养殖竞争力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后续随着饲料原料价格和

猪苗生产成本逐月下降，也会逐步体现在养猪成本上。 

2.鸡业方面 

今年以来，公司肉鸡生产持续保持稳定，上市率 94%-95%，持续保持在较高水

平。二季度公司肉鸡销售渠道畅通，生产经营稳定。 

二季度，公司毛鸡出栏成本约 6.9 元/斤。7 月份降至 6.6 元/斤左右。近期随着肉

鸡消费进入传统旺季，黄羽肉鸡价格上涨，预计 8 月份能够获得合理的利润。 

公司稳步开展禽业转型升级，发展鲜品屠宰、预制菜、白羽鸡和蛋业等业务，

以上业务上半年均实现盈利。 

3.资金方面 

一直以来，公司以稳健经营为首要原则，加强资金和现金流管控。截至二季度

末，公司资产负债率约 61%，相比一季度末略有提升，主要系业绩亏损等所致。7 月

份已降至 61%以下。 

目前公司资金储备较为充裕，7 月末公司各类可用资金约 80 亿元，其中非受限

资金超 50 亿元。现金储备略有减少，主要系偿还部分有息借款、长短债置换、分配

现金股利等原因所致，以上措施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利率水平，降低财务费用。公司融

资渠道丰富，已申请未使用的各类融资工具种类和额度较多，公司也在尝试加大供

应链金融等工具的使用。 

上半年，公司经营性

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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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董事会“固本强基，稳健发展”的总基调，紧紧围绕

“强化经营优势、加大改革力度、提升治企成效，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的工作主

线，以“焕发模式新动力”为核心任务，重点抓好大生产稳定、降本增效等工作，筑

牢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 

经营方面，坚持均衡销售，确保畜禽产品销售畅通。加强营销管理，优化营销策

略，完善和规范合约销售，积极开展端对端大客户合作，构建营销渠道网络，实现营

销渠道下沉，促进销售直达终端。同时，加强饲料原料市场行情研判，做好原料库存

管理，确保供应安全。把握行情机遇，发挥集采优势，深挖原料替代优势，努力控制

饲料成本，持续推动降本增效。加强风险管控，如资产、食品安全、环保和信息安全

等，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正气方面，公司从严治企成效明显，主要从审计与问责、思想引导、关爱员

工等方面，加强警示教育和责任文化思想教育，提高干部员工思想认识，做到关爱和

严管并重，持续改进工作作风，践行“责任文化”，营造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积极

向上、风清气正的正能量氛围和企业文化。 

模式方面，公司依托紧密型“公司+农户”模式，带动农民奔康致富，有力促进

乡村振兴，相关模式获得各级政府欢迎和支持。公司现成立“公司+农户”模式迭代

升级领导小组、模式研究中心，全面落实“焕发模式新动力”相关工作，如总结推广

“政银企村户”五方共建模式和“政银企村”四方共建模式，积极参与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实现多方共赢。 

（三）下半年展望 

1.鸡猪行情判断 

从过往经验来看，8-10 月份为肉类产品传统消费旺季。受学校开学、下半年喜

庆节日宴请较多、居民饮食习惯等因素影响，季节性消费需求较为旺盛。公司预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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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肉类整体行情较好，鸡猪价格应好于上半年。按照公司惯例和前期投苗，下

半年鸡猪主产品销售量均多于上半年，预计整体呈现产销两旺、鸡猪并进的状态。 

2.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 

公司维持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目标不变化。公司仍以稳健发展为原则，向内要

效益，多渠道增收增效、多环节挖潜降本。最主要的还是强抓疫病防控和基础管理，

提高后进单位的生产成绩，确保大生产稳定，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3.小结 

今年是公司创业 40 周年。在过往的发展历程中，公司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周期。

每轮周期结束后，公司均能迎来新的发展。未来养殖行业的竞争是成本、质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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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肉猪养殖综合成本口径中已包含养猪业务的各项费用，但未包含公司

总部费用。 

未包含总部费用的主要原因如下：公司业务众多，包括肉鸡、肉猪、肉鸭、蛋

鸡、鸽子等的养殖及其产品的销售。除此以外，公司还围绕畜禽养殖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经营畜禽屠宰、食品加工、现代农牧设备制造、兽药生产以及金融投资等业务。

公司总部赋能和管理所有下属业务单位，其产生的费用很难科学、准确地分摊至各

业务及其产品成本中。 

3.请问公司目前肉猪养殖小区是否已体现出成本优势？单个肉猪养殖小区的规模大

概为多少？ 

答：（1）成本优势 

公司养猪“公司+现代养殖小区+农户”模式探索时间不长。目前，公司肉猪养

殖小区整体上尚未体现出明显的成本优势。各养殖小区之间成本差异较大，部分管

理较好的养殖小区，相比“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存在较为明显的成本优

势，但仍有部分养殖小区成本较高。部分养殖小区成本较高的原因主要系未满负荷

生产、小区管理流程和管理经验存在进一步优化及提升的空间等。 

目前，公司重点考虑如何快速提高养殖小区的产能利用率，如何快速做好养殖

小区的精细化、统一化和标准化管理工作，理顺养殖小区管理的有效方式和流程，向

优秀的养殖小区学习成功管理经验，加大力度提升落后养殖小区生产成绩和水平。

未来随着落后养殖小区生产成绩逐步提升，整体成本改善空间较大。 

（2）小区规模 

根据公司前期养殖小区建设标准，标准的单个养殖小区设计年出栏肉猪规模约

6 万头。但在发展初期，养殖小区存在自建和他建两种方式，并未严格按照建设标准

进行建设，有的养殖小区达 10 万头以上规模，也有养殖小区仅年产 2 万头左右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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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问疫病等主要对肉猪养殖成本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答：疫病对肉猪养殖成本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疫病防控需要增加洗消、人力

等成本。疫病会影响猪群的上市率，若生猪因疫病导致死亡，死亡猪只的成本将由出

栏上市的活猪进行承担，进而表现为出栏肉猪整体养殖成本增加。 

5.请问公司目前猪场竣工产能和有效饲养能力约多少？ 

答：近几年，公司种猪场产能储备较多，产能利用率较低，因此公司优先利用好

现有种猪场产能，未大幅增加种猪场产能，现阶段主要增加育肥端饲养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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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满足公司未来几年出栏规划目标，公司

通过新建养殖小区、新增合作农户、升级改造合作农户养殖场等诸多方式和渠道，努

力提升肉猪饲养能力，持续发展和优化养殖资源，满足业务发展需求。现阶段公司

肉猪有效饲养能力（含合作农户、家庭农场及现代养殖小区等各类方式）已提升至

3300 万头，为未来增加出栏量提前做好准备。 

（二）养鸡业务 

1.请问公司目前白羽肉鸡发展情况？ 

答：近几年，公司开始积极布局和探索白羽肉鸡行业，建立有专业的白羽鸡育种

公司。白羽肉鸡业务起步较晚，尚需一定的时间进行探索、培育和积淀。与公司黄羽

肉鸡主营业务体量相比，目前白羽肉鸡体量较小，但增速较快。上半年公司白羽肉

鸡业务实现盈利。 

公司将按照原计划，积极布局白羽肉鸡行业，复制黄羽肉鸡的成功经验，逐步增

量，进一步巩固公司禽业整体优势。 

（三）鸡猪综合 

1.请问公司上半年鸡料、猪料中玉米和豆粕的占比分别为多少？ 

答：受生物特征和饲养方式的影响，肉鸡和肉猪饲料营养配方存在差异。 



 

8 

上半年，鸡料中玉米约占 40%，豆粕约占 6%；猪料中玉米约占 45%，豆粕约占

3%。整体而言，上半年公司所用豆粕较低，主要使用杂粕等优势原料进行替代。 

2.近期饲料原料价格波动较大，请问公司对饲料原料后续价格如何展望？公司如何

安排原料采购节奏和策略？公司饲料原料一般保持多长时间的库存量？ 

答：（1）饲料原料价格展望 

近期部分主要饲料原料价格波动较大，如豆粕、玉米、小麦和糙米混合物等均有

不同程度的上升。饲料原料主要受供需关系影响，还可能受国际地缘关系等阶段性

影响。下半年大宗原料价格趋势较难预测，但按照畜禽养殖行业需求来看，后续饲料

原料价格不排除维持在较高位置的可能性。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请注意投资风险。 

（2）采购节奏和策略 

公司采用“集中采购为主”的采购模式，由公司采购中心统筹安排采购节奏。采

购中心协同养殖端和饲料配方研究单位，根据各类原料的需求量、库存量及市场的

价格波动，定期进行测算和研讨，以确定阶段性采购计划。 

公司总体上采用均衡采购策略。公司也会通过一些远期合同，提前锁定未来饲

料原料价格，保障原材料稳定供应。 

（3）饲料原料库存 

公司不同饲料原料品种的库存时间不同，短的有 20 多天，多的可能长达 2 个

月。平均而言，公司饲料原料至少保持一个月左右的库存量。 

3.请问为何肉鸡行情波动比肉猪行情波动快？ 

答：不同肉类品种市场行情波动主要与生产时间、资本市场支持力度等因素有

关。鸡周期往往呈现大周期套小周期的特点。肉鸡行情波动比肉猪行情波动较快，可

能有以下原因： 

（1）肉鸡生产时间较短，行业补栏速度较快。肉猪养殖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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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前资本市场中，黄羽肉鸡上市公司远少于肉猪养殖上市公司。肉猪养殖

企业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能力显著强于黄羽肉鸡养殖企业。一旦行业进入低迷周

期，非上市黄羽肉鸡企业获取资金的能力较弱，行业产能去化速度较快，行业行情轮

换和波动较快。 

（四）其他方面 

1.请问温氏投资业务上半年盈利如何？主要体现在财务报表中的哪些项目中？ 

答：上半年，温氏投资整体实现 4-5 亿元利润。温氏投资业务业绩在财务报表中

大致体现在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管理费用等几项。其中投资收益中“交易

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等两

项主要为温氏投资所影响。换句话说，“投资收益”项目中仅有部分内容为温氏投

资经营业绩。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形成的浮盈浮亏，并非真实亏损，基本也为温氏

投资所产生。除此之外，温氏投资所产生的管理费用归集到合并报表中的“管理费

用”项目，较难进行拆分。以上仅为大致对应，供各位投资者参考。请注意投资风

险。 

2.请问公司上半年能繁母猪数量有所增加，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生产性生物资产”项

目却有所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答：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种鸡、种鸭、种猪、种鸽和奶牛等品类，

上半年生产性生物资产项目有所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上半年公司转让乳业部分股权，

奶牛业务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奶牛存栏值减少为 0。具体可详见公司半年报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23、生产性生物资产”等相关内容。公司上半年

种鸡和种猪存栏值均有所增加。 

3.请问公司未来如何安排分红？ 

答：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是温氏股份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目前公司建立了利

润分配基本原则和框架。在实现盈利的年份，公司拟将每年净利润的 40%-50%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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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再投资发展，50%-60%用于股东分红和回购股票。在股价较低时，公司会选择

适当回购股票，主要用作股权激励计划或注销，在实现员工激励的同时保持股东持

股比例相对稳定。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分红可能会存在阶段性差异，但公司会尽量

保证基本的分红比例和分红数量。以上利润分配原则和框架，是公司目前从经营管

理角度做出的框架性安排，不代表对投资者利润分配的承诺。请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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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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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单： 

参与单位名称 参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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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盈资产 杨南翔  陆家嘴国际信托 叶柯辰 

中天汇富基金 许高飞  泰康养老保险 杨韵 

永诚保险资管 徐荣正  天猊投资 曹国军 

永唐盛世私募基

金 

杨燕  亨通伟德投资 毕太伟 

国投泰康信托 王之鑫  懿德财富投资 鲍志铖 

易知投资 王晓强  天合投资 白永平 

东亭资产 王宪策  中信建投资管 张燕 

中海晟融资管 夏天  相生资管 张涛 

益和源资管 魏炜  合煦智远基金 张夺 

景顺基金   林洁  诚盛投资 胡蓉 

创金合信基金 梁雪  摩根资管 何琳 

煜德投资 李昀  中航基金 方岑 

润晖投资 李勇  裕晋投资 陈鑫 

金光紫金创业投

资 

雷静  霸菱投资 孙旭 

恒盈富达资管 唐世豪  星壤资产 赵朝侠 

嘉合基金 方仁杰  星石投资 陈浩然 

牛乎资管 翟英菊  旭松投资 伍信宇 

浙商证券资管 段小伟  银万斯特投资 顾圣洁 

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 
刘佑成 

 
中阅资本 孙韶辉 

中信建投证券固

收 
周博文 

 
众里千寻投资 陈冠宇 

中英益利资管 吴皎灵  维金资管 尹杰 

东北证券固收 胡嘉祥、刘天宇、薛进  野村证券 郭瀚泽 

长江证券 顾熀乾  天风证券 陈潇、陈炼 

中金公司 王思洋、龙友琪、张翔  中泰证券 姚雪梅 

广发证券 李雅琦  华泰证券 熊承慧、詹寿明 

方正证券 邱星皓  中信证券 施杨 

华安证券 王莺、万定宇  招商证券 施腾 

海通证券 巩健、蔡子慕、黄晓明  申万宏源证券 盛瀚、朱珺逸、杨莉 

国盛证券 张斌梅、樊嘉敏、王素芳  华创证券 肖琳、陈鹏、顾超、张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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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LEE AM Wilson Liu  WINFOR 

CAPITAL 

Jinyun Li 

FitchRatings Chloe He  HSBC Global 

AM 

Tim Yip 

Barings Asset Jerry  Goldman Sachs Roy Shi、Christina Qin 

麦格理证券 Rebecca、Sharon  - - 

注：限于篇幅，部分机构和投资者未收录参会人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