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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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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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春季策略会（线下）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长江证券-姚雪梅；南方基金-萧嘉倩、麦骏杰；朱雀基金-王一昊、刘丛丛；国泰基

金-陈亚琼、胡运昶；泰康资产-卢凯、林子君；中银基金-李丽洋、杨亦然；广发基

金-陈樱子、吴敌；新华资产-李琰、杨思思；天弘基金-胡东；景顺长城基金-唐翌；

嘉实基金-汤舒婷；中欧基金-韩婧；华泰柏瑞基金-刘芷冰；平安基金-何杰；融通基

金-陈顺；鹏扬基金-朱悦；长盛基金-吕睿竞；中邮基金-任慧峰；申万菱信基金-廖明

兵、王昱；金鹰基金-潘李剑、蒋程浩；九泰基金-张洪耀；华夏基金-刘睿聪；天治

基金-张歌；汇安基金-任望宇；国华人寿-刘翔宇；国寿资管-麻锦涛；重阳投资-陈瑶；

东吴基金-郑蔚宇；中加基金-何英慧；信泰人寿-云昀；兴银基金-乔华国；农银汇理

基金-李芳洲；民生加银基金-孙常蕾；华创证券自营-谭迎庆；厚方投资-段国钰；国

寿安保基金-熊靓；永安国富资管-郑希涛；泰信基金-张振卓；融创智富资管-汪心怡；

仁布投资-吴齐；华安证券自营-叶群；煜德投资-程跃；英大信托-卜文凯等 55 位机

构投资者。 

时间 2022 年 3 月 3 日 

地点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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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猪综合 



 

 

1.请问公司肉鸡和生猪屠宰业务发展现状？ 

答：近几年，基于国家政策引导及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公司大力发展和战

略布局肉鸡和生猪屠宰业务，延伸产业链，平滑鸡、猪周期波动。 

（1）公司自 2017 年开始布局肉鸡屠宰业务，并稳步推进转型升级战略，屠宰

年产能由去年的单班 2.65 亿只提升至单班 2.85 亿只左右。 

（2）公司自 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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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猪屠宰竣工产能由去年的 150 万头提升

至 250 万头左右。 

受限于肉猪低迷行情，相较于前期产能规划，公司放缓了相关资本投入进度，

储备充裕的资金，保存应对行业低迷期的实力。未来，待行情好转，公司会按照原

定规划，持续推进肉鸡和生猪屠宰加工业务的布局和发展。 

（二）养猪方面 

1.请问公司所用养猪“完全成本”和“综合成本”概念在口径上是否存在差异？如

有，差异主要在哪？ 

答：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为加深投资者了解，再一次对两种口径做如下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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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成本=完全成本+其他盈亏，其中其他盈亏主要为母猪死淘成本、相关计

提事项等几项内容。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2.请问公司肉猪上市率是否提升明显？现阶段为多少？ 

答：相比 2020 年，公司肉猪养殖上市率回升趋势明显，近几月稳步提升至 88%

左右（大致对应 6 个月前投苗仔猪的上市率）。 

3.请问公司现有养猪“公司+现代养殖小区+农户”模式年饲养能力为多少？前期运

营效果如何？ 

答：公司现有养猪养殖小区年有效饲养能力约 500 万头，其中公司出资自建约



 

 

150 万头，租赁他建的（含与政府、农户合作建设等多种模式）饲养能力约 350 万头。 

在养猪业务上，公司推广并大力发展“公司+现代养殖小区+农户”模式时间尚

短。除去前期规划设计、工程建设等时间，实际投产运营时间不长，运作管理尚不

成熟，目前尚未达到理想最佳状态，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公司将继续探索和完善养

殖小区管理模式与体系，研讨更为合适科学的资本投入结构，梳理顺畅相关运作流

程，发挥出应有的成本优势。待运营流程通畅，再针对性对比分析相关成本差异。 

4.请问公司对 2022 年猪价如何判断？ 

答：近期猪价较低，行业处于持续产能去化阶段。 

从供给端来看，去年 10 月份产能有部分去化，但持续时间较短，产能尚未完全

出清，目前处于周期底部震荡过程中。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数据

来看，当前存栏量依然高于调控上限，养猪产能去化还将持续，未来行情走势主要

看产能去化的时间长度和深度。 

从需求端来看，按照往年经验，春节过后一般为猪肉消费传统淡季。同时，叠

加新冠肺炎疫情散发，也对居民消费有所抑制。 

初步预计，2022 年上半年猪价维持在较低位置，行业产能去化加快。乐观估计，

2022 年三季度后猪价有可能进入下一轮周期的上行通道；悲观估计，2022 年仍处于

社会平均盈亏平衡线位置，可能需要 2023 年才能进入下一轮周期的上行通道。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行业存在一致性预期时，实际情况或许与预期存在偏差。 

以上为现阶段的分析，仅供参考，具体何时进入下一轮周期，无法精确判断，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养鸡方面 

1.请问公司 2022 年肉鸡（含毛鸡、鲜品和熟食）总出栏量目标为多少？其中鲜品和

熟食目标为多少？ 

答：未来几年，公司肉鸡业务预计每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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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规划公司 2022 年销售鲜品近 2 亿只，同比增长 30%以上。熟食 2000 万只

左右，同比提升约 40%。 

2.请问公司肉鸡出栏平均体重为多少？2022 年 1 月份出栏成本是多少？2022 年全年

成本目标为多少？ 

答：公司生产肉鸡种类较多，从生产速度上来看，有快速型、中速型和慢速型，

不同品种之间标准体重存在差异。整体来看，公司出栏肉鸡（含毛鸡、鲜品和熟食）

平均体重较为稳定，约 4 斤/只左右。 

公司养禽业务部分核心指标连续多月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成本优势明显。近期

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公司 2022 年 1 月份毛鸡出栏完全成本为 6.5 元/斤左右，

成本控制较为理想，总体实现盈利。 

公司将努力持续做好养殖生产管理，巩固行业竞争优势，2022 年毛鸡整体出栏

完全成本目标为 6.1 元/斤。 

（四）其他方面 

1.后非瘟疫情时代，请问公司是否会调整现有养殖模式为自繁自养模式？ 

答：后非瘟疫情时代，公司认为，每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防控疫情保证

大生产稳定是降低成本、获取利润的基础。而疫情防控最重要的是做好生产管理，

重在做实做细和一贯坚持。实践证明，公司现有经营模式同样可以实现有效防疫。 

在经营模式上，公司与农户合作三十多年，经验丰富，短期内公司大的方向不

会改变，仍以与农户合作为主要方向，尤其是国家多次提出“共同富裕”和“乡村

振兴”战略，公司会坚持采用“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及“公司+现代养殖小

区+农户”的模式。 

过去两年，合作农户的老旧猪场已按照公司的标准和要求完成升级改造，新建

设的养殖小区设备设施配套齐全，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较高，便于集中管理，防控



 

 

能力大大增强。 

公司愿继续与农户共同成长，带动农户一起共同富裕，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2.请问公司 2022 年资本开支计划为多少？主要投向哪些类型项目？ 

答：当前公司现有产能充裕，可以能够满足公司现阶段发展。考虑到目前猪业

低迷的行情，公司资本开支相对谨慎，保存资金实力。公司 2022 年资本开支初步计

划为 40-50 亿元，相比去年略有减少，主要投向为可转债募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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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阶段不

会加大种猪场投资建设，主要致力于达产满产，利用好现有产能。 

3.公司多次强调，坚持从严治企，请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2021 年和 2022 年，对公司而言，“严”字当头，公司连续两年将“从严

治企”作为年度工作主线之一。公司采取各种方式，持续推进从严治企，摈弃企业

不良风气，增强干部员工危机感和责任感，公司整体风气焕然一新。 

公司建立并实施主产业关键指标预警机制和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和监督评

价机制；建立并执行“今冬明春重大生产问题责任追究”条款，并及时依规追究处

理责任人；完善监察与审计制度，加强对违规行为的追责处理；加强干部管理和监

督，建立利益关联人申报制度；提升审计专业能力，加强工程审计监察和财务核查，

强化审计结果应用和问责机制，从严从速处理失职、不作为和违规违纪行为。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3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