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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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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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农业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中信证券等 128家机构共 145位国内外机构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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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请投资者注意。 

时间 2022 年 7 月 8 日 

地点 温氏股份总部 20 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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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到近期公司养猪业务成立了猪业三部，请介绍下具体情况？ 

答：近期，公司在猪业一部、猪业二部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成立猪业三部，

符合公司“聚焦经营、坚定改革、从严治企，积聚企业新动能”的年度工作主线，

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养猪业务的区域布局，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有利于推进养猪

业务精细化管理，也有利于促进事业部之间的良性竞争。 

公司养猪业现已形成南部（猪业一部）、东中部（猪业二部）及西北部（猪业

三部）三大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2.请问公司 2021年三季度和四季度能繁母猪数量？目前能繁母猪是否按照原定年底

计划逐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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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21 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公司当时的主要工作为提升种猪质量、优化种群

结构，能繁母猪总体数量保持稳定，均维持在 100-110 万头。 

公司规划年底能繁母猪增加至 140 万头左右。二季度以来，公司严格按照原定

计划稳步落实留种计划，6 月底能繁母猪已提升至接近 120 万头左右。未来，公司

将持续提高能繁母猪数量，进一步优化结构和提升质量。 

3.公司目前养猪业务 PSY达到 20左右，请问未来将在哪些环节上进一步提升这项指

标？ 

答：PSY 等生产指标主要与能繁母猪群体的质量和结构有关。 

质量上，公司将逐步淘汰质量相对较差的种猪，优中选优，进一步提升整个群

体种猪质量。 

结构上，公司将持续推进种猪结构优化。非瘟前公司主要使用二元母猪和三系

杂交配套相结合的能繁母猪结构。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为快速补充母猪，公司增

加了三系杂交配套母猪的使用比例。未来，公司将回到以二元母猪为主、三系杂交

配套母猪为辅的父母代种猪结构。 

4.请问相比于非瘟前，目前行业中能繁母猪的质量是否已完全恢复？ 

答：2018 年以来，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爆发，母猪被动去化。为快速补充母猪，

行业采用多种方式，以暂时牺牲母猪质量为代价，增加母猪数量，提升肉猪出栏规

模。 

近一年来，各大猪企已摸索出经验，多通过构建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等方法，做

好非瘟疫情防控，整体生产较为稳定。叠加猪价持续下行，行业逐步淘汰低效母猪，

优化种猪群体结构，提升母猪群体质量。 

公司目前育种体系恢复正常，种猪生产性能处于逐步恢复过程中，但与非洲猪

瘟疫情发生之前相比，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公司也将继续优中选优，提高种猪

选育标准，提升母猪群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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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问公司目前单月仔猪投苗量约为多少万头？ 

答：公司近几月单月仔猪投苗量约为 170-190 万头左右，未来将综合市场行情

预期、公司产苗能力和资金现金流等因素，决定是否进一步增加投苗量。 

6.请问公司今年下半年出栏量计划是否有所调整？ 

答：一般而言，肉猪自投苗至出栏需要 6 个月左右，现在已步入 7 月份，6 月份

投苗已结束，即意味着今年的上市量已基本确定，下半年出栏量计划未有大的调整。

接下来就是做精做细生产基础工作，努力提升育肥环节上市率水平，提高出栏量。 

7.请问生猪养殖行业各项生产指标何时能够恢复至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前的水平？ 

答：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爆发之后，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行业多已建

立严格有效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提升疫病防控能力和水平，但各个猪场防控水平

存在一定差异，防控效果高低不一，且目前非洲猪瘟疫情并未完全消除，仍点状散

发侵扰猪业生产，生产指标距离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前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二）养鸡业务 

1.公司养鸡业务成本在行业中竞争优势明显，请问公司未来主要通过哪些方面进一

步压降生产成本？ 

答：（一）近年来，公司养鸡业务生产成绩保持稳定，上市率、料肉比等核心

生产指标连续多月处于公司历史高位水平，在行业中竞争优势明显，成本控制在行

业中保持优势地位。未来公司将做精做细养禽业务生产过程中的各个流程和环节，

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二）目前饲料原料价格高企，提高了养鸡生产成本。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发挥

集采和高效协同优势，加强原料采购与配方技术联动，努力控制饲料原料价格。这

也是公司未来成本下降的重要方向。 

（三）公司已大力开展降本增效专项活动。随着降本增效效果显现，费用等项

目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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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育种技术研究，提高育种水平，同时优化品种结构，从种源质量、

品种结构等方面降低成本。 

2.请问公司如何判断未来黄羽肉鸡行情？ 

答：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且持续影响消费，叠加产能剧烈增加导致

极限竞争，黄羽肉鸡行业已持续低迷两年有余，产能有所去化。据多方机构分析预

测，本轮鸡周期行业产能已充分去化，叠加饲料原料成本持续上涨，行业补栏能力

和积极性较弱，产能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 

4 月份以来，黄羽鸡市场行情已持续好转。按照往年经验，下半年肉鸡消费好于

上半年。预计下半年鸡价会持续好转，明年也有一定合理的收益。 

（三）其他方面 

1.请问公司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若资金充裕，请问公司会优先用于扩产还是

偿还有息负债？ 

答：公司年初规划 2022 年固定资产投资为 40-50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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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已累计固定资产投资约 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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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在资金可以保证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公司将优先将资金用于增

加种猪和肉猪存栏量，努力完成出栏规划。如果经营进一步改善，公司将会考虑提

前偿还部分有息负债，降低财务成本，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2.据报道，牧原股份与华为合作，推行智能化养殖模式，请问公司是否有相关计划？ 

答：公司一向重视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将其视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关键。经过多年的探索，公司现已打造了 2 地 3 中心的数据管理中心，形成了 8 大

层面的数字化应用体系，其中除了协同办公类、采购、养殖、营销等体系外，还包

括配套物联网技术的养殖设备等智慧养殖体系、面向人工智能的高阶视频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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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智能化养殖，大大降低劳动强度，提升养殖效率。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与华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启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希望在

技术、设备、经营理念、管理意识和数字化经营管理人才培养等，全方面加速打造

数字化体系，立足企业降本增效和转型升级，结合养殖全产业链场景，在数字化应

用道路上不断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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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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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株式会社 

中融国际信托 邵思凝  明世伙伴基金 孙勇 

富果投资 谈建强  混沌道然资产 罗钊 

方正富邦基金 潘丽  汇信资本 陈小玲 

度量资本 罗涛  汇杰达理资本 解睿 

博鸿投资 李永喜  华宸未来基金 黄颖峰 

百年保险资产 李振亚  和谐健康保险 赵宇 

百泓投资 林洲平  和基投资 李逸尘 

安信证券资管 朱文杰  禾丰正则资产 汪亚 

遵道资产 游懿轩  华能贵诚信托 周晓云 

中英人寿保险 黄志评  中汇金投资 石书昊 

国泰证券投资

信托 

黄岚英  中国国有资本

风险投资基金 

刘峻豪 

方正证券 李琛  通用技术投资 潘澍阳 

东方证券 杨春燕  秋阳予梁投资 林志宗 

兴业证券 王卓琳  清华控股 陈禹 

中信里昂证券 Jessie Guo、Crystal Lu、Vivian 

Wang 

 林芝恒瑞泰富

（河清资本） 

高磊 

中信建投证券 刘岚  健顺投资 李亚杰 

中泰证券 戚友石  嘉实国际资产 曹青宇 

GIC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Meng Xu  J.P. Morgan He Lin 

Strategic Vision 

Investment 

Tingting Du  Aspex 

Management 

Yan Yan 

Segantii Capital Louie Lu  瀚亚投资（HK） Kieron Poon 

Point72 Asset 

Management 

Tianyou X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