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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未来两年，在正常行情下，公司畜禽产品均可顺利销售，有较好盈利，取得

较好的经营业绩。 

对于农牧企业，产品价格行情波动对利润影响较大。因此，公司前几期股权激

励，均设置发展型指标，未设置利润指标。公司希望激励对象将重心回归到生产上

来，专心做好生产经营工作，而不是过分关注肉猪、肉鸡产品价格对考核目标的影

响，减少由于市场行情大幅波动对激励对象的工作造成影响，激励干部员工鼓足干

劲，增加有效产出。 

在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中，公司还设置了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但考虑到近年行

业对标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而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此指标无法完全真实反映公

司经营成果的实际情况。基于公司主营业务中禽类、猪类产品占比较高，其他业务

多元发展等特点，公司采用反映实物生产量增长的发展指标，符合公司的目标管理

体系，切实体现公司干部员工的生产经营成果，继而达到激励干部员工的效果。 

公司实施本期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留住优秀的干部和员工，对吸引新进

员工加入和留下也有很大的作用，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稳住经营团队。 

3.请问公司一季度养猪业务微亏的主要原因是？ 

答：主要是价格和成本两方面因素综合所致。价格方面，春节后生猪价格开始

下跌，3 月份猪价下跌有所加速。成本方面，一季度成本波动异常，主要是部分外购

仔猪育肥后在一季度上市，相比于自产猪苗，外购猪苗成本较高，导致商品肉猪成

本较高。随着公司外购猪苗数量快速减少，自产猪苗数量大幅提高，该部分成本将

极大降低；其次，肉猪出栏量同比减少，费用分摊拉高单位成本，如固定资产折旧

和人员薪酬等，未来随着产能释放，该部分成本也将迅速下降；第三，北方区域公

司受疫情影响，主动淘汰了部分低效种猪等，当期一次性计入营业成本，这属于非

经常性影响。随着公司生产秩序恢复正常后，生猪成本将回归正常水平。 

4.请问未来公司生猪养殖完全成本下降目标是？公司一季度成本是经常性波动，还



 

 

是异常波动？下一步将如何降低完全成本？ 

答：公司 2021 年全年肉猪完全成本目标为 10-11.5 元/斤。至年底出栏量快速提

升后，公司肉猪完全成本有望降至 10 元/斤以下。目前公司有经营成绩较好的区域

公司完全成本可控制在 8 元/斤左右。公司明年肉猪养殖业的完全成本目标为 7-8 元/

斤。  

公司一季度肉猪完全成本属于异常波动，主要是猪苗成本较高、商品肉猪产出

较低、北方区域公司淘汰部分低效母猪当期一次性计入营业成本等所致。预计随着

公司外购猪苗减少，自产猪苗增多，将大幅降低猪苗成本；产出提高后，人员薪酬

及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等均将显著降低。在育种体系上，公司种猪场也会努力实现自

我配套和自我循环父母代种猪供应，持续改善和降低肉猪生产成本。 

5.2020 年全年，公司养猪业务支付给农户的平均委托代养费是多少？一季度呢？未

来在低价期，是否也会给农户较高的委托代养费？ 

答：2020 年全年，公司养猪业务委托代养费约 280 元/头；2021 年一季度，约

240 元/头。 

公司委托代养费的给付是综合考虑当地农户的社会收入水平和市场行情，整体

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不会一成不变。 

6.请问公司肉猪出栏的节奏指引？ 

答：按照公司前期投苗和目标规划，4 月份出栏量可能仍较低。预计从 5 月份开

始，出栏量逐月提升，下半年出栏量将有较大增幅。按照公司目前高繁基母存栏数

量及增长态势，公司今年出栏量目标约 1200 万头，明年超 2000 万头，后年再增加

800-1000 万头左右。 

7.请问公司一季度出栏的肉猪中，有多少为外购猪苗？公司今年外购仔猪节奏为？ 

答：约 30%。预计在仔猪价格较低时，7 月份以前，公司仍可能适当外购部分

仔猪。但随着公司自产苗供给增加，外购猪苗将大大减少。 



 

 

8.公司南方是否已做好雨季疫情防控工作？公司认为防控非洲猪瘟疫情的关键因素

是什么？ 

答：一季度以来，公司南方养猪单位开展春季百日行动，按照夏季防控标准进

行全流程巡查督查，将问题归零，为迎战夏季雨季防疫已做好充足准备。 

在过去一年来，公司猪场均已配套必要且完善的防疫设施，硬件标准大幅提升。

能否做好雨季疫情防控，关键在于员工能否严格按照公司标准和要求执行到位。公

司已加强管理，做好监督落实工作，相信能够顺利防控。 

9.资本市场对“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能否应对非洲猪瘟疫情存在疑问，

请问公司如何看待？ 

答：并非养殖模式问题。每种模式均有存在的合理性。一季度，公司有采用“公

司+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的区域公司，经营业绩也较好，完全成本可控制在 8

元/斤左右，与自繁自养模式成本相似，印证了并非模式导致的成本差异。 

公司育种技术基础扎实，目前也借鉴了二元回交体系方式，这种体系技术难度

不大，可以快速补充母猪，有效支撑公司现阶段生产。较早之前，公司并没有采用

这种方式，坚持原有育种体系补充种猪数量，导致高效种猪补充较慢，肉猪有效产

出较低，肉猪成本较高，这与“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没有关系。“公司

+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同样可以做好生物安全防控工作，反而因为单个农户养

殖场涉及人员少、物质交换少，流程简单，更容易落实生物安全防控措施和流程。 

10.资本市场担心农户育肥阶段的管理水平，请问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答：在非瘟疫情常态化下，是否能够有效防控，主要看生物安全硬件设施和个

人对制度标准的执行情况。经过过去一年的努力，公司已严格要求农户按照公司标

准做好防疫措施配套，升级硬件设施，养户管理员对合作农户进行跟踪监督。 

现在农户防疫意识提高，生物安全措施实施到位，防非效果很好。 

11.公司大力推行“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是否意味着公司将放弃“公司+农户



 

 

（或家庭农场）”模式？ 

答：未来一段时间内，公司将两种模式同步并行存在。存量上，仍以“公司+

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为主，增量上，基本上都采用“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

式。公司也会综合考虑地理位置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养殖模式。预计到 2024 年，公

司“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和“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产能将各占 50%

左右。 

12.请问“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与“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模式相比，有

哪些优势？ 

答：“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是公司紧密型“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

合作模式的升级。“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更有利于公司集中管理、资源把控、

成本控制和效率提高等。小区由公司统一拿地，统一按照公司工业化、智能化和自

动化标准建设，做好三通一平，符合政府环保的要求，有利于解决农户拿地困难、

资金缺乏、环保不达标等问题。农户统一入园，有利于公司集中管理，防控设施齐

全，效率可以极大提高。同时，现在养殖小区基本上由公司出资建设，有利于资源

把控，避免农户被抢现象发生。据测算，“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在成本控制上

更有优势，养鸡业务，“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将节省 0.5 元/只，养猪业务约

节省 75-100 元/头。同时，农户相当于自己当老板，能够极大提高合作农户的积极

性，发挥主人翁精神。 

13.公司如何看待今年后续猪价? 

答：根据往年经验，5 月份后逐步进入年度消费旺季，预计对猪价反弹有所支持，

下半年可能呈现震荡回调行情。 

14.公司每月披露的主产品销售情况简报中，猪价比同行较高的原因是什么？ 

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公司生猪养殖布局合理，有较好的区域优势；

公司生产的肉猪产品，品质较好，在市场上认可度高；公司公布的主产品销售情况



 

 

简报中的商品肉猪价格，均为毛猪和鲜品，不包含淘汰母猪。 

15.请判断未来一段时间生猪养殖行业，是否会出现持续的高成本高价格行情？ 

答：从总体上来看，目前猪价处于下降通道中，但存在阶段性波动，何时落至

底部，具体时间和具体价位目前还难以预测。未来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将处于常态化

阶段，防控成本增加，整个行业的养猪成本相比往年均有所上升。对于公司而言，

公司将降本增效作为公司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公司将通过增加产量释放产能、优

化管理方式、完善好整个育种、营养、防控等养殖体系等方式大幅降低成本。 

16.公司能繁母猪群体现状及未来规划？ 

答：到 2020 年底，公司存栏约 110 万头能繁母猪，其中高繁母猪比例提升至 85%

以上。根据发展规划目标，预计到 2021 年底，公司能繁母猪数量将达到约 180 万头，

后备母猪约 80 万头，高繁比例进一步提升和优化。 

17.二元回交体系有无弊端？ 

答：短期来看，在高猪价期，市场更加关注数量；长期来看，在低价期，品种

和品质更为重要。二元回交体系可以提高补充母猪数量的速度，在品质方面可能会

有所下降。在低价期，能否占据优势，将主要取决于育种体系带来的品质和成本的

贡献度。公司育种体系较为完善，基础扎实，技术优势明显。 

18.公司将原养猪事业部拆分为种猪事业部、猪业一部、猪业二部，请问公司在管理

考核上有何变化？ 

答：首先，从公司层面，今年公司的管理考核比以往更具体、更注重落实、更

到位、更细化。其次，养猪事业部拆分以后，管理更加精细到位，定位更加清晰，

在企业内部形成了较好的竞争和学习的氛围，在业绩考核方面具有协同性，更易于

落实到位。 

19.生猪期货上市后，公司将如何利用生猪期货工具？  

答：公司已储备好相关期货专业人才，组建专业的生猪期货团队。生猪期货对



 

 

未来猪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短期来看，公司会以研究为主，适当参与，主要研究

生猪期货走势和生产、行业的关系，为未来的生产及销售提供信息支持。 

20.据公开报道，公司去年年底从国外引入几百头原种猪，请问为何公司不多引进一

些呢？ 

答：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公司猪业建立有完善健全的育种体系。一直以来，

公司育种体系讲求精细化，从曾祖代、祖代到父母代、商品代，重视优良的血统和

基因。公司从国外引进原种猪，主要是用来研究，并可扩充育种素材，选留优质基

因，提高育种体系新优势，培育出质量更高、性能更强的种猪。 

21.请问公司禽业发展较好的逻辑是什么？ 

答：禽业周期较短。2020 年禽业经历了行业低迷的一年。2021 年行情有所好转。 

供给方面，2020 年禽类养殖市场低迷，行业受挫，产能供给有所降低。 

需求方面，2021 年国内消费恢复，大型工厂、饭堂、团餐等需求较大，公司品

种配套完善，深受客户喜爱。在过去一年，公司聚焦降本增效，成本控制较好。预

计今年会有较好的收益。 

22.请问公司目前土地储备如何？ 

答：目前公司土地储备非常充足，可以满足公司现在和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0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