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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3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16-031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梅花生物”或“梅花

集团”）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上证

公函【2016】0230 号《关于对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进一步补充披露。 

现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销售情况。公司主营生物发酵行业，报告期内，味精及谷氨

酸钠、氨基酸产品营业收入分别为 49.59 亿元、44.87 亿元，占比分别为 41.83%、

37.85%。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经营模式和行业特点，分产品说明公

司主要产品的销售策略、销售模式、销售渠道等情况；（2）本期销售费用 8.82

亿元，较上期增长 28.28%，其中运输费用占比 81.05%。结合公司销售策略、

销售模式、销售渠道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增速较快的原因；（3）前五

大客户情况及其比例，公司是否存在单一客户集中、依赖重大客户风险，如是，

请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答复： 

公司 2014、2015 年分产品营业收入如下： 

表 1  2014、2015 年分产品营业收入明细表 

分产品 
2015 年营业收入

（万元） 
占比（%） 

2014 年营业收入 

（万元） 
占比（%） 

增减比例

（%） 

味精及谷氨酸 495,843.97 41.83 409,188.80 41.48 21.18 

氨基酸产品 448,687.42 37.85 354,617.23 35.95 26.53 

有机肥、复合肥 25,231.95 2.13 13,992.10 1.42 80.33 

淀粉附产品 113,971.50 9.62 113,272.49 11.48 0.62 

液氨 18,639.84 1.57 22,925.57 2.32 -18.69 

菌体蛋白及其它 40,822.34 3.44 60,235.54 6.11 -32.23 

疫苗 7,360.31 0.62 3,826.24 0.39 92.36 

胶囊 34,760.12 2.93 8,438.76 0.86 3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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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85,317.43 100.00 986,496.74 100.00 20.15 

1. 结合公司经营模式和行业特点，分产品说明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策略、

销售模式、销售渠道等情况。 

公司是一家利用生物发酵技术并专注于生物科技领域的集研发、生产与销售

为一体的大型企业。主要产品包括以味精为主的调味品，以苏氨酸、赖氨酸、谷

氨酰胺、脯氨酸、异亮氨酸等十余种氨基酸为主的氨基酸产品，以及在上述生产

过程中加工提取的副产品如淀粉、饲料蛋白、玉米胚芽、生物肥料等。其中味精

和氨基酸类产品为公司的主营产品，2015 年，味精和氨基酸类产品的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 80.06%，占整体销售收入的 79.68%。 

（1）总体销售策略、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 

公司产品的销售总体包括直接销售与代理销售。 

公司的销售工作由营销部门统一承担，营销部门按照产品和市场划分为国际

贸易部、食品鲜味剂销售部、饲料生化销售部、医药原料销售部、黄原胶事业部、

多糖事业部、调味食品部等8个子部门，每个子部门由负责销售开发的外勤业务

与负责业务支持的内勤客服组成。 

在产品销售上，一方面以资源、产业链、规模为竞争优势，公司积极打造成

为全球顶级工业企业的最大供应商，坚定B2B工业品大客户销售策略，继续扩大

产能，保持行业绝对领先优势，通过精益和信息化，形成复制能力，不断完善产

业链，优化产业布局；另一方面以“打造百船，完成百吨，拓展百城，实现百亿”

为运营模式，成为全国调味品旗舰品牌，坚定大客户下的深度分销模式，通过和

经销商利益一体化，形成渠道优势，通过精益和信息化建立B2C运营模式，实现

"自建+并购"的扩张，实现品牌提升。自2013年以来，由于行业周期性下滑，为

节约费用，公司有计划地放缓了在民用品牌市场的销售力度，民用品牌-小包味

精的销量有所减少。 

公司利用规模优势保证供货量的稳定性，依托良好的信誉保证销售价格的稳

定性，凭借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据此与客户之间尤其是

大的食品工业客户之间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年10月份开始，市场部

根据当年行业发展趋势及客户需求进行调研后，结合公司现有产能及公司产品特

点，对市场和客户群体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客户分属由不同的销售部门负责后

续的跟进与维护，上述结果形成调研报告报总经理办公会讨论通过后，销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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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指定专人、分片区对重要客户进行回访与调研，对于长期合作的客户，每年初

签署全年意向合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结合年初意向合同及当月实际供销合同，

采用订单模式安排生产。 

在产品定价上主要在参考市场同类产品售价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品质、品牌、

客户群体等因素进行综合定价。 

销售渠道上主要是工业客户，味精及谷氨酸方面主要是味精生产企业如莲花

味精、调味品生产企业如太太乐及海天调味等；氨基酸产品方面主要为养殖企业

如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正大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2）味精的销售模式 

1）公司对于调味品生产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等食品工业客户主要采用直接

销售。直接销售的市场主要分为国内食品工业原料市场（最终客户包括调味品龙

头企业海天调味、上海太太乐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等）与国际食品原料市场（主要

客户包括雀巢、联合利华等）。 

2）公司对于民用品牌市场的客户主要采用代理销售。自2008年7月始，公

司推出“大客户制下的深度分销”运作模式，对地区重点经销商进行一对一业务人

员营销支持。2013年开始，为节约成本，公司降低了在民用品牌市场上销售力

度。 

2015年，公司销售小包味精（民用品牌）2.9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600

吨，销售大包味精（面对食品工业客户）65万吨，比2014年增加14万吨，小包

味精销量减少主要原因为公司调整销售策略，放缓对商超等终端消费市场的进攻

强度，生产计划向大包客户调整倾销。 

（3）氨基酸类产品的销售模式 

公司氨基酸类产品中，主要为赖氨酸和苏氨酸、色氨酸等。上述氨基酸产品

的下游客户主要为饲料生产企业以及下游养殖户。出于保证饲料产品营养均衡、

利于动物吸收等方面的考虑，饲料企业对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等产品均有数

量不一的需求。 

公司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脯氨酸、异亮氨酸等全系列氨基酸产品与原

有的副产品玉米胚芽、蛋白粉等在销售方面对饲料企业（尤其是全价配方饲料企

业）形成了良好的一次性配套服务和销售协同效应。因此，多产品生产使得公司

在供、产、销及研发等方面较竞争对手获得更佳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产品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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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公司对于饲料氨基酸产品主要采用直接销售。在销售过程中，公司一直采用

与终端用户直接合作的原则，直接与国内外的饲料企业合作。对于规模较小的饲

料企业，以及偏远地区的饲料企业，公司也会采用与当地饲料氨基酸分销商建立

合作关系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 

销售渠道上公司饲料类氨基酸产品主要销售给饲料生产企业、大型养殖场、

饲料氨基酸及饲料原料分销商。 

2. 本期销售费用 8.82 亿元，较上期增长 28.28%，其中运输费用占比 81.05%。

结合公司销售策略、销售模式、销售渠道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增速较快

的原因。 

公司 2014 年、2015 年销售费用情况如下表： 

表 2  2014、2015 年销售费用明细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比（%） 

上期发生额 

（万元） 
占比（%） 

增减额 

（万元） 

增减比例

（%） 

运输费用 71,499.94 81.05 57,098.11 83.02 14,401.83 25.22 

公司费用 4,094.43 4.64 3,073.37 4.47 1,021.05 33.22 

促销费用 2,814.71 3.19 2,179.92 3.17 634.79 29.12 

员工费用 5,555.36 6.30 2,457.76 3.57 3,097.60 126.03 

折旧摊销 1,012.57 1.15 814.10 1.18 198.47 24.38 

仓储费用 3,244.16 3.68 3,151.32 4.58 92.84 2.95 

合计 88,221.17 100.00 68,774.58 100.00 19,446.59 28.28 

本期销售费用 8.8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28%，其中主要为运费增长 1.44

亿元，员工费用及其他销售费用增加 0.5 亿元所致。 

（1）运费增长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新疆梅花味精及赖氨酸产能的进一步释放，产品产销

量增加，其中味精及谷氨酸、苏氨酸、核苷酸、赖氨酸、色氨酸、黄原胶的销售

量与2014年相比分别增加 20.87%、22.21%、21.87%、55.29%、55.82%及 121.34%，

销量增加带动运费的增加，同时新疆地区运输成本较高也导致总体运输费用较

2014 年增加 25.22%。 

表 3 公司主要产品销量情况表 

主要产品 
2015 年度（吨）

① 

2014 年度（吨）

② 

2015 年较

2014 年增长

（吨） 

销售量比上年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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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味精及谷氨酸 707,393 585,246 122,147 20.87 

苏氨酸 168,258 137,676 30,582 22.21 

呈味核苷酸二钠 7,163 5,878 1,285 21.87 

谷氨酰胺 2,096 2,634 -538 -20.43 

赖氨酸 332,784 214,299 118,484 55.29 

色氨酸 1,549 994 555 55.82 

异亮氨酸 294 279 15 5.29 

黄原胶 16,359 7,391 8,968 121.34 

（2）员工费用及其他销售费用增长原因 

报告期，为应对产量的增加，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加速存货周转，将原支持

销售的管理部门如物流处等部门并入营销部门管理，同时营销部门加大内部管理，

划分销售区域增加销售处，壮大培养销售队伍，从而导致人工费用的增加。由于

公司产品销售规模的扩大也带动其他销售费用的同比增长。 

3.前五大客户情况及其比例，公司是否存在单一客户集中、依赖重大客户风

险，如是，请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表 4 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情况表 

2015 年度前五名销售收入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万元） 占比（%） 

上海东索贸易有限公司         41,349.82        3.49  

美国嘉吉公司         40,002.21        3.37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32,259.28        2.72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28,800.19        2.43  

联合利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8,073.47        2.37  

合计        170,484.96       14.38  

报告期公司前五大客户总体销售收入 17 亿元，占总营业收入 14.38%，公司

战略客户全年总销售收入未有超过总体收入 5%的情况，因此公司不存在单一客

户集中、依赖重大客户的风险。 

二、关于原材料成本控制情况。生物发酵行业上游为玉米等农作物原料以

及煤炭等能源原料，报告期内，两者占公司总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72%、8%左右，

玉米价格对公司成本影响尤为明显。报告期内，公司预付竞拍玉米款、代储玉

米款减少，预付款较期初减少 5.61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能源原料

与农作物原料 2015 年的价格波动情况，说明玉米、煤炭价格对公司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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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及其占比等具体情况；（3）结合原材料采购渠道情况，

说明报告期大幅减少玉米预付款项的原因。  

答复： 

1. 结合能源原料与农作物原料 2015年的价格波动情况，说明玉米、煤炭价

格对公司成本的影响 

因玉米、煤炭作为原材料在公司产品成本中的占比较高，因此公司成本对上

述物料的价格变动较为敏感，为此，公司选择将生产基地建设在内蒙古通辽和新

疆五家渠市，上述两个基地同处于北纬 38°左右的玉米黄金主产区及煤炭资源

的富集区。 

报告期内，受玉米产量增加的影响，市场上玉米的价格较上年度相比呈下降

趋势；能源市场由于需求不旺，煤炭价格亦呈下滑走势（见图 1、图 2）。 

报告期，公司主要原材料玉米、煤炭价格较上年同期相比均呈下降趋势（见

图 3、图 4）。与 2014 年相比，公司玉米采购价格平均每吨下降 108元，下降 5.53

个百分点。通辽基地褐煤采购单价平均每吨降低约 9.34 个百分点，高卡煤平均

每吨降低约 13.82 个百分点。新疆基地煤炭采购单价平均每吨降低约 5.83 个百

分点。在玉米采购方面，公司根据玉米市场的供求状态及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培

育自己的供应商群体，同时通辽基地通过进口玉米（进口玉米单价约 1480 元/

吨）的方式，降低玉米的采购成本。在煤炭采购方面，公司通过优化组合，整合

煤炭运输渠道，顺应煤炭市场趋势降低煤炭的采购价格。玉米、煤炭采购价格的

下降促使公司生产成本的降低。 

表 5 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单价变动表 

主材采购单价 

（单位：元/吨） 
2015 年平均单价 2014 年平均单价 2015 年较 2014 年平均价差 

玉米 1,844 1,952 -108 

褐煤-通辽 174 192 -18 

高卡煤-通辽 411 477 -66 

煤炭-新疆 135 144 -8 

 

                           

图 1玉米市场采购价格趋势图 （含税）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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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煤炭市场采购价格趋势图 （含税）              

单位：元/吨 

 

 

 

 

 

 

 

 

 

 

 

 

 

 

 

图 3公司玉米采购价格趋势图（不含税）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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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图表显示，玉米采购价格 2015 年较同期比较为下降趋势。 

 

图 4公司煤炭采购价格趋势图 （不含税）                               

 单位：元/吨 

 

综上图表显示，煤炭采购价格 2015 年较同期比较为下降趋势。 

 

2.公司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表 6  2015年度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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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敏县绿乡玉米制品有限公司         55,027.57           4.96  玉米供应商 

中央储备粮         49,870.15           4.49  玉米供应商 

塔城市金花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8,165.95           2.54  玉米供应商 

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         13,008.58           1.17  原煤供应商 

新疆招商梅花物流有限公司         11,607.66           1.05  玉米供应商 

合计        157,679.91          14.21    

3．报告期玉米预付款减少原因 

 报告期预付账款较期初减少 5.61亿元，主要为本公司子公司通辽梅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预付竞拍玉米款、代储玉米款减少

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优化玉米采供渠道，有效地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成本和风

险。目前公司玉米采购渠道主要有国储竞拍、代储及现货采购，其中现货采购又

包括经销商采购、农业合作社采购、农户自卖粮，其中国储竞拍及代储需要支付

预付款或保证金。公司在 2015年大量减少竞拍及代储玉米采购量近 67万吨，其

中通辽梅花减少近 42 万吨竞拍粮，新疆梅花减少近 25万吨代储，从而大大减少

了预付款。 

通辽地区，针对玉米市场，2014 年国家实行临储托市政策，市场上可贸易

数量急剧减少，导致需求主体以拍卖为主，并且拍卖价格较高。2014 年玉米市

场的走高趋势刺激了 2015年玉米农户的种植热情，当地玉米种植面积大大加大。

2015 年国家继续实行临储托市政策，由于玉米产量的增加导致市场上可贸易数

量仍然巨大。受 2014 年玉米价格走高趋势的影响，2015年新疆地区玉米种植面

积也大幅增加，较 2014 年增加近 200 多万亩，玉米产量增加近 200 万吨，市场

可供收购的玉米数量增多。公司根据玉米市场供求状态及国家政策导向，有计划

地大幅提高了自采（现货采购）的占比，深耕贸易市场，培育自己的供应商群体，

同时开放向农户及合作社农场直采，相应的降低了代储和竞拍的份额。公司子公

司通辽梅花 2014 年竞拍玉米 50 余万吨，产生大量预付账款，而 2015 年仅竞拍

8 万余吨；公司子公司新疆梅花 2015 年玉米代储收购约 46 万吨较 2014 年的 71

万吨减少 25万吨。竞拍粮及代储玉米的减少导致预付账款的大幅减少。 

三、关于主营产品毛利率变化情况。报告期，味精及谷氨酸毛利率增加 2.79

个百分点，氨基酸产品减少 4.59 个百分点。请公司结合公司销售模式、销售渠

道等销售情况以及玉米、煤炭价格等原材料情况，分产品说明公司主营产品毛



 
                                                                   

10 
 

利率变化原因。  

答复： 

表 7 分产品毛利情况表 

分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率

（％） 

 上年营业

收入（万元）  

 上年营业

成本（万元）  

毛利率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味精及

谷氨酸 
495,843.97 387,484.50 21.85 409,188.80 331,198.42 19.06 2.79 

氨基酸

产品 
448,687.42 377,525.46 15.86 354,617.23 282,105.69 20.45 -4.59 

报告期，味精及谷氨酸毛利率增加 2.79 个百分点，氨基酸产品减少 4.59 个

百分点，其中味精及谷氨酸毛利率增加主要系味精单价上涨以及玉米、煤炭等主

材价格下降导致味精及谷氨酸产品成本下降所致；氨基酸产品毛利率下降主要系

销售价格下降所致。详见表 8。 

 

表 8 公司主要产品毛利对比明细表 

主要产品 

 本期营

业收入

占分块

业务总

收入比 

2015 年 2014 年 毛利率差（％） 

销售单

价 

单位成

本 

毛利率

（％） 

销售单

价 

单位成

本 

毛利率

（％） 

总差

异 

单价影

响（％） 

成本影

响（％） 

大包味精及谷氨酸 94.58 6,911 5,427 21.48 6,872 5,588 18.68 2.80 0.54 2.25 

苏氨酸 39.84 10,625 7,643 28.06 11,326 8,175 27.82 0.24 1.01 -0.77 

赖氨酸盐酸盐 19.62 6,950 6,185 11.00 7,309 6,104 16.49 -5.49 -4.48 -1.01 

赖氨酸硫酸盐 19.54 4,254 4,197 1.34 4,409 4,064 7.83 -6.49 -3.49 -3.00 

呈味核苷酸二钠 7.10 44,466 39,573 11.00 43,593 39,653 9.04 1.96 1.80 0.16 

黄原胶 3.80 10,428 11,510 -10.37 14,905 10,398 30.24 -40.61 -32.53 -8.08 

色氨酸 2.30 66,594 63,231 5.05 88,160 65,858 25.30 -20.25 -23.06 2.81 

谷氨酰胺 2.00 42,820 30,880 27.88 47,270 31,274 33.84 -5.96 -6.54 0.58 

异亮氨酸 0.55 83,917 77,797 7.29 95,435 86,760 9.09 -1.80 -8.10 6.30 

 

从表 8 可看出，公司大包味精及谷氨酸毛利率受销售单价上涨影响和成本降

低影响增加 2.8 个百分点，从而带动味精及谷氨酸整体板块毛利率的增加。在氨

基酸板块，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公司主要氨基酸产品的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由

于销售价格的下降覆盖原材料所带来的成本降低，从而使整个氨基酸板块的毛利

率减少 4.59 个百分点。公司主要氨基酸产品赖氨酸盐酸盐、硫酸盐的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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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降低 359 元/吨，155 元/吨，价格影响毛利率减少 4.48、3.49 个百分点，同

时由于赖氨酸二期在 2015 年刚投产，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公司主要产品黄原胶

销售单价降低 4477 元/吨，价格影响毛利率减少 32.53 个百分点。 

 

四、关于公司经营业绩波动情况。2013 年至 2015 年，公司营业利润分别为

3.33 亿元、4.35 亿元、4.25 亿元，同比分别减少 52.13%、增长 30.37%、减少

2.21%。请公司结合主营产品特征、经营模式、行业特征及市场竞争情况等说明

营业利润年度波动的原因。  

答复： 

表 9 公司 2013-2015 年营业利润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①  

2014 年

度②  

2013 年

度③  

2012 年

度④  

2015年

同比

（%）  

2014年

同比

（%）  

2013年

同比

（%）  

①-② ②-③ ③-④ 

营业收入 1,185,317 986,497 778,038 746,968 20.15 26.79 4.16 198,821 208,458 31,071 

营业成本 944,377 779,007 632,510 576,807 21.23 23.16 9.66 165,370 146,496 55,703 

毛利 240,941 207,490 145,528 170,160 16.12 42.58 -14.48 33,451 61,962 -24,632 

毛利率 20.33% 21.03% 18.70% 22.78% 
   

-0.71% 2.33% -4.08% 

营业税金及附加 5,015 2,873 3,712 2,397 74.55 -22.59 54.87 2,142 -839 1,315 

销售费用 88,221 68,775 49,653 33,109 28.28 38.51 49.97 19,447 19,122 16,543 

管理费用 54,596 45,647 39,531 33,277 19.61 15.47 18.79 8,949 6,116 6,254 

财务费用 52,003 46,038 23,963 31,176 12.96 92.12 -23.14 5,964 22,075 -7,213 

资产减值损失 2,183 1,200 547 267 81.94 119.37 104.51 983 653 279 

投资收益 3,574 501 5,211 -305 613.34 -90.39 -1,806 3,073 -4,710 5,517 

营业利润 42,497 43,459 33,334 69,629 -2.21 30.37 -52.13 -962 10,125 -36,294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以味精为主的调味品，以苏氨酸、赖氨酸、谷氨酰胺、

脯氨酸、异亮氨酸等十余种氨基酸为主的氨基酸产品，以及在上述生产过程中加

工提取的副产品如淀粉、饲料蛋白、玉米胚芽、生物肥料等，其中味精和氨基酸

类产品为公司的主营产品。公司自2013年来，新建子公司新疆梅花味精及氨基酸

产能陆续释放，带动公司营业收入逐年增长，但由于近三年，味精市场、氨基酸

市场跌宕起伏，行业整合，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味精及苏氨酸、赖氨酸等氨基

酸产品价格的波动，从而影响公司营业利润的波动。 

1、2013 年营业利润同比减少 

公司 2013 年实现营业利润 3.3 亿元较同期减少 52.13%，其中毛利减少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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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减少 14.48 个百分点，三项费用增加 1.56 亿元，增加 15.97 个百分点，毛

利的减少及费用的增加导致本年度营业利润的减少。 

2013 年度味精市场低迷，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价格走低；受 H7N9 禽流感事

件的影响,市场消费信心减弱，整体养殖形势低迷，氨基酸市场需求下降，大部

分氨基酸类产品价格进入历史低位。公司 2013 年毛利较同期减少约 2.46 亿元，

其主要原因有三方面的影响：（1）产品销售单价影响：公司产品销售单价降低减

少公司毛利约 7.83 亿元，其中味精及谷氨酸的销售价格下降影响毛利减少约 3.77

亿元；氨基酸产品类产品的销售价格下降影响毛利减少约 2.44 亿元，其他副产

品价格下降影响毛利减少约 1.62 亿元；（2）单位成本的影响：2013 年公司推行

生产标准化，标准化改善项目以降低成本，同时 2013年原煤价格较2012年下降，

通辽基地褐煤采购单价较 2012 年同比下降约 20%，高卡煤采购单价同比降低

15%，内部管理改善及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使得公司生产成本降低，单位成本的降

低增加毛利约为 1.78 亿元；（3）销售量增加的影响：本年度公司子公司新疆梅

花氨基酸产品产能部分释放，氨基酸类产品销售量增加使得公司销售毛利增加约

3.59 亿元。 

公司 2013 年度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增加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新疆梅花产线

投产，致使公司管理成本上升，造成管理费用增加约 0.63 亿元，同时新疆产线

的投产使销售量增加，由于销量增加以及新疆地区较高的运输成本导致销售费用

增加约 1.65 亿元，公司在 2013 年度完成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投入使

得公司的财务费用降低了约 0.72 亿元。 

上述因素影响公司 2013 年度营业利润较 2012 年度减少了约 3.62 亿元，同

比减少 52.13%。 

2、2014 年营业利润同比增加 

公司 2014 年度实现营业利润 4.35 亿元较同期增长 30.37%，其中毛利增加

6.19 亿元，增加 42.58 个百分点，三项费用增加 4.73 亿元，增加 41.82 个百分点。

毛利的增加及费用的增加导致营业利润较上年增加 1.01 亿元。 

2014 年氨基酸市场跌宕起伏。自 2011 年饲料类氨基酸进入下行通道以来首

次出现了以苏氨酸为代表的饲料类氨基酸价格的爆发式上涨，在多重背景下的高

独立行情虽然昙花一现，但依然促使国内部分企业跟风转产或扩建；赖氨酸阶段

性产能过剩和低价竞争的模式并未改变；味精板块，价格竞争仍为主旋律。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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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精及氨基酸市场仍处于低迷状态，下半年随着行业整合进一步加剧，需求开

始恢复，导致下半年业绩明显转好。公司 2014 年毛利较同期增加 6.19 亿元，其

主要原因有三方面的影响：（1）产品销售单价影响：公司产品销售单价上涨增加

毛利约 1.99 亿元。其中味精及谷氨酸的销售价格上涨影响增加毛利 0.73 亿元；

氨基酸产品类产品的销售价格上涨影响毛利增加 2.19 亿元；其他产品价格下降

影响减少毛利 0.93 亿元。（2）单位成本的影响：2014 年新疆玉米、原煤等大宗

原料成本优势突显，公司生产工艺的改进，继续推行生产标准化，使得公司生产

成本降低，单位成本的降低增加毛利 1.52 亿元。（3）销售量增加的影响：公司

产品销量影响增加毛利 2.68 亿元。2014 年公司子公司新疆梅花产能继续释放，

味精及谷氨酸销量增加 6 万余吨，增加毛利 4100 万元；氨基酸类产品销售量增

加使得公司销售毛利增加约 1.58 亿元。 

公司 2014 年销售费用较同期增加 1.91 亿元，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新疆梅花产

能继续释放使销量增加，由于销售量增加以及新疆地区较高的运输成本导致运输

费用增加，同时 2014 年新增合并主体增加销售费用。公司 2014 年管理费用增加

0.61 亿元主要系新增合并主体大连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山西广生医药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及山西广生胶囊有限公司所致。财务费用增加 2.21 亿元主要系公司

子公司新疆梅花在建项目陆续转固、资本化利息转费用化支出所致。 

上述因素影响公司 2014 年度营业利润较 2013 年度增加了约 1.01 亿元，同

比增加 30.37% 

3、2015 年营业利润同比减少 

公司 2015 年度实现营业利润 4.25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21%，减少 962 万

元。其中毛利增加 3.34 亿元，增加 16.12 个百分点，三项费用增加 3.43 亿元，

增加 21.41 个百分点。毛利的增加及费用的增加导致营业利润的增加。 

2011 年以来，生物发酵行业进入景气下行周期，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逐年

下降，尤其是 2013 年跌入低谷，2014 年下半年由于苏氨酸价格暴涨，带动产品

毛利率增加，经历跌宕起伏的市场变化后，随着行业整合的进一步推进，2015

年产品价格逐步回归理性。公司 2015 年毛利较上年同期增加 3.34 亿元，其主要

原因有三方面的影响：（1）产品销售单价影响：公司产品销售单价下降减少毛利

约 4.49 亿元。其中味精及谷氨酸的销售价格上涨影响增加毛利 0.52 亿元；氨基

酸产品的销售价格下降影响毛利减少 2.05 亿元；淀粉附产品价格下降减少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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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亿元，其他副产品价格下降影响减少毛利 1.32 亿元。（2）单位成本的影响：

2015 年公司深化生产标准化，落实到车间，通过标准化标杆车间的推行及建立，

捋顺生产秩序增加公司效益，同时 2015 年玉米、煤炭价格下降，玉米采购单价

较 2014 年同比下降约 5.53 个百分点，通辽基地褐煤采购单价较同比下降约 9.34

个百分点，高卡煤采购单价较同比下降约 13.82 个百分点，新疆煤炭较同期下降

约 5.83 个百分点。公司生产管理的改善及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使得公司生产成本

降低，单位成本的降低增加毛利约 3.08 亿元。（3）销售量增加的影响：本年度

疫苗和胶囊类产品销量增加毛利 1.08 亿元。公司子公司新疆梅花味精搬迁项目

及赖氨酸二期项目投产，增加销量，同时公司加快存货库存周转，降低产品库存

增加销量，本期味精及谷氨酸产品销量影响增加毛利 1.75 亿元，氨基酸产品销

量增加毛利 1.24 亿元。 

公司 2015 年度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1.94 亿元，主要系新疆二期产能的继续释

放导致，销量增加以及新疆地区产品运输成本较高所致。管理费用同期比增加

0.89 亿元，主要系折旧摊销费用增加所致。财务费用同期比增加 0.6 亿元，主要

系 2015 年下半年汇率变动影响汇兑损益较同期增加所致。 

上述因素的影响公司 2015 年度营业利润较 2014 年度减少了 962 万元，同比

减少 2.21%。 

五、关于公司菌种情况。菌种对生物发酵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请公司补充

披露：（1）结合行业情况和主要竞争对手情况，说明菌种在生物发酵生产过程

中的应用方式、关键技术及行业技术水平和竞争情况；（2）在菌种获取方面，

公司小品种氨基酸菌种的主要来源（如外购、自主研发、合作研究等）及其比

例；（3）公司小品种氨基酸发酵菌种培育和提取技术的技术水平，以及相较竞

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及劣势。  

答复： 

1. 结合行业情况和主要竞争对手情况，说明菌种在生物发酵生产过程中的

应用方式、关键技术及行业技术水平和竞争情况。 

我公司采用微生物发酵的方式生产各种氨基酸产品，即利用微生物（基因工

程改造或诱变选育的大肠杆菌和谷氨酸棒杆菌），在适宜的条件下（温度、pH、

溶氧、培养基组分等），将原料（主要为由玉米淀粉制备的葡萄糖）经过细胞内

部特定的代谢途径，转化为各种氨基酸产品。在实际工业生产中，菌种会经过菌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7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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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活化，一级、二级、三级种子扩大培养，分批补料发酵（主发酵）等过程。微

生物发酵生产水平主要取决于菌种本身的遗传特性、发酵配方、工艺控制、以及

提取精制工艺。 

近年来生物技术发展迅速，代谢工程、酶工程、合成生物学、诱变筛选等理

论及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 λ-red 重组技术及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技

术，可以对微生物基因组进行单位点及多位点基因定点突变、插入及删除操作。

对微生物进行精确遗传修饰已经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 

目前，公司拥有一支迅速成长、主要由博士和硕士组成的高素质菌种构建与

改造团队，成员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院所。公司已建立了上述菌种开发平

台及性能验证平台(含 1L-50L-1.2m3-75/150m3 各种型号发酵罐及各类分析检测

设备)，能够高效地开展菌种选育工作，所构建菌种已应用于生产，各产品生产

成本得到不同程度的降低（如色氨酸生产成本下降幅度高达 60%以上），经济效

益显著。 

与国外主要竞争对手如日本味之素、韩国希杰等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公司相

比，我公司处于跟随状态。从公开报道的文献及专利及代谢工程领域国际会议交

流来看，公司采用的菌种研究手段已经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包括杜邦，诺维信等跨

国公司常用的手段相近，主要差距在于微生物资源的积累、研究设备的自动化水

平、研究人员水平、以及研发投入。这一差距需要一定的时间追赶，但少数大型

仪器设备也可租用京津地区高校院所，也可通过合作开发的模式，借用国内外高

校院所及高新技术开发公司的研发能力得以弥补。 

2. 在菌种获取方面，公司小品种氨基酸菌种的主要来源（如外购、自主研

发、合作研究等）及其比例。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与合作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以达到迅速提升技术水平、

确保技术行业领先的目标。现生产上用的小品种氨基酸菌种除亮氨酸为外部技术

原始转让菌种外，其余（谷氨酰胺、色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脯氨酸）均为

在原有基础上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菌种。同时为保证菌种技术领先，公司也已与国

内外一流的科研机构、技术开发公司等开展了多个菌种在研合作项目（包括赖氨

酸、苏氨酸、色氨酸、脯氨酸、异亮氨酸等品种）。 

氨基酸产品在生产线建设之初，具体的设备标准、工艺流程、操作规程等已

确定，该产线所用菌种也亦确定，建成投产后，同一产品极少出现使用不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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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种的情形。 

当新的、先进的、能够带来生产效率明显提升的菌种出现时，如果在已建成

的生产线应用改新菌种，需要将生产设备、操作规程和工艺技术均作出调整，对

于小品种氨基酸产品相对容易，但是对于大规模生产的氨基酸生产线，需要付出

较大的成本，因此很少出现更换菌种的情形。 

3.公司小品种氨基酸发酵菌种培育和提取技术的技术水平，以及相较竞争对

手的竞争优势及劣势。 

除上述菌种培育技术之外，我公司亦结合发酵水平进步，发酵液质量提升，

积极改进提取工艺，陶瓷膜微滤、超滤纳滤、连续结晶、连续离交、连续色谱等

新一代提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能够通过公开信息渠道（含文献专利等）获取的

信息反映，国内外主要竞争对手所披露的技术水平多为摇瓶等初级性能验证水平，

不足以反映其实际生产技术水平。目前，公司小品种氨基酸菌种的产酸、转化率、

提取收率等关键指标处于国内行业前沿，各品种生产指标均高于中国发酵工业协

会、中国发酵工程技术中心提供的行业技术水平（见下）。但相对于大品种氨基

酸而言，小品种氨基酸的转化率距离理论值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公司目前正

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以期提升小品种氨基酸的转化率至理论转化率的 70-80%，

目前仅为理论值的 40-60%。 

以下为中国发酵工业协会、中国发酵工程技术中心可查询到的行业技术水平： 

L-谷氨酰胺产酸≥80g/L，糖酸转化率≥40%，提取收率≥65% 

L-色氨酸产酸≥50g/L，糖酸转化率≥18%，提取收率≥65% 

L-缬氨酸产酸≥65g/L，糖酸转化率≥26%，提取收率≥78% 

L-异亮氨酸产酸≥35g/L，糖酸转化率≥18%，提取收率≥75% 

L-亮氨酸产酸≥45g/L，糖酸转化率≥20%，提取收率≥75% 

六、关于专利侵权风险。氨基酸行业近年出现多起重大侵权诉讼，2015 年

希杰第一制糖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希杰”）起诉宁夏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伊品生物”）侵害赖氨酸生产菌株成为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

因。生物发酵企业一旦陷入诉讼，其市场可能被压缩，对公司而言影响重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在菌种培育和提取技术方面的自有知识产权情况及

专利许可情况，包括专利许可方式、许可费用及其占成本的比例等；（2）公司

在氨基酸生产技术方面是否存在重大技术依赖，是否存在潜在诉讼风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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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答复： 

1.公司在菌种培育和提取技术方面的自有知识产权情况及专利许可情况，包

括专利许可方式、许可费用及其占成本的比例等。 

（1）公司专利申请情况 

在目前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引起重视的环境下，公司通过技术秘密结合

专利保护的方式最大限度的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公司拥有的在菌种培育和提取技

术方面的专利总数量和质量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其中在菌种培育和提取技

术方面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27 项，发明专利申请 13 项。涵盖谷氨酸、味精、赖氨

酸、苏氨酸、色氨酸、谷氨酰胺、缬氨酸、异亮氨酸、海藻糖、普鲁兰糖等多个

产品，从菌种、发酵、提取等多个方面对公司的技术进行全面保护。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列： 

品种 合计 类别 数量 申请号 

味精 3 提取 3 

200610076065.X 

200810134663.7 

201310603487.8 

谷氨酸 4 
菌种 3 

201110414224.3 

201210152838.3 

201610119402.2 

发酵 1 201110062565.9 

赖氨酸 3 菌种 3 

201110414623.X 

201210152839.8 

201610119394.4 

苏氨酸 6 

菌种 4 

201110460217.7 

201110459121.9 

201310011622.X 

201610119394.4 

提取 2 
201010587819.4 

201110456531.8 

色氨酸 3 菌种 3 

201310057858.7 

201410500206.0 

201610021610.9 

异亮氨酸 1 提取 1 201010557488.X 

缬氨酸 3 
菌种 2 

201310275401.3 

201610119078.4 

提取 1 201110456726.2 

谷氨酰胺 4 菌种 1 201310351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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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 3 

201210504319.9 

201110459027.3 

201210044093.9 

I+G 2 提取 2 
201310022550.9 

201210500733.2 

普鲁兰糖 4 提取 4 

201410733824.X 

201410735036.4 

201410736615 

201410734758.8 

海藻糖 1 提取 1 201610024211.8 

其他 6 

发酵 
2 

201310091489.3 

201310355974.7 

1 201010568961.4 

提取 1 201210072417.X 

检测 1 201010551482.1 

其他 1 201310143204.6 

（2）专利许可情况 

针对性能全球领先的新一代谷氨酸温敏菌种，公司已与日本味之素公司达成

普通授权许可使用协议，梅花集团现有谷氨酸生产线均在许可范围内，保证了谷

氨酸/味精生产技术的领先。 

与日本味之素公司关于谷氨酸温敏菌种达成普通授权许可使用的专利费用，

具体金额公司不宜披露，主要因为公布具体金额不利于味之素公司未来对其他企

业授权许可使用的商业谈判，同时也不利于公司在引进其他先进菌种时的商业谈

判，不利于保护双方公司的利益。 

2.公司在氨基酸生产技术方面是否存在重大技术依赖，是否存在潜在诉讼风

险，如是，请公司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多年来，公司在氨基酸生产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研发方面持续投入，在国内

同行业率先建立了从菌种管理、菌种研发、发酵工艺研究、提取工艺研究、分析

检测、到中试车间等一系列完整的研究平台。2012 年公司专门成立了全资子公

司廊坊梅花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全资子公司的模式运营管理研究部门。

2015 年研发投入总额 3.78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3.19%。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获得多项荣誉，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氨基酸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CNAS 认定实验室、全国氨基酸行业检

测分析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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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公司谷氨酸温敏菌种获日本味之素公司普通授权许可。赖氨酸和苏

氨酸菌种，系我公司在诱变选育菌种的基础上独立研发而成。小品种氨基酸菌种

除亮氨酸为外部技术原始转让菌种，其余（谷氨酰胺、色氨酸、缬氨酸、异亮氨

酸、脯氨酸）均为在原有基础上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菌种，拥有自主产权。 

由于氨基酸品种众多，相关技术研究历史长，研究程度深，尤其是国外，众

多研究单位和公司申请了大量的专利。我公司产品种类多，出口国家多，虽然公

司菌种为独立研发及合作开发而成，但仍可能存在一定但非重大的侵权风险。公

司会密切关注侵权风险，通过规避设计或许可专利，把侵权风险降至最低。 

综上，公司在氨基酸生产技术方面不存在重大技术依赖，不存在潜在诉讼风

险。 

七、关于生物发酵行业规划。2015 年，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 7 亿元购买伊品生物 100%股权，最终终止，伊品生物同为生物发酵行

业国内龙头。前次重组终止 3 个月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转让部分老股购买

希杰在中国境内持有的氨基酸资产，目前公司股票停牌。希杰为饲料氨基酸行

业国外主要生产企业，交易完成后，希杰将直接或间接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请公司结合短时间内从自主扩张到他方入主的

战略变化，以及同期市场情况、行业发展趋势，说明公司战略调整的原因。   

答复： 

1.行业现状 

（1）供需情况 

表 10 2012-2015年国内味精总产量 

年份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产量 240 万吨 230 万吨 225 万吨 估计在 200 万吨左右 

表 10 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据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数据

显示，国内味精总需求量目前基本维持在 170 万吨左右，剩余产能供应国外需求，

就现状来看，国内味精生产企业产能相对平稳，经过市场的自发调节，已经进入

到相对有序地竞争状态。所以公司 2015 年味精及谷氨酸毛利率较上年同期相比

略有回升，增长 2.59%。 

表 11 2011-2015年国内饲用氨基酸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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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产量（万吨） 300  330  400  372  尚未公布 

表 11 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目前国内饲用氨基酸整体需求

数量维持在 300万吨左右，国内氨基酸市场供需不平衡，产能过剩明显。 

表 12 2013-2015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全球总产量和需求 

年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产量 需求 产量 需求 产量 需求 

数量（万吨） 274 230 270 255 300 258 

表 12中数据来源于第三方机构博亚和讯，根据博亚和讯相关研究报告显示，

饲用氨基酸 2015 年全球产量约 300 万吨，需求为 258 万吨，产能严重过剩，较

往年相比，需求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较小，氨基酸市场供大于求的现状短期内不

会改变。 

综上所述，氨基酸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味精行业虽然目前供需情况有所缓

解，能够维持微利，但公司认为行业去产能及行业整合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时也需要很长的、痛苦的过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行业洗牌后，使行业实现

无序到有序的发展。 

就目前现状来看，并购重组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唯一出路，行业内龙头企业

通过并购重组来巩固既有优势是必然选择。 

（2）行业内主要企业产能情况 

表 13  2013 年中国味精市场及全球饲用氨基酸市场份额数据 

生产厂家 
味精产量

（万吨） 

市场份额 

（%） 

饲料氨基酸产

量（万吨） 

市场份额 

（%） 

韩国希杰集团     52.3 19.11 

大成生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 46.3 16.91 

日本味之素  ----  ----- 44.42 16.23 

阜丰集团 100 44.44 3.3 1.21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 21.33 26.59 9.71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mpany（ADM ）  ---  ---- 25.8 9.42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24 10.67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8 18.2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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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创工业集团  ----  ---- 13.52 4.94 

其他生产厂家 35 15.56 43.32 15.82 

合计 225 100 273.75 100 

备注：公司属于发酵工业制造，该行业内权威性的研究报告很少，为便于明确数据来源，

以 2013 年能够拿到的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数据为例，表 13 中使用的味精产量及市场份额数据

来源于第三方机构卓创资讯提供的中国味精市场各竞争者的产量数据。表 13 中使用的饲料

氨基酸相关数据来源于第三方机构博亚和讯提供的全球及中国饲用氨基酸市场各竞争者的

产量数据。 

表 14 2014年全球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主要厂家产能及产量表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中国饲用氨基酸产业发展报告》，上述数据和公司实际产量存在

差异。 

从表 13、表 14 中可看出，味精行业中，国内主要为阜丰集团、梅花生物及

伊品生物；饲用氨基酸行业中，全球主要企业为希杰、味之素，国内企业有大成

生化、梅花生物及伊品生物。 

希杰和味之素均为跨国龙头企业，虽然在饲用氨基酸方面产能不是最大，但

其综合实力较强，且为全球老牌的生物发酵企业，历史悠久。在中国发酵企业迅

猛发展之前，全球氨基酸领域内主要生产企业为日本味之素及韩国希杰。 

阜丰集团（HK：00546）、大成生化（HK：00809）为香港上市公司，梅花

生物为国内 A股民营上市公司，伊品生物为国内民营非上市企业。其中港股上市

生产厂家 

（单位：万吨） 

赖氨酸 苏氨酸 色氨酸 

产能合计 
产能 

产量 

（含库存） 
产能 

产量 

（含库存） 

产

能 

产量 

（含库存） 

希杰 59 53.7 5 4.5 1 0.9 65 

味之素 40 35.5 12 10 0.45 0.405 52.45 

大成生化 60.5 30 11 1 -- --- 71.5 

ADM 34 24 1 0.8 --- --- 35 

梅花生物 21.2 19.08 14 12.5 0.2 0.124 35.4 

伊品生物 36.55 18.08 5 4 0.15 0.09 41.7 

赢创工业集团 18.2 11.05 5 3 0.15 0.135 23.35 

阜丰集团 -- -- 7 4 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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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成生化业绩处于亏损状态，据媒体报道，该公司已被现代农业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接管，后者的最终东家是吉林省政府和吉林市政府。 

从上述企业实力及各企业现状看，无论是哪家企业要想主动实现行业整合，

行业内可并购的标的及有一定实力实现并购的选择不多。 

2.公司战略调整 

公司致力成为全球最领先的氨基酸生产企业，为达成这一目标，多年来不断

开拓进取，先后投产多种氨基酸产品，是目前全球氨基酸领域中规模化、集约化、

多品类氨基酸的重要生产企业之一。 

从上述行业分析和竞争企业分析，公司认为要想尽快实现全球领先氨基酸生

产企业，必须进行并购重组，正是因为对既定战略始终不渝的坚持和贯彻，公司

于 2014 年启动收购伊品生物项目，伊品生物作为国内民营非上市公司，本次并

购必然以梅花生物为主导，收购完成后，公司味精、苏氨酸、赖氨酸市场占有率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可借助上市公司现有平台进一步实现产能整合，增强话

语权，提高公司在产品上的议价能力，同时有助于改变行业内的无序竞争局面，

促进味精、氨基酸行业的稳定发展。但此次收购因多方面原因于 2015 年 9 月份

终止。 

同样是因为对公司既有战略和判断的坚持，在收购终止三个月之后，公司启

动了与希杰的资产重组事项。 

希杰为全球氨基酸发酵行业中的老牌生产企业，其在公司管理、菌种研发，

工艺技术、资金储备等方面较梅花生物相比均有一定的优势。 

虽然本次重组，希杰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可能会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但是梅花生物与希杰的重组将会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在氨基酸领域的龙头

地位，提高话语权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自身管理水平，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资

源，借助希杰全球化资源及生产技术优势，最终实现梅花生物长久以来坚持的战

略目标，即成为全球最领先的氨基酸生产企业，这一举措也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

及全体股东、员工的利益。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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