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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4    证券简称： 国联水产    公告编号： 2016-25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对虾工厂化养殖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述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8月 9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对虾工厂化

养殖项目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湛江国联水产种苗科技有限公司自筹资金不

超过 4.8亿元投资建设对虾工厂化养殖项目。本次项目投资事项符合董事会审批

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项目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实施单位：湛江国联水产种苗科技有限公司。 

2、项目内容：项目将分三期建设各对虾工厂化养殖基地，各对虾工厂化养

殖基地独立包含对虾养殖车间及配套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项目全部建设完成达

产后形成年产 6,000吨鲜活对虾的生产能力。 

3、项目选址：一期基地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南三岛，二、三期基地拟分别另

选址广东省惠州市与海南省等地。 

4、项目资金来源：自筹。 

5、项目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不超过 4.8亿元，其中一期基地规划投资 1.7

亿元，二、三期基地规划投资不超过 3.1亿元。 

6、项目实施计划：项目将优先建设一期基地，建设时间 11个月。结合一期

基地建设情况及资金筹措进展，继续推进完成二、三期基地的建设。 

7、项目效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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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先建设一期基地，一期基地建设完成并达产后预计年均新增营业收入

1.6 亿元、新增净利润 0.7 亿元，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3.1 年，

以上测算数据根据目前对虾市场行情及生产资料成本情况进行预测，若相关情况

发生变化，则测算结果也将发生变化。 

三、项目采用的工厂化养殖模式介绍 

1、养殖模式特点 

项目对虾养殖采用封闭式工厂化养殖模式。在封闭的养殖车间内，通过使用

自动化、工业化手段控制养殖池内生态环境，为对虾创造一个最佳的生存和生活

条件。项目严格种苗、饲料选用标准，对养殖各环节进行了标准化流程改造，实

现对虾的标准化生产。 

项目通过开发基于物联网的全天候水质多元指标动态监控设备及养殖场水

质实时监控预警系统，基于模型和专家经验相结合的对虾全程健康养殖精细管理

决策系统和疾病预防预警及诊治系统，构建了一套适合对虾集约养殖应用的无线

测控网络系统，实现对虾养殖全过程智能化、数字化。 

2、养殖模式优势 

（1）生产全程可控，有效保障产品生态健康、安全无公害 

生态健康的养殖方式确保在种苗选用、饲料投喂、水质控制、微生物菌群调

节等各养殖环节得到严格把控，保障对虾的健康生长，最大限度的确保了产品质

量安全。 

（2）降低养殖风险，提高养殖成功率 

封闭式的工厂化养殖模式避免了传统养殖模式带来的虾病和水体交叉感染，

同时最大程度减少气候变化、天气灾害对养殖的不利影响，降低了养殖风险。同

时依托数字化系统对养殖过程的全程跟踪、分析与控制，保证对虾的养殖质量，

从而大大提高对虾养成率。 

（3）降低养殖对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依赖，提高养殖效益 

集约化、工厂化的生产方式降低了对虾养殖对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的依赖，

养殖基地可以灵活布局在大中城市周边，具备近距离运输的时效和成本优势；并

实现周年均衡生产，具备反季节生产供应优势，从而满足当地消费群体不同时节

对鲜活对虾产品的需求，极大的提高养殖效益。 



3 
 

（4）满足规模化、订制化生产要求 

养殖风险的有效控制使得规模化生产成了可能，标准化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养

殖效率及生产计划性，从而可以满足规模化、订制化对虾产品供应需求。 

（5）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传统对虾养殖方式存在产出效率低、占地面积大、污染环境等劣势，难以实

现可持续性发展。项目采用的工厂化养殖模式具有高效、节水、节地、排放可控

的特点，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是中国未来对虾养殖的重要发展方向。 

四、项目建设目的 

1、有利于开拓内销市场，为公司提供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利润，并不断增加

新的利润增长点 

国内对虾一直保持巨大的市场需求及供应缺口，本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后，公

司将具备年均 6,000吨健康、优质的鲜活对虾供应能力，有利于满足内销市场需

求，为公司提供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利润。 

同时，本项目具有易于复制的特点，通过本项目各期基地的建设和运营，公

司将积累丰富的对虾工厂化养殖技术、经验与管理团队，从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

跨区域拓展、布局对虾工厂化养殖业务，不断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2、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对虾全产业链优势，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与盈利能力 

公司是对虾行业龙头企业，在种苗、饲料、养殖示范、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

环节具有深入布局。本项目的成功实施，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对虾养殖业务，从

而充分发挥公司在对虾质量控制、产业链协同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种苗、饲料、

生产等上下游相关资产使用效率，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五、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国家政策大力支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

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文件指出，要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稳定的原料生产基地，鼓励在大城市郊区发展工厂

化、立体化等高科技农业，提高本地鲜活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本项目符合国家

农业现代化政策导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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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规模大且保持增长 

中国是水产品消费大国，国内对虾一直保持巨大的市场需求及供应缺口。据

业界评估，2015 年中国对虾消费市场有约 30 万吨供应缺口主要依赖进口弥补。

中国对虾内销市场鲜活对虾是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居民饮食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

健康、优质的鲜活对虾需求量将继续保持增长，本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3、技术上可行 

公司通过多年在对虾产业的深耕，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产业和技术基础。 

公司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省部产学研——南美白对虾健康

养殖水质和环境信息无线监控网络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广东省健康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广东对虾产业化推进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等省、部级，以及“凡

纳滨对虾无特定病原养殖系统研究与示范”等市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具

有良好的养殖技术研发及实践基础。公司充分考察、借鉴了国内外对虾工厂化养

殖模式及技术优势，就本项目技术路径及可行性与行业专家进行了充分论证，并

已申请 3项对虾工厂化养殖相关专利。公司认为本项目技术上可行。 

六、项目主要风险 

1、市场风险 

本项目依据现时国内外对虾市场供需情况进行规划，若市场供需产生重大不

利变化，将影响到项目预期收益实现。因此本项目能否实现预期经济效益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资金风险 

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筹，可能存在因资金紧张导致项目建设放缓甚

至不能顺利建设达产的风险。 

3、极端天气与病害风险 

本项目将建设和发展风险可控的对虾工厂化养殖新模式，避免传统养殖模式

带来的虾病和水体交叉感染，同时将最大程度减少自然气候变化、天气灾害对养

殖的不利影响，但本项目尚无法完全排除前述风险，一旦发生极端灾害性天气和

大规模病害，仍将对项目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七、项目建设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建设、实施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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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行业的龙头企业地位，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益，增加利润增长点。项目的

建设实施近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公司未来盈利

能力将产生积极影响。 

八、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