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55                              证券简称：蒙草生态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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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中信建投证券  郭海阳 梁睿超 李铁生   

恒禾资产 袁哲 

新湖财富 钱永平 

欧神体育 原野 

山东铁松 张宽 

中信银行 王乐 

其他个人投资者 40余人 

时间 2021年 5 月 14日 

地点 公司种业中心、敕勒川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秘安旭涛、财务负责人陈继林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调研人员实地到访公司种业中心、敕勒川草原生态修复项

目。参观公司大数据指挥中心、种质资源库等内容，并就相关

问题进行了交流互动，主要问答如下： 

1、公司与普遍认为的同行业公司区别在哪里，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是什么？ 

答复：公司倡导的生态修复，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修复，并不是

单纯的使某个地方变绿，公司坚持因地制宜的修复理念，修复

某个地方的生态，会充分研究当地的土壤、水文、气候、生物



等自然条件，综合评判给出适合当地的生态修复方案，修复完

成后会恢复到一个自然状态，后续不需要过多的人工干预即可

完成一个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特色乡土植物种质

资源库、种业体系，公司拥有国内具有特色的草原乡土植物种

质资源库，收集全国植物种质资源图文数据信息近 6.2万条；

植物种质资源收集分析应用 1694 种；有地理标记的植物标本

4000种，近 10万份；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壤 140万份；审定国

家及自治区草品种 25 个，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4 项，可提

供不同区域生态修复用种、乡土植物种苗、运动及景观草坪、

牧草草种及科技服务输出。二是生态大数据平台，能够为生态

体检，为产业导航，运用大数据领域相关技术、实地采集区域

内水、土、气、植物、动物、微生物等样本，判断区域生态健

康状况、历史演变规律、实时动态监测等。可实现，定位任一

经纬度，即可查询该点位的生态本底数据信息，定制开发相应

生态管理数据模型，点击任意一个管理模块，即可显示生态管

理和生态产业指导。三是完备的技术标准与科研平台，拥有国

内草产业界顶级专家资源和成体系的科研团队，建立十八个专

项生态研究机构，包含抗旱植物、耐寒植物、草原荒漠植物、

京津冀乡土植物、藏域植物等不同类型区的生态研究。 

2、公司应收款规模是多少，回收期多长时间，未来对于应收

款的预期如何？ 

答复：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公司应收账款 21.15 亿元，长

期应收款 39.89亿元，合计约 61.04亿元，同比降幅较大，今

年一季度，公司收到回款 7亿元，回款金额创了同期历史新高。

随着关于禁止拖欠民营企业款项的各项政策的出台，回款有了

进一步好转。原来传统 EPC项目回款期限一般 3年、PPP项目

回款期限一般 10-15年，近两年回款进度有所改变，部分项目

开始有进度款和预付款。政策规定项目招标前必须要解决资金



问题，要么列入政府预算、要么有专项资金支持，或者有开发

性的贷款。这些政策进一步改善了公司的现金流。长期应收款

主要是公司建设的 PPP生态项目，公司目前绝大多数的项目已

经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的项目

贷款，且与项目建设周期匹配。同时 PPP项目除了施工建设收

入外，还有政府每年给项目的投资收益率和运营收益两部分收

入。拿 2020年来看，项目收益约 7800万元，后续随着进入运

营期的项目不断增加，该部分收益也将随之提高，这两部分伴

随着 PPP项目的运营期可以做到 10-15年。公司提高选择项目

的标准，承做地方财政优质、资金齐备的生态修复项目，同时，

国家也出台了种种政策要求，目前来看，公司今年的部分项目

已经获得了预付款，合同约定也有进度款，国家政策和公司经

营的结合在未来将极大的改善公司应收账款和现金流，有利于

公司更长远的健康发展。 

3、公司研发投入是多少，研发重点方向如何？ 

答复：公司近十年来在科研方面的总投入近 11 亿元，2020年

当年度投入 1.4亿元，研发投入占公司利润的比重呈现逐年上

升的趋势，在 2019年公司净利润仅有 6000余万的情况下，公

司依旧投入了 6900 万元的研发经费。公司的研发是前瞻性的

研发也是结合公司实际需要的研发，研发内容全部围绕生态修

复开展，研发的投入一方面铸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

会反补公司业务层面，提高公司的利润率水平和项目质量。 

4、现阶段公司信用债务情况如何？ 

答复：公司现存银行信用借款约 47 亿元，其中 33 亿元为与

PPP项目运营周期匹配的长期借款，公司目前短期借款与长期

借款已经实现 3:7的安全比例，同时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农

业发展银行、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金谷银行、民生银行、工

商银行等政策性、商业性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深度互

信，资金方也将倾力支持公司发展。 



5、公司种业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如何？ 

答复：公司创新研发出多种草种混合配制而成的生态包，应用

到修复项目的草种品种数量逐年增加。近三年来分别是 195

种、430 种、543 种，不同配方用于播绿草原、治理荒漠、修

复矿山、改造废弃地等。运用到 840多个生态修复项目上，先

后完成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科尔沁沙地、乌拉盖退化、

沙化、盐渍化草原治理、扎赉诺尔百年露天矿、大青山 200余

公里边坡修复等修复项目，累计应用面积 3000多万亩。 

公司已经启动“百万采样计划”，用 8-10 年，新采集种子、

标本、土样、水样等 100万份（套），再夯实底层数据。 

同时公司也承建了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和国家级草种质资源

库与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另外国家级种业发展基金入股种业

子公司，将推动种业做大做强，提高种业育繁推一体化专业化

水平和竞争力。 

6、如果把公司接收的项目工程比作收入端口，把不同项目共

性的中方案设计、草皮销售、草种匹配设计等环节做个整体梳

理，公司更倾向于自身定位在什么行业或者板块类的公司，上

述某个环节单独看的话，竞争力在哪里？ 

答复：公司从报表上看是一个以生态修复施工为主业公司、分

类上是生态环保类，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来源种业和生态大

数据的驱动，虽然在营业收入中种业占比并不是很高，但其他

所有的人工、机械的投入都是为了使这些核心的种子和种苗发

芽成活，围绕着生态系统重建来进行的。如果没有核心的种业

一切都是 0，种业是公司从 0 到 1的核心质变。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1年 5 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