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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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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姜娅、徐晓芳、杨清朴、杜一帆、林镇潘、黎刘定

吉、周荣炎；鹏华基金：林伟强；浙江国信投资：吴界强；浦

银安盛：沈瑞；招商基金：曾子潇；巴沃基金：张春；砥俊资

产：王俊元 

时间 2022 年 11 月 15 日 14:00-17: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包中海、监事会主席陈志浩、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金

鼎、证券事务代表曾琳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董事长包中海、监事会主席陈志浩、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金鼎、证券事务代表曾琳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并回应

了投资者的提问，相关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1、近期有哪些政策对公司农业综合服务的业务运营、战

略制定等产生了新的影响？ 

2022 年 10 月 10 日，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推进

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加快

推进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工作，通过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

中心、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的建设，到 2025 年实现涉农县农

事服务功能全覆盖。为深化服务，公司于 2021 年起推进现代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并于 2022 年 8 月发布了社会化服

务体系品牌“浙农耘”。该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后，预计将对公

司相关业务推进，起到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 

2022 年 11 月 10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推进现

代农资经营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主要目标：加快构

建供销合作社主导、龙头企业牵引、各类农资经营服务主体联

合合作的现代农资经营服务体系。力争经过 5-10 年发展，全

省农资经营服务专业化体系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一批创新型

农资“链长”企业发展壮大。作为浙江省供销社下属唯一上市

公司，公司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深耕浙江、深化服务，

提升农资流通传统优势业务的市场份额，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构建，加快耕地土壤治理、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中药

材全产业链业务布局。 

2、在“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公司业务是会集中在浙江

省内，还是向全国拓展？ 

公司是一家“深耕省内、拓展省外”的全国性企业。按照

深耕浙江、拓展华东、面向全国的战略布局，公司在全国十余

省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资商品销售体系。未来公司将继续深

化省外市场的拓展，通过与上游农资生产企业或当地供销社合

作建设、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在西南、东北等农业生产主要

区域新建区域公司，进一步拓展市场，夯实农资流通行业龙头

地位。 

同时，依托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优势，公司按照“省

级服务平台+区域服务中心+基层服务网点”模式构建现代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加快拓展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耕地土壤治

理等相关业务。相关新业务模式成熟后，公司将加快省外业务

的布局。 

3、公司在农业机械方面是否有布局？ 

公司正在探索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构建“浙农耘”服务



品牌。“浙农耘”品牌涵盖五方面内容，其中服务耘涵包括农

技相关服务。公司目前开展的农机服务，主要为无人机的销售

和植保飞防服务。公司为大疆无人机的浙江省总代理，近期拓

展了博创联动等国内知名品牌自动烘干机、智能拖拉机、智能

插秧机等农机产品的省级及区域代理权。公司成立专业飞防公

司和浙农飞防联盟，可调配无人机资源 1,000 架，每年飞防服

务能力达 1,000 万亩次。 

4、公司业务比较多元，主要发展方向是哪个？各个业务

之间如何进行管理与协同？ 

公司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为以“品质生活、健康中国”

为使命，重点发展农业综合服务主业，稳健发展汽车、医药业

务，形成以商促农、农商共兴机制，引领城乡一体化区域协调

发展，助力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努力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下城乡新消费行业的引领者、全国供销社系统城乡商贸服务

业龙头企业。 

公司在战略指引下，重点围绕涉农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拓展

延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实行整合计划，推动

各项业务协同发展。（1）主营业务的拓展与整合，公司以杭

白菊基地建设及羊栖菜综合利用开发为试点，积极探索具有浙

农特色的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2）资产与财务的整合，公

司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对重组后上市公司的资产和财务进行

统筹管理，增强管理控制的协调性，提高重组后上市公司资产、

资源的使用效率。（3）人员与机构的整合，公司充实了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团队，强化上市公司总部建设，

充分发挥集团型总部战略决策、风险管控、资金筹集方面作用；

同时推动打造数字浙农，构建完善的财务会计、内控管理、业

务经营等综合性智能信息化体系。 

5、公司如何应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 

公司通过“员工持股”的利益共享机制，组建了经验丰



富、能力突出的经营管理团队，建立了高效的行情研判机制。

日常经营中，公司密切关注主营业务产品的价格波动情况，开

展专项研究，保持业务的平稳发展。为了平抑价格剧烈波动，

公司积极运用商品套期保值工具，防范经营风险。 

6、在业务创新方面，公司有哪些新的业务增长点？ 

近两年，为赋能农资流通业务，提升市场份额，加强终端

客户粘性，公司探索农业投入品全产业链业务，逐步培育出新

型农业服务业态。 

（1）构建农业社会服务体系 

2021 年，公司成立浙农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围绕“上抓资

源、下接终端、科技服务、数字管理”思路，整合服务资源，

集成服务功能，按照“省级服务平台+区域服务中心+基层服务

网点”模式构建全程化、集成化、一站式的统领全省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 

（2）探索耕地土壤治理+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 

近两年，公司积极介入耕地土壤治理领域，加快探索全域

“土地治理+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社会化服务”业务模式，实

现现代农业服务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高效管理，并在此基础上积

极开展基于土地流转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通过土地流

转、大田托管，达成与农户长期合作，赋能农资流通业务。 

（3）打造中药材全产业链模式 

今年初，公司与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政府共同合作成立桐

乡市浙农杭白菊科技公司，按照“标准化种植、质量可追溯、

全产业链发展”的思路，进行杭白菊种苗培育、种植、采收、

加工、销售全过程管理，共建全产业链示范基地。 

7、公司参与市场化运作，如何建立完善的激励体系？ 

公司作为全国供销系统农资流通行业最早实现改制的省

级农资流通企业，建立了以“骨干员工持股经营”为核心要素

的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在市场竞争中凸



显出独到的人才团队核心优势。公司将不断深化完善员工持股

经营的内涵，推动企业二次改革二次创业。 

2022 年 1 月，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最终公司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446 名激励对象授予 1,251.5 万股限制性股

票。 

8、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如何权衡社会效益与业绩诉求？ 

作为上市企业，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经营工作，强化公司

治理水平，提升盈利能力，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权益。同时作为浙江省供销社下属企业，公司也在保供稳价、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疫情防控、爱心奉献等方面积极履行相

关社会责任。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1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