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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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华创证券、华安证券等 25 家机构 33 位投资者，

部分名单详见附件清单。 

重要提示：参会人员名单由组织机构提供并经整理后展示。公司无法保

证参会人员及其单位名称的完整性、准确性，请投资者注意。 

时间 2025 年 4 月 30 日（周三）15:00-16:00  

方式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副董事长：张立忠先生 

董事、总裁：谈松林先生 

董事：邵丽君女士 

财务总监：姜晗女士 

董事会秘书：尹伟先生 

创种科技副总裁：李军民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 

 

一、2024 年整体情况概览 

1、营收利润方面 

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7.67 亿元，其中：饲料产品收入 190.54

亿元，占营收比重为 66.24%；控股公司生猪产品收入 62.78 亿元，占营收比

重为 21.82%；种业产品收入 14.25 亿元（不含性状授权收入），占营收比重

为 4.95%。 

    2024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7.15 亿元；归母净利润 3.46 亿元，同比增长

115.9%。公司报告期总体盈利能力较好，综合毛利率水平提升到 15.14%。公

司饲料板块创利超 7 亿元；生猪养殖板块创利超 4 亿元；种业板块常规种业

（不含生物技术公司和创种总部费用及因并购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及商誉

减值）的净利润超过 1.5 亿元，归母净利润超过 0.9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

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等对合并利润影响 2.64 亿元。 

2、期间费用方面 

2024 年，公司持续提升运营效率，期间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销

售费用 11.65 亿元，同比下降 11%；管理费用 14.92 亿元，同比下降 8%；报

告期内，集团总部控费有效，较上期有所下降。 

3、资产负债方面 

截至 2024 年末，公司总资产为 291.4 亿元，负债规模和负债率较期初

均下降。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性现金流较去年同期大幅流入，净流入 24.83

亿元。 

二、2024 年各业务板块情况 

1、饲料板块 

2024 年，公司饲料产品实现外销销量 540.55 万吨，同比减少 7.6%。内

销销量超 170 万吨。另外，公司合并范围外的东北平台自用 84.5 万吨。公司

饲料内外销+东北平台自用合计近 800 万吨。 

猪料外销 427.6 万吨，同比减少 8.2%。实现营业收入 146.58 亿元，同

比减少 21.7%，原因为原料价格下降同步下调饲料售价；猪料内销销量为

151.67 万吨。 

反刍料外销 60.28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近 20 亿元，整体仍保持平稳，反



 

刍业务仍具备较好的基础和竞争力。 

水产料外销 22.74 万吨，同比减少 29.9%。实现营业收入 13.3 亿元，同

比减少 32.3%。由于持续性战略调整，聚焦高端特种水产饲料，调减普水料

销量，但毛利率同比增长。 

禽料外销 29.41 万吨，同比增长 54.5%。实现营业收入 10.43 亿元，同

比增加 33.6%。 

当前公司全面采用低蛋白氨基酸日粮平衡技术，豆粕替代走在行业前

列，如在自用料上，地采原料丰富的地区等，有的区域已基本不用豆粕。 

2、生猪养殖板块 

2024 年，公司控股+参股公司生猪养殖出栏总量为 640.46 万头，同比增

长 5.9%，其中控股公司出栏 359.47 万头，占比约 56%；参股公司出栏 281

万头，占比约 44%。公司控股+参股公司出栏 640.46 万头中，肥猪占比 85%

左右，其中：自繁自养模式占比 13%，公司+农户模式占比 87%。 

2024 年，公司控股+参股公司平均头均创利 175 元，部分区域如东北、

正能、华东等头均创利超 300 元。12 月，公司控股+参股公司生猪养殖业务

完全成本不到 14 元/公斤。 

3、种业板块 

2024 年，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合计销售数量 5,352.64 万公斤。

其中，玉米种子销售 3,630.39 万公斤，同比减少 9%，实现收入 8.2 亿元，同

比减少 11.3%；水稻种子销售 1,541.97 万公斤，同比增长 30.7%，实现收入

4.44 亿元，同比增长 11.1%；大豆种子销售 181.27 万公斤，同比增长 102%，

实现收入 0.22 亿元，同比增长约 169.5%；其他种子销售 1,370 万公斤，以

及经作种子，共实现收入近 1.4 亿元。 

2024 年，公司生物育种实现性状收费数千万，定价体系被广泛接受，且

已收到 25 年部分预收款，生物技术进展符合预期。 

 品种审定方面，截至目前，两批玉米和大豆品种审定通过，一批玉米

97 个和大豆 2 个正在初审公示，合计共有 161 个玉米品种，19 个大

豆品种，其中，使用大北农性状的玉米品种有 96 个，占比接近 60%，

使用大北农性状的高油高产大豆品种有 6 个，占比 32%。 



 

 配套的除草剂登记方面，截至目前 28 个登记证件中，25 个配套了大

北农的转化体产品。 

 实际种植面积与制种方面，2024 一年示范，公司性状对应的实际种植

面积有 60%左右，我们期望并有信心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总体而言，公司生物育种业务整体反响较好，受到种植户和种业公司的

广泛认可。自此，种业业务完成了从种质资源的开发到性状产品的开发（即

生物育种产品）到常规种业的育繁推（企业的科研，育种、繁种、推广）的

产业链布局，即从基因挖掘到种子推广的全产业链布局。 

三、2025 年一季度情况概览 

2025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65 亿元，同比增长 2.4%，其

中，饲料产品收入 41.99 亿元，因原材料行情波动，同比有所下降，但盈利

能力上升，毛利率达到了 13.1%；生猪（控股）收入 16.86 亿元，同比增长

37.3%；种业产品收入 3.01 亿元（不含性状授权），同比增长 41.8%。 

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1.34 亿元，同比增长 164.13%。其中，饲料板块创

利超 1 亿元；养猪板块创利超 1 亿元；作物板块创利 7000 多万元，主要是

持有的持股比例较低的参股公司股权处置收益，作物板块经营性利润为正，

相比 24 年同期增长；其他业务、计提及公共费用等亏损 1.81 亿元，同比减

亏 3000 余万元。 

公司饲料产品实现外销销量 126.84 万吨，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生猪养

殖出栏总量为 183.99 万头（含参股），同比增长 26.7%；种业产品销售 1,964

万公斤，同比增长 70%。 

截至 2025 年第一季度末，控股和参股公司生猪总存栏约 420 万头，其

中，控股公司存栏约 210 万头，参股公司存栏约 210 万头；基础母猪 28 万

头左右，后备母猪存栏 7-8 万头，合计 35 万头左右。 

 2025 年 3 月份，公司（控股+参股）育肥猪完全成本为 12.9 元/公斤，

参股公司（如东北平台），育肥猪完全成本为 12.1 元/公斤，成本已处于行

业前列，公司有信心在 12.9 元/公斤的基础上成本继续下降，还有再进步的

空间。 

四、未来农业科技技术布局 



 

公司积极开展合成生物学应用研究，生物育种已经进展到了高效精准遗

传转化与基因编辑应用开发阶段，目前正在从应用场景向技术平台方向深

入，正在升级人才队伍建设，融合各方人才队伍，加强与科研院所等合作，

简要介绍如下： 

依托大北农原“饲用微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北京化工大学、

清华大学整合重组为“绿色生物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 

并且，中关村科学城农业合成生物创新中心在海淀区有关部门指导下，

由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等院士、

专家团队、巢生实验室、百图生科和大北农科技集团共同联合发起。中关村

科学城农业合成生物创新中心于 2025 年 4 月正式运行，依托大北农凤凰国

际创新园绿色生物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研发楼，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等有关部门对大北农生物农业创新园高品质科技园区建设项目支持下，建设

了 2200 平米的微生物工程合成生物学实验室，包括微生物改造平台、微生

物高通量筛选平台、检测平台、自动化高通量发酵平台、人工智能管理平台

4+1 功能岛，具有从菌种高通量构建及诱变、高通量培养筛选、检测分析、

高通量发酵等能力。中关村科学城农业合成生物创新中心将从工程菌源头支

撑大北农生物制造产业发展。 

中关村科学城农业合成生物创新中心旨在发展合成生物技术，突破农业

生物种质资源创新、新型饲料蛋白、绿色肥料、植保、动保、环境产品创制

关键技术，依托海淀创新资源和人才政策优势，搭建政产学研创新联合体，

布局技术集成研发验证、场景验证和自动化验证三大共性验证平台；构建技

术交易、创新企业加速、专家智库和科技服务四大产业支撑平台；不断创新

运行模式，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协同创新与产学研合作，共同引进业内科学家，

持续产出前沿性、颠覆性重大技术与产品；打造国际一流的农业合成生物产

业技术应用平台，逐步形成具有海淀特色的农业合成生物技术创新策源地和

产业创新高地，推动北京农业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与食

物安全贡献海淀科技创新能量。  

以上为公司 2024 年度整体情况及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及未来农

业科技技术布局介绍。 



 

五、问答交流 

1. 请介绍一下公司在低蛋白日粮方面取得的进展？ 

公司在低蛋白日粮方面有很多年的技术储备。 

对于公司内部的自用料，在豆粕价格较高的时候，部分地采其他蛋白原

料较丰富的地区可以实现豆粕完全替代。 

对于商品料，因客户豆粕使用习惯的问题，还有一定豆粕添加量。 

2. 请介绍一下国家重点实验室合成生物学的具体应用场景，有什么样

的预期？ 

公司重新组建的绿色生物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是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和

清华大学组建，聚焦“粮食安全”和“双碳”方向，通过”碳氮元素高效生

物转化、系统集成耦合优化机制“两大核心科学问题攻关，实现蛋白质与绿

色化学品的高效生物制造，预期创制饲用蛋白及添加剂、绿色农用化学品、

兽用生物制剂、作物种质资源等新产品，推动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 

3. 公司生猪养殖一季度降本明显，剔除原料成本变化，是通过哪些措

施实现的？ 

公司 3 月底育肥猪完全成本较去年同期，和 2024 年 12 月末都有明显改

善，不考虑原料成本变化，主要措施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品种改良方面，近 2-3 年，公司持续进行品种改良、品种替换，效果已

逐渐显现，生猪饲料转化效率（即料肉比）有明显改善。 

生物健康方面，公司通过加强猪舍环境控制，如持续改善猪场通风、保

温、空气过滤等方式，使得在生物安全方面有很大提升，在猪场硬件，管理

均有大幅改善，猪苗的存活率较之前有明显改善。 

制造费用方面，公司通过规模的提升，降低闲置产能；叠加育肥猪成活

率也有较大的改善，各方面复合改善，生猪养殖成本有下降。 

4. 后续生猪养殖成本还有哪些措施进一步优化？ 

后续生猪养殖成本进一步优化主要聚焦以下几方面： 

品种改良方面，公司将依托于国家级核心育种场，通过引进更高效、健

康的品种，对原种场的改造和升级，对提高种猪的品质，使得种猪的生产性

能以及后续育肥猪育肥性能上进步一改善，为后续的猪苗成本及肥猪成本打



 

下良好的品种基础。 

生物健康方面，公司将依托旗下疫苗动保产业兆丰华的生物制品、专家、

实验室等优势，最近两年持续强化猪场生物安全，如蓝耳病等的防控，效果

显著，陆续有双阴场，努力提升双阴场的数量，提升生猪健康水平。 

团队管理方面，公司通过强化团队的文化建设，进一步提高骨干、核心

员工的稳定性，成熟性，促使生产成绩进一步提升。 

动物营养方面，公司也将继续积极探索，进一步优化营养结构，如进一

步优化地材蛋白原料，充分利用地采原料以及公司微生物产品，在饲料原料

方面进一步降低成本。未来还有很大空间，从品种，健康，管理，营养等方

面同步改善。 

5. 公司如何解决生猪养殖产业各平台养殖成本的差异较大的问题？ 

公司各主要在养平台实际生产水平都是不错的，差距不大。区域性差异

一方面是因产能利用率导致，分摊财务费用和栏舍折旧较高等导致相对成本

较高，现公司控股与参股公司合计产能超过 35 万头，实际基础母猪存栏在

28 万头左右。产能利用率较高的，如达到 90%以上产能利用率的，成本基本

都可以在 13 元/公斤以内，东北平台已经到 12.1 元/公斤。另一方面，在生物

防防控上，如蓝耳病等净化水平差异也会导致成本差异，对母猪和肥猪生产

都一定影响，公司华南平台蓝耳病净化做的较好，目前仔猪生产成本已经下

降到 250 元以下。 

6. 2025 年生猪养殖出栏量的规划大致是怎么样的？ 

结合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出栏情况及一季度末生猪存栏情况等，预计

公司 2025 年全年控股+参股生猪出栏量在 800 万头左右，以最终实际为准。 

7. 请问公司 2024 年种业性状收入是怎么样的？ 

2024 年，公司性状对应的实际种植面积市占率有 60%左右，对应收入

有几千万元。我们期望并有信心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8. 公司对于 2025 年生物育种产业化推广面积的预期是怎么样的？ 

农户积极性方面，农户对于抗虫耐除草剂品种种植的积极性较好，尤其

是西南地区山地等原因，抗虫耐除草剂性状可以实际解决农户种植过程中的

困难，比较受农户的欢迎。 



 

品种审定方面，今年又有一批玉米、大豆品种正在初审公示，加上前两

次品种审定，目前一共有 161 个玉米品种，19 个大豆品种。 

政策方面，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继续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近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 年）》明确指出，深入实施

种业振兴行动，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实施育种联合

攻关，实施生物育种重大专项，选育高油高产大豆、耐盐碱作物等品种，加

快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总的来说，在加快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背景下，公司性状方面市场占有

率预计会进一步提升。 

9. 性状授权收费会进行调整吗？ 

公司性状产品定位清晰，在坚定自身的定价策略，保障农业科技产品价

值体现的同时，为用户做好服务配套等技术层面的支持。 

10. 公司饲料业务中远期的目标还是保持 1000 万吨吗？实现的方式是

靠并购还是内生的增长？ 

目前公司饲料业务还是以猪料为主，对反刍饲料、水产饲料等品种进行

差异化布局，水产料转型聚焦高端特种水产饲料。 

猪料也在转型中，近 1-2 年来猪料变化较大，专业育肥以及代工料越来

越多，公司将发挥传统优势，主动做了部分客户选择，降低应收账款，公司

应收账款与去年同期降低了几亿元，通过市场服务，已经建立的较为完善的

管理与制造体系、技术服务体系和原料供应链平台，统一合作养猪，母肥分

离、适度规模、统一采购，统一标准，统筹各区域内资源、人力、事业伙伴

等优势，携手发展，为家庭农场，生态农场做好服务，共建区域生态，家庭

农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将会有很强的生命力，为他们做好猪场服务，是我

们工作的主要方向。 

公司饲料产品 1000 万吨的目标坚定不移，虽然 2024 年公司饲料内外销

+东北平台自用已接近 800 万吨，但通过对猪场的精细化盘点，公司目前服

务规模还不够大，还有较大增长空间，随着市场集中度提升，市场占有率还

有提升空间。公司饲料业务产能已超过 1000 万吨，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方



 

面没有大的预算，以内生为主。 

 

未来，公司将继续围绕作物科技和动物科技两条产业主线，积极响应近

日发布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 年）》要求，全面融入国家

战略，聚焦强化种业、疫苗动保等科技产业业务，夯实饲料产业业务，平稳

发展生猪养殖业务，加强各业务板块的协同效益，探索发展新增长点，保持

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继续以生物育种十五年磨一剑的精神，为我国农

业科技自立自强，强农建设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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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姓名 公司 

1 罗寅 中信证券 

2 于正 中金公司 

3 王思洋 中金公司 

4 陈泰屹 中金公司 

5 史慧瑜 高盛 

6 陈群 高盛 

7 朱本伦 开源证券 

8 陈雪丽 开源证券 

9 朱本伦 开源证券 

10 于明正 光大证券 

11 李晓渊 光大证券 

12 张东华 泰山财产保险 

13 程诗月 东兴证券 

14 丁雪松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张婷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王黛丝 巨杉（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 李艳 上海益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 陈鹏 华创证券 

19 王莺 华安证券 

20 熊航 西部证券 

21 张诚 Townsquare 

22 白楠 Townsquare 

23 李秋燕 招商证券 

24 江娜 UBS 

25 张心怡 浙商证券 

26 高林峰 西部研发 

27 冯永坤 国投证券 

28 杨莹 UBS 

29 林毓鑫 天风证券 

30 黄向前 深圳市尚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 沈嘉妍 国盛证券 

32 胡静航 申万宏源 

33 谭雨立 观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