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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2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 特定对象调研      □ 分析师会议 

□ 机构策略会         业绩说明会 

□ 媒体采访          □ 新闻发布会 

□ 路演活动          □ 现场参观 

□ 其他 

活 动 主 题 天马科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 

时 间 2025 年 5 月 16 日 14 点至 15 点。 

地点/方式 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参 会 人 员 

公司董事长、总裁：陈庆堂先生； 

独立董事：艾春香先生、汤新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戴文增先生； 

财务总监：陈晓华女士。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的支持下，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 14:00-

15:00 通过网络文字互动问答方式，召开了天马科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具体情况如下： 

1、请问贵公司本期财务报告中，盈利表现如何？谢谢。 

答：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形势以及行业新机遇和新挑战，公司持续优化产业布

局和结构调整，全面推进鳗鲡一二三产业链融合发展，坚定世界级全产业链食品供

应链平台建设，形成“以鳗鲡产业为中心，四大战略性板块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鳗鲡全产业链优势，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产业运

营模式，持续完善现代渔牧全产业链布局。公司智慧养殖、健康食品、安全饲料等

各业务板块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发展潜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585,412.96 万元，同比下降 16.34%；实现归属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03.27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2025 年一季度，公司聚

焦鳗鲡主业高质量发展，各板块业务协同发展持续为公司带来稳定的营收和利润贡

献，实现营业收入 14.96 亿元，同比增长 9.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730.14 万元，同比增加 162.56%；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1,595.80 万元，同比增加

228.95%。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2、公司出口韩国活鳗的规格，数量，价格是多少？预计今年出口韩国的数量

一共有多少？公司出口日本活鳗的规格，数量，价格是多少？预计今年出口日本活

鳗的数量一共有多少？另外今年预计烤鳗出口有多少量？ 

答：2024 年，公司活鳗产品首次获得直接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资质，近期

已对韩国出口了多批次美洲鳗活鳗，积极筹备日本市场的活鳗出口。2025 年，随着

日本鳗鲡苗的大量投放，公司将积极完善全球化产业销售渠道建设，开拓海外市场，

深挖日本、韩国等成熟活鳗市场，进一步加大活鳗出口力度，深耕国内活鳗市场，

打造全球最大的活鳗出口集散地，建设立足国内，辐射日韩，面向全球的活鳗营销

网络体系。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3、本年度日本鳗苗的投苗和入池量多少？是否还有投美洲鳗苗？现在总存塘

鳗鱼数量分别有多少尾？ 

答：根据中国渔业协会鳗业工作委员会近期统计数据显示，2025 年度全国总投

放日本鳗苗 79 吨，其中中国大陆共投放 72 吨，中国台湾省投放 7 吨。 

2025 年度，由于日本鳗鱼苗出现了近年少有的丰产，天马科技紧紧抓住日本鳗

苗价格优势，以日本鳗苗投放为主，美洲鳗苗投放为辅的策略，充分发挥已有养殖

基地的产能，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公司的日本鳗苗和美洲鳗苗投放数量均居国内首

位，存池数量也是国内首位。随着小额快速定增募投项目在今年 6 月份的全面建成

投产，公司养殖产能将进一步提升。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4、按照今年市场的供需缺口，鳗鱼价格是否会上涨，预计上涨窗口期从何时

开始，预计美洲鳗 3p的价格能到多高？另外，今年日本鳗投苗量激增，会不会影

响明年的鳗鱼价格，尤其影响美洲鳗的价格？ 

答：鳗鱼养殖是我国特色淡水养殖品种之一，也是我国传统优势渔业产业，鳗

鱼具有全球性千年传承的消费食品产业文化，在全球长期深受消费者欢迎，国内外



消费场景积极向好。 

受 2025 鳗年度日本鳗苗捕捞量增加因素影响，相关养殖户提前加大出鱼力度

以投放新苗，目前存塘可供市场消费的鳗鱼数量低位运行，市场供给有限。当前，

国外鳗鱼产品销售市场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订单充足，消费市场积极向好，在国内

市场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叠加鳗鱼消费产品形态多样，

销售形式多元，消费方式便捷，国内鳗鱼消费市场前景广阔，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年内鳗鱼价格将保持稳定并可看涨。 

由于今年市场整体投苗量较往年有一定幅度增加，根据活鳗价格与投苗量关系

滞后 1 年负相关关系，明后年活鳗市场理论上会有一定市场压力，也将对明后年烤

鳗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当前，天马科技通过多环节介入鳗鱼行业全产业链，这给具

备全产业链的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可以在价格波动时，通过食品超万吨烤鳗产能，

有效消化鳗鱼养殖产能，在行业价格波动时，平滑行业波动风险，熨平利润曲线，

从而享受行业平稳增长红利，充分享受鳗鱼行业长期确定性增长带来的效益。 

当前，天马科技按照既定战略布局稳步推进鳗鱼一二三产业链融合发展，着力

打造“规模大、链条全、品牌响、技术新、业态多、生态优、带动力强”的国家级

现代农业（鳗鱼）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八大产业集群、两大鳗鱼万亩产业基地已初

见成效。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5、请问今年日本鳗苗投苗的格局怎样？广东协会会员一共投了多少，有没有

新进的大型养殖企业？ 

答：根据中国渔业协会鳗业工作委员会近期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2025 年度全

国总投放日本鳗苗约 79 吨，其中广东约 20 吨，江苏、浙江两省合计约 20 吨，福

建、江西、安徽、广西、湖南、湖北等省合计约 32 吨，中国台湾省约 7 吨。 

由于规模化鳗鱼养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配置和场地需求等

要求，今年未见新的大型企业开展鳗鱼养殖业务。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6、在下一个投苗季之前，会不会推行日本鳗苗配额制，配额制大概的思路是

什么？如何能够保证配额制能有效实施？ 

答：日本鳗苗分布区域广泛，涵盖了中国大陆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

上海及中国台湾省等地，以及日本、韩国等地区的沿海水域，中国是日本鳗苗主要

生产国家。日本鳗苗的捕获量受全球气候变化、海洋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呈



现一定的周期性波动特征。随着长江禁捕的实施，为了保护资源和保障鳗鲡产业的

稳定发展，我国渔业主管部门将进一步规范鳗苗专项捕捞管理，在对日本鳗苗资源

科学评估基础上，严格管理鳗苗的捕捞，规范鳗苗交易。具体情况及措施以有关部

门的正式文件为准。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7、今年本地鳗投苗综合成本单尾多少？ 

答：今年是日本鳗苗近年来少有的丰产年，鳗苗的价格随着捕捞时节的不同，

由高逐步下降。公司本年度投苗周期较长，目前仍然在少量投苗，前后投放鳗苗的

单价差异较大，具体的综合单位成本目前还不能精确统计。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

注！ 

 

8、今年投的本鳗养到 3P规格大概养殖成本多少？ 

答：鳗鲡养殖成本与养殖模式、养殖技术、养殖密度、鱼苗成本、饲料成本等

息息相关，而鳗苗采购成本受鳗苗捕捞产量和市场供需影响波动较大，不同年份差

别较大。 

根据行业多年相关养殖情况测算，鳗鲡养殖成本中，苗种和饲料的成本占总成

本的比例在 80%左右，其他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动保产品、人工费用、水电费

用等占总成本的比例在 20%左右。日本鳗养到 3P 规格大概养殖成本大约为 8-10 万

/吨（鳗苗成本按 8-12 元左右/条计算）；本年度日本苗价格下降，养殖成本亦将有

较大的下降空间。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9、一季度饲料业务和鳗鱼业务销售额、销量、毛利等如何拆分？ 

答：2025 年一季度，公司饲料销量约 30.80 万吨，同比增长 1.17%，销售额约

9.9 亿元，毛利率约 6.53%。公司鳗鲡出池量约 3,200 吨，其中外销量约 1,941 吨、

销售额 1.1 亿元，养殖毛利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公司食品烤鳗板块销量约 1,900

吨，同比增长约 237%。公司“以鳗鱼为中心”，实现了鳗鱼全产业链的完整有效闭

环，形成了产品核心竞争力。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10、今年烤鳗万吨工厂达产，销售目标多少？ 

答：天马科技着力建设天马食品、海德食品、江西西龙、天马福荣等烤鳗食品

基地，形成“以鳗鱼为中心”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产业生态，建立



了食品全程可溯源系统，通过 HACCP、ISO 质量管理体系和无抗产品等国内外权

威安全认证，旗下拥有“鳗鲡堂”“鳗小堂”“酷鲜”“三清龙”“品鳗坊”等多个烤

鳗知名品牌，荣获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 Monde Selection 蒙特奖金奖等多项国内

外大奖。 

2024 年度，公司烤鳗食品产销量同比大幅上涨，烤鳗销量约 3,404.53 吨，同比

增长 133.75%。2025 年，随着公司新建烤鳗场建成投产和养殖基地鳗鱼持续稳定出

池，产能稳定释放，烤鳗业务已迈入快速增长的崭新阶段，鳗鲡全产业链已形成完

整有效闭环经营模式，构筑了鳗鲡产品核心竞争力。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11、一季度销售烤鳗 1900吨，超过去年全年 3400吨一半以上，是哪方面市场

取得突破？ 

答：公司着力建设天马食品、海德食品、江西西龙食品、天马福荣食品、昌龙

农牧等食品基地，已形成“以鳗业为中心”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产

业生态，建立了全程可溯源烤鳗食品安全系统发展模式，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

美味的健康食品。公司深度布局国内国外“双轨制”经营，打造线上线下全渠道运

营模式，旗下拥有“鳗鲡堂”“鳗小堂”“酷鲜”“三清龙”“品鳗坊”“红脸雁”等多

个知名品牌，打通渔牧产业从源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产品远销欧洲、美洲、亚

洲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公司新建烤鳗场建成投产和养殖基地鳗鱼持续稳定

出池，产能稳定释放，日本及国内烤鳗销量逐步提升，烤鳗业务已迈入快速增长的

崭新阶段，鳗鲡全产业链已形成完整有效闭环经营模式，构筑了鳗鲡产品核心竞争

力。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12、请问贵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谢谢。 

答：公司鳗鲡产业经过多年的战略深度布局，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形成 

“以鳗业为核心，食品为新蓝海”的产业发展定位，公司经营将更加聚焦鳗鲡主业，

实现了鳗鱼全产业链的完整有效闭环，形成了产品核心竞争力。感谢您对天马科技

的关注！ 

 

13、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期行业整体和行业内其他主要企业的业绩表现？谢

谢。 

答：2024 年，我国饲料产业面临行业整体低迷、养殖结构调整加剧、产业竞争



融合加深等诸多挑战，但仍保持高质量平稳发展态势，饲料总产量小幅下降，其中

生猪饲料、水产饲料降幅较为明显，产业一体化融合加深。特种水产饲料业务方面，

近年来，我国渔牧行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

压力，对渔牧企业稳定盈利水平、拓展市场空间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渔牧行业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受终端消费市场表现疲软、饲料原料阶段性供需趋于宽松、下游养

殖端存栏持续去化、行业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以及部分地区极端天气频发等多重因

素综合影响，我国水产饲料产量和产品价格均有所下降。畜禽饲料业务方面，2024

年，生猪养殖行业呈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受下游养殖业产能持续调整、上游原料

价格波动、终端消费需求恢复缓慢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饲料行业需

求整体承压。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14、请问您如何看待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谢谢。 

答：我国鳗鲡产业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集鳗苗捕捞、鳗苗培育、

成鳗养殖、饲料生产、烤鳗及鳗鲡副产品加工、出口一体化的外向型全产业链，年

产值超 300 亿元。中国鳗业已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具有一定智能化、智慧化和

数字化水平的现代渔业产业。我国鳗业在养鳗产量、养鳗种类和养殖模式上均居世

界领先地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鳗鲡生产国，养殖总量占全世界的 80%。近年来，

我国活鳗养殖年生产能力在 10 万~15 万吨左右，结合《2024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数据来看，2023 年福建和广东两省鳗鲡产量合计占比约 80.54%。随着养殖技术的

逐步成熟，尤其是精养池养殖模式的快速发展，环境和温度不再成为选择鳗鲡养殖

区域的决定性因素，江西、湖北、广西等资源优势地区的鳗鲡产量占比逐步提升。

当前，鳗鲡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单项水产品出口创汇量最大、国内产业链最完整、

产业化水平最高、产值最高的水产养殖品种之一。  

鳗鲡养殖业处于鳗鲡全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其规模、效益、质量与潜力对产业

链条上的关联产业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养殖技术的创新是推动养鳗业发展的第一

要素。依靠养殖技术的不断创新，我国主要养殖品种从单一的日本鳗鲡扩展到美洲

鳗鲡、日本鳗鲡、花鳗鲡、双色鳗鲡等多品种养殖，养殖模式从传统的土池、简易

水泥池养殖提升到工厂智能化、工厂循环水、种养一体化养殖，病害防控也从过去

主要依赖药物控制转变为科学控制水质、精准投喂饲料与鱼体健康管理等综合措

施，有效提高了养殖成活率和产品质量安全。当前，中国鳗业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

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安全高效、环保节能成为新时期新发展的要求。 



鳗苗是养鳗业乃至整个鳗业的基础。鳗鲡特殊的生活习性决定了其苗种人工繁

育难度大，目前鳗鲡养殖所需苗种仍完全依赖捕捞的天然鳗苗。鳗苗的捕捞及投苗

季一般为本年的 10 月份持续至次年的 5 月份，受资源量、气候因素和自然环境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鳗苗捕获量存在一定差异。美洲鳗苗供给相对稳定，每

年约 20~30 吨，美洲鳗苗均来源于进口，其中北美洲鳗苗产地主要有加拿大、美国

等，南美洲鳗苗产地有海地、多米尼加、古巴等国。日本鳗苗分布区域广泛，涵盖

了中国大陆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和中国台湾省等地，以及日本、

韩国等地区的沿海水域，我国是捕捞日本鳗苗最多的国家。日本鳗苗的捕获量受全

球气候变化、海洋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呈现一定的周期性波动特征，2025 年

是近年来少有的日本鳗苗丰产年。 

鳗鲡是我国特色淡水鱼中第二大出口品种。当前，鳗鲡产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性

产业，面向全球消费市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鳗鲡产业也属于国家政

策支持产业，市场和产业发展前景良好。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鳗鲡出口国，根据海关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鳗鲡出口量从 2017 年的 4.3 万吨增长至 2023 年的 6.8 万吨，

增长幅度达 56.2%，年复合增长率约 7.7%。然而，受日本鳗苗捕捞量减少、养殖成

本上升、市场供需调整以及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2024 年我国鳗鲡出口量为

62,890.97 吨，同比下降 7.4%。从出口产品类别上看，我国鳗鲡出口产品形式以烤

鳗和活鳗为主，其次是冻鳗，2024 年我国烤鳗、活鳗、冻鳗出口量占合计的比例分

别为 74.03%、23.87%、2.10%。从出口地区上看，日本是我国鳗鲡主要出口国家，

2024 年我国对日出口鳗鲡占出口总量的 50.39%，同比上升 4.7%，其他新兴的国际

市场如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乌克兰、加拿大、波兰、泰国等正在不断崛起。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鳗鲡产品研发的不断推进和鳗鲡文化的不断普及，鳗

鲡产品的销售渠道在电商、新零售、商超、中央厨房及餐饮等线上线下全面铺开，

国内市场潜力不断释放。整体来看，近年来鳗鲡消费正逐渐从外销为主转向内外销

共同驱动的消费增长新态势。 

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提供资料清

单(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