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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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股份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国泰君安     钟凯峰、李晓渊 

信达资本      万毅 

广发证券     钱浩 

中信建投证券  孙金琦 

凯银投资      沈玲娜、林中鹤 

直方资管      胡良道 

济海投资      张琦 

华泰自营      李方新 

涌津投资      李洁琼 

硕明投资      陈金仁 

深圳启昇资本  乾玄 

元泓投资      周立恒 

华泰证券      冯鹤 

李炯 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时间 2020 年 11 月 27 日 

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南京国家农创园公共创新平台 B 座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邓成、苏礼荣、章湘云、周端阳、曹振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汉世伟总裁周端阳公司对养猪业务板块进行汇报交流 

公司生猪板块 1-9 月份利润 30 亿，占整个公司利润 107%，

前三季销售度 202.03 万头，全年 300 万头的销量目标不变。 

成本方面，新场较多，目前估计自有猪苗育肥全成本在 22

元左右，断奶猪的全成本为 450 元左右，前三季度的断奶猪的全

成本为 480 元左右。 

种猪方面，截止 10 月底，公司能繁母猪存栏 41 万头左右，

预计年底存栏能达到 50 万头。后备猪总数为 91 万头左右，精选

的后备猪（剔除小的）总量大概是 40 万头，近期能配种的后备

猪约 20 万头。到年底预计有 20 多万新增母猪存栏产能，新增母

猪存栏产能是指：马上要交工的新的猪场产能增量+改造育肥场

带来的产能增量（之前高标准的育肥场改造成母猪场直接进行增

量，大概 60 天就可以），这是产能增量最快，同时成本也最低

的方式。明年，公司将努力实现母猪倍增。公司种猪存量充足，

对未来卖种猪、自更新都是很大的优势。 

二、总裁苏礼荣对公司近期经营情况进行介绍 

公司整体运行较好，前三季度生猪的量、利都在预算范围内。

整体经营逻辑和基本面比较稳健，下一步进行结构化的调整： 

（1）养猪做大规模。从扩大母猪规模，提高育肥能力，强

化育种能力，提高种猪竞争力几方面入手。 

（2）屠宰和肉品：肉品今年的销售收入增长较快，毛猪转

化为猪肉的规模上有提升。虽然效益不是很好，但是已经找到一

体化价值链构建的方法：第一是脱离传统的屠宰，把毛猪和猪肉

的转化和承接打通；第二是找到一体化自有体系的转化方法，如

淘汰猪、非标猪等的转化；第三是加强中高端的价值创造；第四

是深加工的建设，把肉品的价值能力构建出来。整个业务的形态

上，屠宰基地，围绕大城市服务中心，加上深加工大单品的创新，

强化一体化产业链的定位。阜阳屠宰厂投产后，公司将具备 500

万头以上的屠宰能力。 



（3）水产饲料，未来也会逐渐重视和强化，有利于集团未

来的现金流。 

（4）公司非常重视生物技术，猪的疫苗等。目前育肥成本

的控制能力、生物安全的能力需要夯实，但是整体经营很稳健。 

三、 董事长邓成对公司近期工作进行介绍 

总体来说，公司今年的经营是基本符合预期的，近期主要开

展了以下工作：  

（1）梳理、优化了生猪养殖系统，如健康管理系统、发展

建设系统等； 

（2）对资产进行了梳理，从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最大

效益的角度出发对经营进行了调整； 

（3）对水产饲料、猪饲料等进行了梳理和定位，更加重视

水产饲料和猪饲料的布局； 

（4）对食品端进行了全面布局和规划； 

（5）和队伍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与董监高、一线员工的沟

通体制更加成熟； 

（6）把公司定义为二次创业，向更高的目标而努力。农业

及消费产业有更大的成长期，公司在 4-5 年期间需要有指数级突

破。未来发展第一阶段：养猪一体化；第二阶段：食品及新零售；

第三阶段：消费品的升级和转型。明年将是关键的一年，已经做

好了安排，有望实现倍增。 

四、互动交流提问 

（1） 公司明年的出栏计划和具体比例？ 

初定计划 700-800 万头，其中肥猪大约 500 万头，种猪大约

30 万头，其余是仔猪等补充。 

（2） 公司怎么看待近期疫苗毒比较严重的问题？ 

中国大环境看，非瘟目前还是很难杜绝。疫苗的关键是它的

安全性、有效性，公司判断疫苗短期内推出比较难，这就意味着

3 年内完全防控非瘟不太现实。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方法就是生物



安全方法，公司已经具备了覆盖所有体系的防控措施。公司对生

物安全高度重视，有信心做到行业领先。 

（3） 公司接下来的工作中最先着手什么事情？ 

最重要的是三件事：第一件是明年的准备工作，确保执行到

位；第二件是做好 4 年的工作规划，战略安排，会系统地梳理，

从国家层面到企业层面都会考虑到；第三件是用更加有效的方法

去选拔人才，用新平台的优势去吸纳人才。 

（4） 公司后续的激励措施和淘汰措施；新来员工如何与企业

文化融合；未来企业文化？ 

公司拥抱二次创业的文化，坚持长期主义，要有拼搏、奋斗

的精神，艰苦创业的理念，在原有的艰苦奋斗的文化基础上，会

继续丰富，形成新的文化主张，传承过去，发展未来。公司现在

已经近 1 万人，未来会更多。 

不用担心融合问题，要用全局观、发展观、历史观、共生观，

来看待人的融合。目前来看，冲突肯定是有的，但 95%以上都是

非常和谐的，公司的队伍是一支年轻的、适应变化的队伍。 

公司对人才的选拔标准：业绩、素养、品德、自驱力，公平

公开的选拔体系，能够很快地实现融合。 

公司非常重视人才激励等体系的建设，因为公司要在 4-5 年

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重视人才的体系建设，这也是正在策划

之中。 

（5） 如何看近期比较热门的数字化议题？ 

很多企业重视信息化的建设，数字化是重要的管理工具，但

是整个行业内数字化做得好的不多。行业外有企业做得很好，如

美的，公司将高度重视数字化。公司基础相对薄弱，有一些信息

化系统，但数字化还需努力，公司会充分的学习和借鉴，预计两

年内实现全面数字化建设。 

（6） 公司对明年猪价的判断？如何进行风险的对冲，如期货

等？ 



明年猪价判断：公司对猪价有三档预期，谨慎估计均价 18

元左右，中性估计均价 20 元左右，乐观预期均价 22 元以上，预

计明年猪价整体趋势是先高后低。 

非瘟需要靠严密的生物安全措施来控制。从补栏有效性来

看，并没有那么乐观，真正复产的是中大型集团，产量还是没有

很好的恢复，因此不用太悲观。但高价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行业，

明年后期可能产能释放。 

如何度过猪周期，是行业关注的问题。第一，短期核心是成

本，保证企业成本是绝对的领先优势。第二，适度通过产业链延

伸、结构化补充，来进行平滑。第三，运用期货工具进行对冲，

但生猪期货尚处于起步阶段，可能 2-3 年才能起到平滑价格的作

用。 

（7） 成本从哪些方面进行收缩？  

目前降低成本的方法：第一，降低断奶仔猪成本；第二，提

高存活率、正品率，通过努力提高到 95%是可以做到的；第三，

饲料成本，公司之前与行业有较大差异，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今

后，有把握做到全行业领先；第四，直接养猪管理费用（猪场育

肥场的摊销费用）偏高，与行业有差距，把这些抓到位了，大有

可为。明年做到理想状态有挑战，有望在 2021 年底做到有行业

竞争力。 

（8） 公司种猪体系情况？后备里面区分高质量的标准？ 

公司真正在做育种，收购了 CG 公司，做到公猪全部测定，

储备了新的品种，种猪销量优异，公司的不少母猪场都是双阴的，

健康非常好。 

公司的猪的特点：长得快，养的好的日增重可以达到 880g；

并且风味独特。优势来源于：第一，拥有世界领先的育种公司

CG40.69%的股份，全面对接育种体系；第二，拥有全基因组测

序技术，真正地能区别出好猪；第三，种猪群的布局，公猪站、

核心群都在扩大。形成了核心竞争力。保证自更新，还能提供给



行业内更新，这也是一个新的业务。 

行业内，公猪冻精技术领先，可以对外销售。并且繁殖能力、

料肉比、日增重，这三个标准都是非常优秀的。 

一体化产业链对养殖效率、后端食品都有利，产业链不断向

消费端转移，肉品优秀才能更赚钱。 

（9） 公司食品端规划： 

目前以养猪为主。对食品端的定位：以中高端人群为定位，

从新一线城市群开始，逐渐布局全国。消费品后面会进行细致规

划，未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10） 未来自主育肥占比？ 

公司规划未来自育肥占比要达到 80%-90%。 

（11） 现在种猪 psy 情况？ 

目前，成绩优秀的猪场在 27、28 以上，平均在 23 左右。 

（12） 猪场租赁的标准？ 

公司对租赁场是有规定标准的，必备的硬件、后台系统、配

套支持都是必要的。并不是随意租赁已经建成的猪场，基本上都

是按公司要求新建后，公司租赁养殖。 

（13） 公司自主育肥租赁、自建的比例？ 

明年粗略估计育肥出栏中租赁加自建占比 60%，农户 40%。

租赁场租金摊在每头出栏猪上大概 100 多元。 

（14） 玉米价格的上涨对于成本的影响？ 

目前价格影响成本约 7 角/公斤左右。原料上涨后，可以用

替代品。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0 年 11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