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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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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农业电话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中信农业 彭家乐 

华泰柏瑞 谭笑 

信诚基金 张安宁 

银华基金 杨欣 

华商基金 常宁 

华宝基金 陶庆波 

国金基金 吴佩苇 

等 72 位机构投资者 

时间 2022 年 7 月 7 日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章湘云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介绍环节】 

根据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扭亏为盈，主要贡献来自出售子公司股权的投资收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仍亏损 7.3-8 亿元，主要来自于生猪养殖业

务亏损。2021 年末公司计提了 9 亿多生猪存货减值准备，由于子

公司之间有内部销售，去年未实现亏损有 3 亿多，这两项均在今

年上半年结转，总的影响是 6 亿多。 

养殖业务：从趋势看，随着第二季度猪价逐步回升及公司生猪产

能企稳回升，效率改善，第二季度亏损已经较第一季度大幅收

窄。二季度出栏量和一季度持平，但二季度平均售价为 15.3 元/

公斤，成本有所下降，头均重量上升至 125-130 公斤之间，头均

亏损由一季度约 800 多元已降至二季度 300 多元。完全成本经初

步计算约不到 18 元/公斤。上半年成本偏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闲

置产能费用分摊。生产效率方面持续改善，6 月窝产活仔数已经

超过 11 头。出栏构成方面，一季度淘汰母猪约 7 万多头，二季

度正常母猪淘汰 3 万多头，非标猪比例大幅下降，6 月广西受洪

水影响有小部分提前出栏。 

食品业务：该业务目前仍亏损，临泉厂产能需要爬坡，前期分摊

费用较高，还包括新冠疫情对运输、屠宰量等都有影响。 

【投资者问答环节】 

提问 1：二季度完全成本下降了多少？有哪些生产效率的指标在



二季度有明显改善？  

回复：二季度完全成本约不到 18 元/公斤，一季度约 20 元/公斤

出头。完全成本的改善最主要是来自生产效率的提高，6 月窝产

活仔数已经超过 11 头，包括二季度没有大量淘汰能繁母猪，猪场

的健康度有所改善。 

提问 2：全年的成本有完全成本下降的目标吗？公司通过哪些措

施在下半年继续降成本？ 

回复：我们希望四季度完全成本下降到 16 元/公斤左右。现在成

本平均下来约 18 元/公斤是因为各个区域差别比较大，广西的成

本因为满负荷运转约 15 多元/公斤，健康度比较好，管理比较到

位；山东、安徽都是不满产，闲置产能费用比较高，有些场刚投

产没多久，期初断奶仔猪成本偏高，造成整体平均成本偏高。后

续这些落后的区域恢复正常生产，补栏完成，母猪也开始进入正

常生产周期后，成本自然也会下降。 

成本下降最主要的是猪的健康水平、生产效率管理要好。断奶仔

猪成本随着新投产母猪场不断转成满负荷场，平均成本也会下

降。目前广西正常断奶仔猪成本 300 多元，但刚投产的新场 600-

700 元，所以平均仍要 400 多元，等满负荷生产的场越来越多

后，断奶仔猪成本还有下降空间，到 400 元以下是没问题的。 

同时，存活率对饲料成本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死亡率持续在下

降，后续饲料成本节约是很可观的。饲料价格目前也见顶回落



了，饲料成本也有下降的可能。另外闲置产能减少，分摊费用进

一步下降，也会对成本下降有贡献。 

提问 3：完全成本主要包含什么项目，总部和三费包含在里面

吗？  

回复：和养殖相关的所有费用都包含在完全成本里面，没有包括

的是总部费用和其他板块的费用。 

提问 4：一季度出栏均重 115 公斤左右，二季度均重上来比较多

是因为？目前商品猪均重比较高，准备压到什么均重，有没有目

标值？ 

回复：因为周期确定反转，猪价回升，出栏略放慢了节奏，所以

出栏均重提升。节奏上 5-6 月体重提升差不多，4 月稍微轻一

点。6 月也有一部分由于广西洪水提前出栏，平均下来差不多。

我们的猪口感风味最佳的时候是在 125-130 公斤，所以我们希望

把猪养到这个阶段出栏，不会特意压栏。 

提问 5：今年明年出栏目标是多少？下半年出栏节奏是否会加大

仔猪销售？目前能繁及后备的数量是多少？年底的目标如何？ 

回复：史记种猪业务剥离后，出栏量不再计入天邦，会少一块。

原来计划的是 500 万头，可能会少 50-60 万头。一季度猪价比较

低，现金流压力比较大，所以扩产动作没那么快，目前计划争取

出 400 多万头。仔猪有可能会卖一部分，但也要根据市场随时调

整。6 月底能繁数量是 30 万出头，下半年由于史记剥离出去约 4



万头，目前在逐月增加，年底计划到 40 万头左右。后备比较充

裕，母猪场后备变化不大，约十几万头，培育场母苗也是可以做

后备的。 

提问 6：闲置产能费用是固定资产折旧吗？闲置产能共有多少？ 

回复：闲置产能费用主要是折旧和租金（租赁场），还有一些用于

维持的少量人工和日常维护费用。如果史记不剥离，截至 2022

上半年母猪场产能 72 万头，实际存栏 30 万头。 

提问 7：明年出栏计划有改变吗？有没有长期出栏规划？ 

回复：之前计划明年实现 1000 万头出栏，是包括史记的。史记

剥离后，能繁少了一部分，会有一定影响。明年的出栏规划目前

还没有新的指引。长期来看，公司战略不是养最多的猪，但希望

每头猪的价值最大化。目前长期出栏规划仍是 3000 万头，屠宰

深加工会逐步和养殖量去匹配。 

提问 8：明年是否有增加产能的计划？保 800 冲 1000 万的出栏

规划还需要多少资本开支？ 

回复：明年不需要增加产能。今年年底如果达到 40 万头能繁，仍

有产能闲置。明年如果现金流充裕，会把现有产能满产，满产后

差不多有将近 70 万头。育肥产能会匹配来做，但育肥产能增加很

快，所以不着急。目前有规划的是猪场智能化升级和舒适度改

造，我们目前也在对紧急的改造项目用自有资金进行，后续如果

定增审批完成后，这部分是明年资本开支的重点。 



提问 9：高管换届后，内部人员激励有什么变化？内部管理模式

相比之前有没有明显变化？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没有明显改善？ 

回复：高管薪酬恢复了原来和绩效挂钩的方式，职位越高工资和

绩效挂钩比例越高。内部整体运行效率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去年

因为扩张太快，人数一下增加太多，新人做不到人岗匹配，反而

降低效率。去年 8 月开始做人员优化精简、人岗匹配工作，要求

做不到人岗匹配之前，宁可不投产，保证一旦投产就要成功。总

部人员也更加精简高效。 

提问 10：公司整体战略在管理层换届后有明显变化吗？ 

回复：从战略来说，公司未来是想做优质的猪肉食品供应商，目

前主抓的重点是临泉的屠宰产能和未来的加工产能。出栏量不一

定最多，但希望每头猪能实现价值是最大化，主要通过产业链的

延伸来实现目标。我们对自己的猪肉品质很自信，希望美味猪肉

能真正发挥价值，实现更大的效益。种猪剥离后，未来业务聚焦

在养殖、屠宰、加工的环节。 

提问 11：屠宰业务目前还是亏损吗？预计什么时候实现盈利？ 

回复：今年希望是能盈亏平衡，明年会有盈利要求。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7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