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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38.00 亿元（含 38.00 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猪场生物安全防控及数智化升级项目 343,055.47 270,000.00 

2 偿还银行债务 110,000.00 110,000.00 

合计 453,055.47 380,000.00 

项目投资总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募集资

金到位后，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

金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

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

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其

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

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猪场生物安全防控及数智化升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升级现有猪场，对公司现有猪场在生物防疫设施设

备、智能化设备、信息化平台、种猪等方面进行全面更新升级，提高现有猪场的

生物防疫水平、环境舒适度、智能化水平、信息化水平和种群质量，项目投资总

额 343,055.47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70,000.00 万元。 

2、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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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猪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规模化养殖发展是行业必然趋势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长期较为分散，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程度较低，标准

化、智能化、信息化、规模化养殖有利于提高养殖效率、降低养殖成本、提升运

营效率等，具有明显的优势，符合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显著提高行业整体

效率，带动行业整体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国家着力开展数字农业农村建设，作出实施大数据战略和数字乡村

战略、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等一系列重大部署安排，大力推进数字技

术在农业农村应用，生猪产业是农业农业部重点打造的万亿级产业，提高生猪养

殖行业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是国家重点扶持、鼓励的方向，是

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产业升级的发展机遇下，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结

合现有的养殖规模及各场站情况，对现有猪场全面更新升级，提高猪场的标准化、

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助力公司自身及行业整体发展。 

②提高生物安全防控水平对生猪养殖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长期正向的积极

影响 

动物疫病风险是生猪养殖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2018 年年中在国内首次爆

发的非洲猪瘟，给全行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尽管行业在 2019-2020 年初步摸

索出综合性生物安全防控结合精准剔除的防控与处置办法，但在 2020 年底和

2021 年初的冬春之交，非洲猪瘟又发生了弱毒化的变异，使其变得传播渠道更

多、潜伏时间更长、发现与剔除难度更大，对全行业均造成了不利影响。 

动物疫病的持续影响及变异对行业内企业生物安全防控方法的升级与提高

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及时有效的提高生物安全防控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动物

疫病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具有长期正

向的积极作用。 

③项目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猪场生物安全防控和数智化水平，降低动物疫病

对经营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公司生猪养殖效率及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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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以来大力发展生猪养殖战略，通过在优势区域布局聚落化养猪，

内部进行饲料、养殖、屠宰的合理配套，打造一体化种养结合的现代化猪产业公

司，采用合作育肥与自养育肥并重的养殖模式，以安全生产和成本优化为导向，

在国内出栏量保持行业前列。 

随着生猪养殖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快速发展，公司

响应国家号召，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将提高猪场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作

为公司生猪养殖业务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生物安全防控、智能化、信息化等领域

积极探索，持续提高猪场养殖效率、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通过升级生物防疫设施设备，降低动物疫病对各猪场的影响，动物疫病风险将

大大降低，有效提升生猪养殖性能、养殖效率和营运质量；通过升级智能化设备，

提高各猪场环境舒适度，提升猪场标准化、智能化水平，有效降低生猪养殖成本，

提升养殖效率，并带动整体管理效率及管理水平的提高；通过升级信息化平台，

各猪场信息化水平将显著提高，进一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与管理水平。 

④本次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计、强国之基。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增强做好节

粮减损工作。公司自 2022 年推出“节粮专项行动”，围绕育种、饲料配方、饲料

生产、粮食储存、运输、养殖等多个环节，目标是每年提升饲料综合使用效率

1%。本次募投项目通过养殖节粮，引入精准饲料系统、精准料塔称重等智能化

设备，有效减少生猪饲料耗用量，同时提高生物安全防控水平，减少生猪死淘，

有助于减少饲料浪费。 

⑤项目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养殖业务的盈利能力 

生猪养殖业务虽然存在行业周期性特征，但优秀的大型养殖企业凭借先进养

殖技术形成的较高养殖效率、标准化、智能化经营形成的成本控制能力，以及规

范化、信息化形成的管理水平，使其能够在完整的生猪周期中获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升生猪养殖性能，提高养殖效率，降

低养殖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及管理水平，为公司各猪场带来各项增量收益，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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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升公司养殖业务的盈利能力。 

（2）可行性 

①项目实施具备政策可行性 

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

见》，要求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深入开展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在全

国创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高质量标准化示范场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高质

量标准化示范场，并支持养猪场（户）购置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

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 

2020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

求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化养殖，引导养殖场（户）改造提升基础设施条件，扩大养

殖规模，提升标准化养殖水平；完善畜禽标准化饲养管理规程，开展畜禽养殖标

准化示范创建。 

2021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

确立将重点打造生猪、家禽两个万亿级产业，确保我国猪肉自给率保持 95%，猪

肉产能稳定在 5,500 万吨左右，生猪养殖业产值达到 1.5 万亿元以上，推动智慧

畜牧业建设的同时，以生猪、奶牛、家禽为重点，加快现代信息技术与畜牧业深

度融合步伐，大力支持智能传感器研发、智能化养殖装备和机器人研发制造，提

高圈舍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行为分析、疫病监测、畜产品质量追溯等自动

化、信息化水平，建设一批高度智能化的数字牧场。 

2022 年 1 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明确提出要建

设一批智慧农场、智慧牧场、智慧渔场，推动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技

术与装备在农业生产中的集成应用。推进无人农场试点，通过远程控制、半自动

控制或自主控制，实现农场作业全过程的智能化、无人化。 

2022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指

出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启动实施新一轮

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提升行动，推动一批生猪标准化养殖场改造养殖饲喂、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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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防控及粪污处理等设施装备。 

生猪稳产保供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程。当前，我国生猪养殖行业正处于

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环境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叠加动物疫病的影响，鼓

励生猪养殖向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在政策层面被高度重视。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是公司践行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举措，符合生猪模

养殖的产业发展方向，项目实施具备政策可行性。 

②项目实施具备技术可行性 

公司生猪养殖注重研发创新及人才储备。近年来，公司在生猪养殖领域围绕

养殖性能、养殖成本、运营效率、疫病防控等各方面积极开展研究，在育种及种

猪发展、养殖设备及生产自动化、污粪处理方法、种养模式探索等各个方面均持

续开展研究工作，推动各个环节的技术积累与创新，积极探索猪场升级优化的路

径，在猪场生物安全防控及数智化升级项目上储备了相应的技术，具备项目落地

的技术基础。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人才方面的储备，在顶层设计上引入了行业顶级专家闫

之春博士作为猪产业的首席科学家，在人才培养上成立新希望六和养猪大学，公

司近年来深入国内上百家农业类院校招聘大学毕业生，并结合多种渠道的社会招

聘，为养猪业务储备人才，以满足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需求。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具备技术可行性。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相关备案、环评（如需）等事项尚未办理完毕，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

履行审批或备案程序。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过可行性论证及项目效益测算，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本次募投项目将有效提升生猪养殖性能，提高养殖效率，降低养殖成本，提

升运营效率及管理水平，为公司带来各项增量收益。 

（二）偿还银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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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内容及投资概算 

公司本次发行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110,00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债务。 

2、项目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1）缓解短期偿债压力 

2021 年末、2022 年末、2023 年末和 2024 年 3 月末，公司总负债分别为 862.55

亿元、929.64 亿元、936.80 亿元和 938.56 亿元。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

司总负债呈持续增长态势。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短期借款为 188.67 亿元，流动负债为 537.08

亿元，存在一定短期偿债压力。随着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强

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降低公司的流动性风险。 

（2）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公司净利润水平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 1-3 月，公司财务费用中利息费用金额

分别为 12.25 亿元、18.42 亿元、20.47 亿元和 4.98 亿元，以募集资金偿还借款，

有利于公司降低利息支出，节约财务费用，对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公司利润

有积极作用。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

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高公司生猪养殖业务的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

能够有效提升生猪养殖性能，提高养殖效率，降低养殖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及管

理水平，为公司带来各项增量收益，对公司实现发展战略具有积极作用。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整体产能及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增强公

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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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

加，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风险，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可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提高

公司生猪养殖业务的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促进公司生猪养猪业务的升级和

完善，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此外，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债务后，可缓解

公司短期偿债压力，有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公司利润。若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得以成功实施，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得到提升。公司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的需要，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司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经营实力，给公司整体带来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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