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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13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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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半年度业绩交流电话会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详见附件  

时间 2024 年 8 月 30 日 

地点 电话会议交流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冯明珍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本次业绩交流电话会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如下： 

1、2024 年上半年各品类产品销量情况？ 

答：2024 年上半年，受水产品市场低迷且价格下行，以及台风和暴

雨等自然灾害频发等行业不利因素的影响，部分终端的水产养殖户减少

饲料投喂、延期投苗、降低投苗量甚至弃养，行业养殖规模短期减少，

导致市场需求减少。公司2024年上半年饲料产品整体销量同比下降15%，

其中：虾蟹料同比下降 18%，海特鱼料同比下降 5%，普水鱼料同比下降

26%。 

2、公司近期拟收购的海外项目情况与收购目的，对公司未来发展会带来

什么样的增益？ 

答：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3 日签订了《关于收购 I&V Bio Asia Co.,Ltd.

股权之框架协议》，拟收购 I&V Bio Asia Co.,Ltd（以下简称“I&V 公司”）

51%股权。公司此次拟股权收购的 I&V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品质活卤

虫（即丰年虫）幼体培育、加工、销售为主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该公司

的卤虫相关研发技术与比利时英伟水产集团是一脉相承，但得到进一步

发展。比利时英伟水产集团是通过纯进口的方式将卤虫卵作为育苗期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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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带入中国，而 I&V 公司则开发了一项活体卤虫休眠技术，并结合该公

司高效自动化生产系统，大幅度提高卤虫无节幼体生产的规模化和稳定

性，确保卤虫幼体可直接并稳定提供至鱼虾孵化场使用。此外，该公司

拥有成熟的卤虫营养强化技术，使得卤虫产品含有更加丰富不饱和脂肪

酸、必需氨基酸、维生素等功能性营养物质，进一步助力虾苗和鱼苗繁

殖。基于该技术，I&V 公司能定期为客户提供活的、可即用的、无病原

污染的、营养更加均衡的卤虫幼体，进一步提高养殖产品成功率。I&V

公司通过控股或参股方式，在泰国、印度、印尼、越南、孟加拉、厄瓜

多尔、比利时等地设有分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关联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 

公司本次交易旨在利用 I&V 公司在丰年虫及苗料技术的国际领先优

势，充分发挥粤海饲料在水产养殖客户网络、资金、中国市场的优势，

更好的提高中国虾苗的质量，进一步提高水产养殖户水产品养殖成功率，

助力公司水产饲料技术的提升，提高粤海饲料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

升公司产品销量和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利用

I&V 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布局，有助于完善公司的业务布局，促进公司在

泰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尼、越南、沙特等区域未来战略发展规划布

局，可以为粤海饲料在国际市场的扩张起到桥头堡作用，进一步增强公

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3、公司在越南投资建工厂情况及目前销售情况，近期拟收购的海外项目

将能为越南粤海项目及其海外发展带来怎样的协同作用？ 

答：公司在越南投资的越南粤海生产基地项目已于 2024 年 4 月份正

式开工建设，目前主体工程项目、附属设施工程都在紧密推进中，预计

在 2025 年上半年实现投产。目前越南粤海经营业务主要是产品推广、市

场开拓、销售网络完善阶段等，销量不大，产品销售主要以国外代工为

主。 

公司拟股权收购的 I&V 公司，在越南有多年的丰年虫及苗料生产与

销售业务，有较好的客户群体与市场网络。本次拟收购股权的海外项目

如成就，将有助于推进越南粤海饲料主业的发展，且将为粤海种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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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以及集团饲料等核心业务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未来粤海种业

在集团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收购 I&V 公司股权恰好能为粤海

种苗业务的“再出发”增加世界领军技术和国际市场资源，是提高集团

化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将有利于公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更好

的带动公司水产饲料主业的发展，同时推进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战略布局，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4、原材料价格回落明显，未来公司产品毛利率会有所提升吗？ 

答：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会根据原材料对生产成本影响程度并结合市

场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近期原材料价格有所回落，公司饲料产品售价也

做了适度降价，同时，考虑到近年养殖端养殖成本压力、养殖积极性等

方面因素，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基于促销考虑，饲料企业也会给予

部分养殖户适度提高折扣或赠料促销。公司上半年饲料产品毛利率略有

提升，但提升幅度不大。 

公司的主要经营成本是饲料原料成本，原材料成本占公司饲料产品

成本 90%以上，原材料价格波动会直接造成公司采购成本的波动，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司的盈利情况。公司致力于持续加大研发力度，不断

调整、优化产品配方结构，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加大对鱼粉等主

要原材料替代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对生产工艺做持续改造升级，提升

生产技术水平，保证产品质量稳定与市场领先水来和降低生产费用，同

时在保障主要产品市场份额的前提下，持续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着重向

市场推出更优质、更高效、更高端的产品组合，限制低效产品，提升高

附加值产品的销售市场力度与份额，促进综合毛利率提升。随着主要原

材料价格的逐步回落、稳定，预计未来水产饲料产品毛利率应将会有所

提升。 

5、公司对于明年及以后水产品价格的展望？ 

答：水产饲料产业是关系广大民生的朝阳产业，虽然目前水产品市

场低迷且价格短期下行，但随着国家各类促进消费政策的不断出台，水

产行业将向好发展。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向好发展，旅游、酒店餐饮等

消费亦将带动水产品消费市场的发展，水产品特别是特种水产品蛋白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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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营养丰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易吸收等特点，对人体健康十分

有益。养殖端方面，随着养殖技术的不断提升，养殖户养殖成本的降低，

养殖成功率的提高，养殖户养殖效益增加，预计未来水产品产销量、价

格将会向好发展。 

6、当前水产行业的竞争情况，公司未来可快速上量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哪

些品种上？ 

答：市场竞争是必然的，只有竞争才有发展，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体现在产品质量的稳定以及不断地提升。对于公司产品方面，公司从去

年开始持续推出的低蛋白高转化，低系数高生长，低损耗高健康高质量

饲料产品，使饲料易消化、吸收好、转化率高，使得鱼虾生长成活率高、

长速快、病害少，大大减少动保产品用量及对水质的污染，降低养殖成

本，得到市场普遍认可，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水产品特别

是特种水产品蛋白含量高，营养丰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易吸收等特

点，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以及人民消费观念的转

变与提升，国民对水产品的需求量将会不断提高，目前国内部分水产品

如虾产品等也仍有较多的进口，国内市场空间仍较大。公司主要产品，

如小棚虾等虾料以及石斑鱼、东星斑、鲈料等海特鱼料，都将是公司未

来可快速上量的产品。 

7、公司应收账款在未来预期收回情况，未来在应收账款管控方面会做哪

些措施？ 

答：受极端天气、水产品市场低迷与价格下行等行业不利因素影响，

使得养殖投苗节奏延后、养殖户惜售、养殖出现亏损等，导致养殖资金

无法正常回笼，部分客户延后了结算公司货款，公司货款回收不及预期，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仍较大。公司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执行，报告

期内拟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预计同比增加较大，对公司净利润产生较大

影响。 

公司持续加强对应收账款的回收管理，制定并落实相应的资金回收

计划及管控措施。主要措施有：1、明确“四有客户”制度，根据客户的

过往信用情况、养殖技术情况、资金实力、经营管理水平、养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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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品种、抵押与担保条件等方面情况，通过财务和营销两条线独立双

向评估客户信用额度，确立赊销红线，同时，推出客户信用金融服务平

台，通过系统管理来实现应收账款的自动管控，强化过程管制，降低经

营风险，并强化技术服务人员、业务团队的塘头服务，在为养殖户提供

专业技术指导的同时，有效把控养殖户出鱼情况，督促与促进客户及时

将卖鱼款结算公司饲料货款；2、扩大催收法律服务资源，加大司法催收

力度，促进货款回收；3、继续加大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力度，推动

银行给养殖户提供更多的贷款支持来结算公司货款；4、内部加大资金回

收的考核，设定严格有效的考核指标；5、制定并落实相应的回收计划及

措施，强化巡查养殖户的养殖存塘鱼及投喂饲料的情况，密切跟踪客户

养殖动态，增加专人盯点，细分到每周进行跟进，盯紧存塘鱼虾，监督

到位，把控出鱼情况，出鱼时及时催收回款, 防止资金流失，促进客户逐

步出售部分存鱼存虾以回收资金结算货款，营销、财务等部门划区域分

客户跟踪落实等。多手段多渠道加大与强化货款追收力度，应收账款整

体可控。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4 年 8 月 30 日 

 

  



 6 

附件：参会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参会机构 参会人员 

1 弘茗(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鋐亮 

2 鸿运私募基金管理（海南）有限公司 蒋睿 

3 润晖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李勇 

4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王誉轩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孟龙飞 

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瑞楠 

7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熊子兴 

8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程晓东 

9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陈鹏 

1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娄倩 

11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熊航 

1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林峰 

1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艳君 

1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谢芝优 

15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钰雯 

1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陆思源 

1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蔡子慕 

18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王琦 

19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本伦 

20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魏心欣 

2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彭家乐 

22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彦博 

2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路 

24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沈嘉妍 

25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姚雪梅 

26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冯永坤 

2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巩健 

2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马鹏 

29 粵佛私募基金管理(武汉)有限公司 曹志平 

30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邓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