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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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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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长城证券：肖亚平 

勤辰基金：周南      

时间 2024 年 9 月 26 日（周四）下午 15:00——16:30 

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2024 第三届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数字农业发展

大会”会场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易旻女士、证券事务代表黄飞虎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本次投资者活动的主要内容如下： 

Q1、关注到公司已连续三年主持举办“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

会数字农业发展大会”，是出于什么原因想到要举办这个大会？ 

A：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数字

化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国家陆续出台《数字乡村

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提出要发挥数字化和信息化在

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作用，也明确提出要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

售、物流等各环节数字化水平。 

同时，公司所在的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作为

湖北省农业科技资源的集聚地，长期以来更是聚焦农业发展关键

领域、奋力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在智慧农业、智能农机装备研发

等领域实现了新突破，推动了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顺应发展趋势，在数字农业领域提前



布局。在政策、位置环境优势及公司自身前瞻布局等多种因素指导

下，公司作为中国农技推广协会副会长、数字农业分会会长单位，

积极主动主持承办“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数字农业发展大会”，

把握现代农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不断运用生物与数字技术“双轮驱

动”业务发展。 

Q2、公司举办大会有什么意义与作用？ 

A：公司以“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全球农业”为使命，在全球范

围内围绕数字农业板块持续探索和布局农业大数据、农业物联网、

智能传感器领域，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基于种植端的土壤检

测评价、科学种植规划、智能滴灌决策、水肥一体化、作物估产分

析、在线种植管理、种植园托管服务等全流程产品与服务。 

本次中国数字农业发展大会聚集行业各细分领域专家，以共

同探讨数字农业发展新趋势，交流数字农业新技术，推广数字农业

新场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Q3、公司未来的业务布局是什么样的？ 

A：公司秉承用生物技术、数字化技术赋能全球农业的发展使

命，致力于成为世界“生物农业与数字农业”新价值的创造者。 

目前公司三大业务板块分别为农化助剂与肥料业务、生物农

业业务以及数字农业业务，分属化肥助剂与化肥行业、生物农业行

业与数字农业行业。 

未来，公司将通过深耕种植业产业链，使目标客户从全球肥料

企业延伸到服务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业务重心从农化助剂与肥料

业务转向生物农业业务、数字农业业务，并借助知识产权授权许可

等方式，通过土壤大数据、农业传感器、物联网设备、增值肥料、

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元素来优化土壤环境、降低施肥用量、实现

精准灌溉、实施农事管理等，并将这些元素有机组合，推动种植业

产业链的现代化转型。 

Q4、公司是如何选定生物农业、数字农业两大业务板块进行

未来的布局？ 

A：公司基于自身原有业务纵向发展，充分对生物农业、数字



农业调研后选定布局。 

生物农业与数字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发展潜力

巨大，已经成为新一轮农业技术革命竞争的高地，也是落实《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 年）》的重要驱

动力。国家连续出台相关政策，聚焦“三农”议题，持续实施农业

现代化建设相关行动。 

生物农业与数字农业不仅有国家政策支持，同时市场空间巨

大，据中投产业研究院资料显示，2021 年中国微生物肥料市场规

模 429.2 亿元，2022 年 440.6 亿，预计 2029 年市场超千亿元。绿

色生态农业是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生物肥料顺应了时代要求，其

飞速扩大的市场容量将带来巨大的利润空间。 

公司选定生物农业与数字农业两大板块，可以实现三大业务

板块的资源链接和价值共创，构建“种肥药+生物技术+数字化”

的现代农业生态，促进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与研发协同，

激发经营活力。 

Q5、公司在生物农业方面的投资是否有进展与回报，公司管

理层对此有什么规划？ 

A：2021 年公司与湘渝生物达成股权合作，拟分四期收购其

70%股份，目前持有其 66.50%的股权。2023 年公司与康欣生物达

成股权合作，目前持有其 80%的股份。 

2024 年上半年，公司深耕现代生物领域，通过并购康欣生物

与湘渝生物，利用二者的现代生物技术不断深化产业链、创新链、

价值链，在产品研发与应用场景打磨、营销团队建设、品牌价值传

递等方面有序推进，实现营业收入 10,962.67 万元。 

未来，公司将基于湘渝生物在生物发酵、合成生物领域的技术

优势，积极整合康欣生物在微生物菌剂、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领域

的技术资源，依托外部研发技术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 CRISPR 基

因编辑技术、同源重组等一系列前沿生物技术，利用分子生物学、

合成生物学等理论方法，深入探究专利菌株的基因功能，并揭示负

责合成功能活性物质的代谢途径，不断优化菌株的代谢网络，提高



目标化合物的产量，持续为公司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赋能，为实现

绿色环保、低碳降碳、降本增效、提质增产的目标而努力。 

Q6、公司对于生物农业方面的布局与其他企业相比有什么特

点与核心竞争力？ 

A：公司具有深耕现代生物农业领域的优势，通过先后与湘渝

生物、康欣生物达成股权合作，依托外部研发技术开展的产学研合

作，公司抢先在生物肥料与禾本科固氮、生物农药与根结线虫防

治、单产提升、绿色种植等领域布局。 

湘渝生物是一家专业研制和生产着色剂、有机肥料及微生物

肥料制造、食品添加剂的民营科技企业，是焦糖色国家标准制定单

位，其主导产品有各型液态焦糖色、固态粉末焦糖色，广泛应用于

现在市场上的各种食品、医药、化肥等相关产品的性状改良。公司

基于湘渝生物在生物发酵、合成生物领域的技术优势，积极推进与

科研院所在生物肥料领域、食品添加剂领域的战略合作，为公司在

生物刺激素、中微量元素与传统肥料，微生物、海藻萃取物与增值

肥料，生物发酵与食品添加剂相结合的现代生物技术领域提供多

元化的解决方案。 

康欣生物为“国家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试及验证平

台”的唯一共建企业，是一家专注于禾本科固氮、生物农药和生物

肥料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用绿色生物技术实现作物健

康和环境友好，其产品涵盖生物农药、生物肥料、水产动保、畜牧

业、土壤修复、公共卫生、水体修复等领域。公司积极整合康欣生

物在微生物菌剂、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领域的技术资源，依托外部

研发技术开展产学研合作，积极探索微生物和生物功能物质筛选

与评价、高密度高含量发酵与智能控制、新材料配套增效等关键技

术，研发与推广一批绿色高效的禾本科固氮、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

产品，并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运

用“禾本科固氮菌及综合运用技术”开发固氮菌产品并进行创新升

级，不断通过中国农科院以及各省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全国范

围内布置验证示范实验。 



基于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前瞻研究，公司通过“国家生物农药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试及验证平台”、中国农科院以及各省级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等平台，依托武汉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华中农业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武汉

工程大学等科研院校的生物技术优势，积极建立生物监测、菌种鉴

定、基因组学分析、土壤微生物高通量筛选等功能平台，重点开展

农业有益微生物筛选及工业化生产、生物肥料配方优化、生物种衣

剂等的研发及推广示范工作，利用公司现有的核心竞争力，向包括

种、肥、药、土壤在内的种植链延伸。 

Q7、注意到公司设立番茄公社，它的定位是什么？ 

A：番茄公社为公司为推进高标准数字农田的示范建设，在应

城市三合镇建设数字农业产业园，致力于打造集经济作物种植、农

业科技成果展示、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国家级现代数字农业示范园。

番茄公社专注于场景应用与商业模式打造，探索不断围绕种植业

物联网、土壤及水分大数据、作物养分模型、土-肥-水-养分-作物

一体化等数字农业技术，聚焦于探索数字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

模式、农产品创新性外围服务模式。 

Q8、公司在新板块的布局与发力是否会影响到化肥助剂业务

的发展？ 

A：公司在新板块的布局与发力并不会影响到化肥助剂板块的

发展，反而是可以实现三大业务板块的资源链接和价值共创，构建

“种肥药+生物技术+数字化”的现代农业生态，促进以技术创新

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与研发协同，激发经营活力。 

依托康欣生物与湘渝生物两大载体、国家生物农药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与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平台拓展新业务，在收购时已拥

有其成熟的营销团队及研发团队、完备的生物肥料与生物农药产

品序列、完整的境内外渠道销售体系、一系列行业领先的核心技术

及其设备完善的生物发酵工程技术中心与生产线。在拓展新业务

同时，公司也在不断优化研发、销售团队的人员结构，组建更加年

轻化、专业化的团队。 



在公司开拓新业务的同时，化肥助剂板块稳定增长，2023 年

公司实现助剂业务质与量的稳定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2,527.30 万元，同比增长 18.06%；202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助剂业

务质效双增，实现营业收入 47,000.89 万元，同比增长 17.93%。 

Q9、公司对化肥助剂板块的发展有什么规划？ 

A：全球范围内，随着客户对绿色、高效、环保的新型助剂产

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公司注重“先局先动”，将继续深耕农化助剂

市场，不断为市场提供绿色高效的农化助剂产品、优质的技术服

务、整体的解决方案。未来，公司将以客户需求为起点，加强对营

销、研发、生产、供应、物流的全球一体化运营体系的打造，因地

制宜开发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更好的整体解决方案、更优的产品

营销组合，成为客户的生态合作伙伴。 

国内业务方面，公司将密切关注化肥企业转型和化肥减量政

策动向，依据客户需求推出更多节能降耗、碳中和类新型农化助剂

产品。在配套服务上，公司将继续把技术服务工作前移到客户现场

第一线，为客户提供“点对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用数字化技术

满足客户差异化的售后服务需求，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

度。 

海外业务方面，公司将加大在品牌影响力打造、服务模式创

新、运营效率提升的投入，建设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高效运营

体系。公司将在欧洲市场加大对绿色、环保、可降解助剂产品的推

广力度，利用先发优势，迅速抢占市场。在非洲市场，公司将发挥

在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多地制造的供应优势，加快非洲物流基地

的建设速度，在未来效率与成本竞争中取得先发优势；并依托与

OCP 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的契机，加大双方中高层互访频率，推动

在技改项目交付、创新型助剂研发和 IP、专利及技术许可等方面

的合作。在东南亚市场和前独联体地区，公司将加快推进本土化生

产项目落地，并探索新的、稳定的原材料采购渠道，不断建立战略

优势。同时，公司将借助 Agus Fertilizer Conference、IFA Annual 

Conference 2024 、 AGRITECHNICA 、 CRU Phosphates 2024 



Conference ＆ Exhibition、ANNA 等国际化展会，不断对公司产品

与项目进行宣传，提高公司曝光度与知名度。 

Q10、在全球布局，公司业绩是否会更易受到国际关系变化的

影响？公司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A：公司作为一家立足国内、面向全球的国际化企业，业务遍

布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已经在中国、欧洲、非洲形成了三大业务

中心，在东亚、东南亚、欧洲、北非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全球

地缘政治不稳定性可能威胁公司在相关国家员工、所投资产业的

安全性，相关的货物及人员往来有可能受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到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按计划拓展。 

公司始终将员工安全放在首位，完善国外员工的安全保障工

作，做好风险评估及应急预案。一方面，公司依托全球化供应链布

局的资源优势，不断调整采购策略、优化采购结构、丰富采购渠

道，基于全球化的布局，灵活调度全球资源，加强对政策和市场的

研究，制定全球风险管理计划，关注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政策风

险、市场风险等，确保不因一地的形势变化而影响全局的客户供

给；另一方面，公司持续跟踪海外目标客户的生产动态，加速推动

营销人员、研发人员的本地化，加强与客户的适时在线沟通，加速

财务、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使用云 ERP、视频会议系统，推动产

供销的数字化，尽最大努力保持海外市场的稳定。 

附件清单（如

有） 

 

日期 2024-0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