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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8                                                                      证券简称：温氏股份 

债券代码：123107                                                                      债券简称：温氏转债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5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别 

现场调研            电话会议 

 业绩说明会         路演活动 

券商策略会          其他活动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2025 年 4 月 29 日，公司举办 2024 年度及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线上）、

2025 年度春季双向交流会（线下），大成基金、富国基金、易方达基金、博时基金、

长城基金等 41 家机构共 50 位机构投资者参与。部分名单详见附件清单。 

重要提示：公司无法保证所有参会人员及其单位名称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敬请投资

者注意。 

时间 2025 年 4 月 29 日 

地点 线上会议：“全景路演平台”（http://rs.p5w.net） 

线下会议：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 B 座 18 楼 全景智慧路演厅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温志芬，独立董事欧阳兵，独立董事江强，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林建兴，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蒋荣金，证券事务代表覃刚禄，投资者关系管理室副主任史志茹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一、市值管理制度执行情况专项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市值管理工作。依据监管规则，公司 2024 年度及 2025 年一季度

市值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度制定情况 

2024 年 12 月，公司审议通过了《市值管理制度》，强化市值管理，规范相关行

为，切实维护公司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市值管理方式执行情况 

1.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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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践行高质量发展战略，适时开展并购重组，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与产业协同

效应。2024 年 12 月，公司以 16.1 亿元收购环保企业筠诚和瑞 91.38%股权，向绿色

循环经济转型；2025 年 2 月，战略入股安佑集团，加强饲料供应链合作。 

2.现金分红 

公司深入贯彻“精诚合作，齐创美满生活”的企业文化核心理念，坚持以持续稳

定的现金分红回馈投资者。2024 年共实施 2 次现金分红，共计 16.6 亿元。自 2015

年上市以来，已累计实施现金分红达 267.96 亿元。2025 年 4 月，公司提出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分红 13.2 亿元，并计划在 2025 年中期再次现金分红。 

3.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积极搭建与投资者沟通的桥梁，借助常态化路演、线上电话会议、券商策略

会、现场调研、业绩说明会等多种渠道，及时传递公司投资价值。2024 年至 2025 年

一季度，公司共举办 83 场投资者交流活动，接待 1688 位机构投资者，及时披露 18

份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4.信息披露 

公司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与监管要求，及时、公平地披露重要信息，确保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且通俗易懂。2024 年，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荣获深交所评级 A 级。 

5.股份回购 

2024 年 9 月，为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计划以 9-18 亿元自有资金回购 A 股股

票。截至 2025 年 4 月 8 日，已累计回购 6.6 亿元。 

6.舆情及危机管理 

2024 年及 2025 年一季度，公司未出现重大负面舆情与危机事件，保持了良好的

市场形象。 

二、董事长致辞 

（一）41 年发展历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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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3 年创业以来，公司稳健发展，从七户八股逐步成长为千亿企业，从乡镇

农场发展成为行业龙头企业。公司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温氏企业文化。“齐创美满，责任在我”是温氏的职业信仰，激励全体干部员

工在困难面前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心。“齐创共享”的理念，让公司赢得了广

泛的支持与合作。 

二是保持战略定力。公司确立以“固本强基，稳健发展”为发展总基调，始终保持

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决策定力，有效把控企业发展方向，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坚持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 

三是强化技术与创新。公司在动物防疫和降本增效方面成效显著，不断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 

四是合理调整组织架构，保证管理层顺利传承，实现干部能岗匹配，为企业发

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五是创新与运用经营管理理论和工具。通过这些理论和工具的应用，不断提升

工作效果和管理水平。 

过去 41 年，我们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1983 年-1996 年，是公司的全面快速发

展期；1997 年-2006 年，是公司逐步由单主业向双主业的结构调整发展期；2007 年-

2018 年，是公司的跨越式发展期；2019 年至今，是公司的调适企业运营、积蓄力量

的创新发展期。 

今年是温氏股份整体上市第十年。十年间，公司总资产增长了 2.87 倍，营业总

收入增长了 2.18 倍，净资产增长了 1.91 倍，累计净利润 474 亿元，拟累计分红 281

亿元，分红率 60%，员工人均创收增长了 1.56 倍。这些数据表明，温氏过去是持续

稳健发展、懂得与股东分享收益和不断追求进步的企业。 

回顾发展历程，公司成功经受住了数次行业危机考验，公司始终保持持之以恒

的定力、毅力，以及冷静思考、科学的决策与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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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确立了“千亿企业，百年温氏，打造世界一流的农牧食品集团”的企业愿景。

如今公司已创业四十二年，对于百年而言仍处于“青壮年”阶段。公司将坚持稳健经

营、持续发展，以百里长跑的韧劲做好温氏事业，回归“精诚合作，齐创美满生活”的

初心。 

（二）行业趋势与温氏的选择 

我国畜牧业现已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调控有效的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 

公司坚持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政策方针作为企业决策导向和发展机遇。公司

致力于巩固养猪、肉鸡、水禽、蛋鸡四大养殖主业基础，升级鲜品、食品、装备业，

配套动保、投资和其他相关业务，努力创造十万人级就业、百亿元级效益和千万吨级

产品。 

过去 41 年的创业经历充分证明，温氏股份是一家高度负责任的成长型企业，始

终践行“精诚合作，齐创美满生活”的企业文化核心理念，与股东、员工、合作农户

等利益相关方一道，共同成长和发展。 

三、公司一季度生产经营情况介绍 

（一）业绩拆分 

2025 年一季度，猪价淡季不淡，公司生产成本持续下降，实现 2025 年开门红。 

一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21 亿元，其中养猪业务盈利 24 亿元，养鸡业务受季

节性价格低迷影响亏损 3 亿元，其他业务如动保、投资、农牧设备等盈利与“总部

费用及其他”费用基本平衡。以上净利润已考虑结果奖金计提、股权激励费用等季

度末特殊事项，并已分别归集进入各单位利润。 

（二）畜禽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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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公司畜禽销量完成季度目标。公司累计销售生猪 859 万头（其中毛猪

和鲜品共 817 万头，仔猪 42 万头）；肉鸡（含毛鸡、鲜品和熟食）2.8 亿只，其中

鲜品 4600 万只，鲜销比例提升至 16%，熟食销量 310 万只；肉鸭销售 1100 万只。 

（三）主要产业情况 

1.猪业 

一季度，公司强抓冬春季节基础生产管理和重大疫病防控等工作，疫病防控成

效显著，核心生产指标持续改善。 

当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较好，下属单位扩产积极性较高。截至 3 月末，公司能

繁母猪约 185 万头，已提前达成公司年底能繁母猪目标。后续，公司将按照既定目

标，调整种猪品系结构，加大淘汰低效非主流品系种猪力度，通过提升种猪繁殖性

能，增加肉猪出栏量。 

3 月份，公司养猪业窝均健仔数保持在 11 头以上，猪苗生产成本降至 290 元/头

以内，肉猪上市率提升至 93%以上。 

公司养猪成本控制理想，超预期完成公司季度成本目标。一季度，公司肉猪养

殖综合成本降至 6.3-6.4 元/斤，若同口径相比，季度环比下降 0.4 元/斤。同时，公司

肉猪售价一般比同行较高，单头盈利水平在行业中优势有所提升。 

为满足未来出栏规划，公司多措并举增加养殖资源。截至目前，公司肉猪有效饲

养能力已提升至 3900 万头以上。 

2.禽业 

一季度为肉鸡传统消费淡季。受季节性消费低迷影响，一季度鸡价较为低迷，行

业面临普遍亏损。3 月份，公司毛鸡均重达到 4.4 斤的标重，销售渠道通畅。 

公司肉鸡生产继续保持高水平稳定。3 月份，公司肉鸡养殖上市率保持在 95%以

上，料肉比为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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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毛鸡出栏成本稳中有降。一季度，公司毛鸡出栏完全成本降至 5.6 元/斤左

右。其中，3 月份毛鸡出栏完全成本为 5.6 元/斤。 

（四）资产负债表修复情况 

一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已降至 51%左右，比上年末下降 2%。当前公司资金

储备较为充裕，公司将继续降低负债率，希望 2025 年底资产负债率降至 45%左右，

进一步提升资金安全和风险抵御能力。 

未来，公司也会继续加强投资者回报，加大分红频次和比例。 

（五）未来展望 

公司将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强化居安思危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坚持

向内和存量要效益，围绕降本提效、强技提质、从严治企等专项行动，持续巩固并提

升核心竞争力。 

四、Q&A 

（一）公司整体 

1.温氏以“稳健发展、风险可控”作为企业经营原则，请问公司未来希望成长为什么

样的公司？公司如何看待未来的成长节奏和未来发展的天花板？ 

答：（1）企业愿景 

目前温氏已经实现营业收入超千亿的历史性突破。 

公司提出“千亿企业 百年温氏”的宏大愿景，其中“千亿企业”含义丰富，包

含千亿市值、千亿资产、千亿收入等，“百年温氏”则寓意长久生存和持续发展。 

近几年公司提出“固本强基、稳健发展”的总基调，希望能够在规模、成本和生

产成绩等各方面保持行业第一梯队。未来，公司也会持续遵循这个原则，保持发展韧

性，实现持续发展。 

（2）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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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畜禽养殖行业空间广阔，是万亿级产值行业。公司目前的产值仅占其中很

小份额，尚未看到天花板，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公司将继续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断巩固核心竞争力，促进持续发展。 

2.请问公司下一阶段如何持续保持企业的竞争力？ 

答：公司提出明确的量化目标，争取畜禽主业每年降本增效 4%（扣除饲料原料

成本、物价涨跌等客观影响），不断巩固公司竞争力。 

3.请问公司未来养猪、养鸡、其他业务营收占比规划如何？ 

答：公司坚持猪鸡养殖双主业发展。未来，公司规划养猪业务营收占比控制在

60%左右，养鸡业务（含毛鸡、鲜品和熟食）占比约 30%，其他业务板块营收占比约

10%，确保各业务营收结构比例均衡，平衡各业务发展规模，保证企业安全。 

4.请问公司穿越行业亏损期，能够保持企业发展韧性和成长的文化基因是什么？ 

答：企业文化方面，在原来“齐创美满”的基础上，公司新提出了“责任在我”

的理念，要求所有员工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挫折，都要做好本职工作，承担相应责

任。这一文化理念是公司能够保持企业发展韧性和成长的重要基因。 

5.同样是行业第一梯队水平，请问现在的温氏和非洲猪瘟前的温氏有何区别？公司

在经历了行业波折后，获得了哪些方面的能力和进步？ 

答：心态方面，相比于非洲猪瘟前的温氏，现在的温氏更加有危机感，压力更

大，公司上下深知企业不进则退。 

能力方面，近几年公司在生物技术、饲料营养、疫病防控、数字化等方面持续进

步，尤其是应对疫病的防控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公司现在有充足的信心和能力应对

各类重大疫病防控。 

管理方面，过去公司管理更多依靠经验和感觉，现在公司管理依靠数据和模型，

同时引入了更多现代企业管理工具，特别是思想、激励、内压及监督四项管理工具，

有效提升了内部管理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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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猪业务 

1.公司养猪成本行业领先，请问公司未来成本下降的空间来自于哪里？公司所述

2025 年实现不超过 6.5 元/斤的肉猪养殖综合成本目标是否有更新？ 

答：（1）公司提出六五规划方针为“提质稳速，提升单产，卓越运营，盈利优

先”。未来，公司成本下降空间主要来自于科技创新、精细化管理、数字化和智能化

应用等方面。 

（2）公司所述成本目标，是以饲料原料价格不变为前提。公司目前暂不调整年

初制定的目标。公司会进一步加强基础生产管理，显著提高疫病防控成效，持续提升

生产成绩。 

2．请问公司如何看待新兴的各类养猪模式？公司是否会采取相应的模式？ 

答：后非瘟时代，行业涌现出如农户代养母猪、专门饲养仔猪、二次育肥等多种

新发展模式，每种模式都有其独特优势。 

公司将继续以采用紧密型“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为主，但也会适当尝试其他模

式，如外销部分仔猪等，及时获得收益。 

3.请问未来几年，公司养猪业主要依靠向内求还是向外竞争的方式来提升经营业

绩？ 

答：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公司更倾向于向内挖掘潜力、向存量要效益的方式，

充分释放自身潜能，促进公司生产成本稳步下降。 

4.公司当前种猪 PSY 水平与同行企业存在较大差异，请问是什么原因？ 

答：公司 PSY 指标与同行企业统计口径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企业间对比意义

相对有限。同时，PSY 是过程指标，最终需要综合考量产出和成本。除了与 PSY 水

平有关，生产成本还受上市率、营养水平、品种品系等多种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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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公司也会继续推进育种体系的优化工作，致力于培育“高健康、高品质、

高繁殖、高韧性、高抗力”的五高种猪体系，充分发挥品种优势，进一步降低生产成

本。 

（三）养鸡业务 

1.请问公司如何看待中华土鸡（黄羽肉鸡）市场空间？ 

答：公司始终坚定看好中华土鸡（黄羽肉鸡）的未来发展前景。目前在中华土鸡

的市场推广方面，行业内存在有品种无品牌、有推广无合力、有特色无标准、有文化

无创新、有基础无政策等难题。 

为拓展行业发展空间，加强中华土鸡文化推广、宣传和引导，提升中华土鸡（黄

羽肉鸡）整体市场份额，公司联合其他土鸡养殖同行企业成立“中华土鸡美食文化推

广中心”，得到热烈响应。我们相信通过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宣传中华土鸡及“无土

鸡不成宴”等饮食文化，居民和新生代消费者会爱上中华土鸡的品质，中华土鸡将成

为年轻群体餐桌上的热门选择。 

我们相信，未来，中华土鸡（黄羽肉鸡）市场份额有望回升，使各方获得合理的

利润。 

2.请问公司黄羽鸡业务规模是白羽鸡业务规模的几倍？ 

答：公司主要禽类产品为中华土鸡（黄羽肉鸡），白羽肉鸡业务规模较小，2024

年白羽肉鸡销售量约 2500-2600 万只。 

3.请问公司今年一季度白羽鸡的鸡苗和养殖业务是否盈利？  

答：一季度公司白羽鸡的鸡苗业务实现盈利，白羽肉鸡养殖业务略有亏损。 

（四）其他方面 

1.2015 年，公司实现整体上市。而今十年后公司再度进入发展提速的阶段。请回顾

公司在管理上方面做对了哪些事项，又取得了何种效果？ 

答：过去几年，受疫病和周期影响，行业业绩普遍出现较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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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积极提升疫病防控技术，已建立较为完善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畜禽

大生产稳定。 

（2）2020 年，公司首次将“从严治企”作为企业年度工作主线，并深入推进相

关工作。通过持续正风肃纪、开展反腐倡廉等行动，公司干部员工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公司内部形成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2024 年年初，为促使全体干部员工时刻保持紧迫感和自驱力，公司提出了“从严

治企”第二阶段工作的新内涵和新要求。在巩固第一阶段成效的基础上，第二阶段主

要聚焦“勤干、善干、实干”，致力于打造一支思想硬、能力强、业绩好的拼搏队伍，

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请问公司如何激励管理团队，使其始终保持创业激情？ 

公司高度重视管理团队的激励工作，深入践行“精诚合作，齐创美满生活”企业

文化核心理念。例如公司通过滚动实施精准股权激励、股份锁定等手段，将管理团队

与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管理团队能够与公司共同成长、共同发展。未来，公司还

将持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促使干部团队始终保持创业激情，赋能公司高质量发展。 

3.请问公司年轻人成长通道有哪些？ 

答：公司职业发展通道覆盖全体员工。公司构建有行政干部、技术职务及技能技

工评级三大晋升发展路径。只要个人有能力且勇于担当，都能在公司获得公平的发

展机会。 

4.请问中美关税战对公司生产成本有什么影响？ 

答：总体而言，中美关税战对公司生产成本影响较小。 

公司密切跟踪国际贸易局势，提前对中美贸易战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判，并

在价格相对低位时储备了一定的中远期饲料原料。同时，公司推动谷物进口来源多

元化，并积极推进豆粕减量替代，同时加强期货套保等工具应用，充分保障饲料原料

安全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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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问公司如何看待市值管理？ 

答：市值与市场宏观环境、行业所处阶段、公司基本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市值管

理的核心在于促使公司市值能够合理反映公司的竞争力和基本面情况，最终回归到

企业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一根本目标上来。对于公司而言，实现合理估值才是

企业实现长久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公司将继续加强与投资者沟通交流，致力于将公司的真实情况全方位展示给投

资者，最大程度消除信息误差。同时，公司通过配套回购、分红、并购重组等一系列

方式，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6.请问公司最近计划发债，是打算置换旧债，还是扩大养殖规模？  

答：公司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是一种融资工具的准备，还未发行，未来将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决

定是否发行。 

五、董事长总结 

今年是温氏整体上市十周年，也是公司创业四十二年的重要节点。届时公司将

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投资者活动，如投资者走进温氏、全国生猪产业大会、中期

分红等。欢迎大家保持关注并积极参与。 

公司的愿景是打造“千亿企业 百年温氏”。我们将始终坚守大农业赛道，用心

养好猪、鸡，为市场提供最优质的食材，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希望广大投资者

继续支持温氏，共同为中国的三农事业贡献力量。 

说明 本次投资者交流活动未涉及应披露重大信息。 

附件清单（如有） 详见附件 

日期 202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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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单： 

参与单位名称 参与人员  参与单位名称 参与人员 

中金公司 王思洋、龙友琪、陈泰

屹 

 广发证券 钱浩、李雅琦 

大成基金 戴军、李博、侯春燕  易方达基金 姜桠耀、王蕾 

富国基金 徐哲琪  博时基金 梅思哲 

长城基金 覃晓露  云投资本 王志永、宋建生、王晨 

中信证券自营 林野  招银理财 张英 

睿郡资产 谭一苇  生命保险资管 李燕玲 

安和投资 王珏  澄池投资 贺曦 

百域资本 干迎  国信证券自营 余方升 

民森投资 葛峥  东方马拉松资管 孔鹏 

玺悦资产 陈鸿  裕晋投资 陈鑫 

永安期货投资 孟元  长江证券 顾熀乾 

天风证券 陈炼  华泰证券 熊承慧 

开源证券 陈雪丽  国盛证券 张斌梅 

国君海通证券 王艳君  国信证券 鲁家瑞 

国联民生证券 徐菁  招商证券 施腾 

海通证券 巩健  申万宏源证券 盛瀚 

华安证券 万定宇  西部证券 熊航 

华创证券 肖琳  甬兴证券 江路 

华源证券 顾超  高盛 史慧瑜 

麦格理证券 Sharon  光大证券 于明正 

注：限于篇幅，部分机构和投资者未收录参会人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