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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关键结论

（1）行业属性：国内白鸡产业养殖端已较成熟但仍存在海外引种依赖，海外禽流感等突发事件对供给侧的扰动仍在。同时，在鸡肉消费

尚未超过猪肉消费前，国内猪价表现也会为白鸡中短期行情的斜率提供重要催化，历史上爆发力最强的行情往往来自“猪鸡共振”。（2）

行业变化：国内人均鸡肉消费水平仍偏低，而长期看白鸡具备成本及营养优势，未来白鸡消费存在扩容空间。同时随养殖环节成熟，白

鸡产业盈利中心或趋势下移，未来有望孕育大型品牌鸡肉食品企业。

◆选股思路

（1）周期角度：行业景气上行时，种苗端企业的业绩和股价弹性明显大于屠宰加工端企业。（2）成长角度：国内白鸡消费存在扩容空

间且产业盈利中心趋势下移，长期看好基于高效率养殖的品牌化经营企业。

◆股价驱动因素

一是海外禽流感等突发事件扰动供给；二是国内生猪行情上行带动白鸡需求。

◆相关标的

（1）种苗：益生股份、民和股份；（2）养殖及屠宰加工：圣农发展、禾丰股份、仙坛股份、 益客食品、春雪食品。

◆风险因素

不可控动物疫情引发的潜在风险；行情不及预期的风险；食品安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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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白鸡产业仍存在进口种源依赖

◆ 海外已有80余年的白羽肉鸡育种历史，育种技术较为成熟，全球已形成由美国安伟捷、美国科宝主导的双寡头市场，祖代白羽肉种鸡

约90%以上的产能来自美国安伟捷、美国科宝这两家公司。

◆ 国内白羽肉鸡产业目前仍存在海外种源依赖，祖代白羽肉种鸡更新经历了从“祖代进口”到“海外品种祖代进口+海外品种曾祖代进

口自繁”再到“海外品种祖代进口+海外品种曾祖代进口自繁+国产品种自繁”的演变。

◆ 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统计，2022年全国全国祖代白羽肉种鸡更新量中64%来自自繁（即上述海外品种曾祖代进口自繁和国产

品种自繁），36%来自引进（即上述海外品种祖代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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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国祖代白羽肉种鸡更新结构（按品种） 图：全国祖代白羽肉种鸡更新结构（按引进方式）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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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白鸡产业高度集约化、规模化

◆ 产区高度集约化：国内白羽肉鸡产业具备高度集约化特征，山东作为国内白羽肉鸡第一大产区，白羽肉鸡年屠宰量约占全国的近50%，

前三大产区（山东、辽宁、福建）的白羽肉鸡合计年屠宰量约占全国的70%。

◆ 养殖高度规模化：国内白羽肉鸡产业各环节已具备较高规模化程度且各环节集中度呈现为倒金字塔结构，即规模化程度自上及下递减。

在上游种苗环节中，龙头企业益生股份目前在国内祖代白羽肉种鸡引种市场的市占率高达约30%，在国内父母代白羽肉雏鸡市场的市占率

约为20%。在下游屠宰加工环节中，2022年龙头企业禾丰股份的市占率已达10%，行业CR10已达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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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前三大产区（山东、辽宁、福建）的白羽肉鸡合计年屠宰量约占全国的70%

序号 省份
2021年屠宰量
（亿羽）

2021年占比
2022年屠宰量
（亿羽）

2022年占比

1 山东 28.76 42% 34.69 46%

2 辽宁 13.25 19% 13.51 18%

3 福建 5.62 8% 6.20 8%

4 河北 4.11 6% 4.21 6%

5 江苏 3.12 5% 3.60 5%

6 吉林 2.88 4% 3.20 4%

7 山西 2.65 4% 2.68 4%

8 河南 3.32 5% 2.57 3%

9 黑龙江 1.54 2% 1.59 2%

10 其他 3.41 5% 2.91 4%

全国合计 68.66 100% 75.16 100%

资料来源：中国白羽肉鸡联盟，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2022年，国内白羽肉鸡屠宰口径CR10已超45%

序号 企业名称 2022年屠宰量（亿羽） 2022年市占率

1 禾丰集团 7.51 10.0%

2 圣农集团 6.10 8.1%

3 正大（中国） 4.60 6.1%

行业CR3 24.2%

4 新希望六和 3.10 4.1%

5 山东太和集团 2.70 3.6%

行业CR5 31.9%

6 耘垦集团 2.40 3.2%

7 益客集团 2.40 3.2%

8 仙坛集团 2.00 2.7%

9 山东超合集团 1.90 2.5%

10 凤祥集团 1.40 1.9%

行业CR10 45.4%

资料来源：中国白羽肉鸡联盟，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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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主线一：把握禽流感与猪周期的边际变化

➢行业层面：白羽肉鸡板块大行情受海外禽流感导致的祖代引种中断驱动，同时猪价表现也会为白鸡中短期需求表现提供重要催化，爆发

力最强的行情往往来自“猪鸡共振”。

➢公司层面：上游种苗端具备技术壁垒，市场集中度高，叠加即产即销属性，鸡苗价格弹性也明显大于商品代肉鸡和鸡肉产品，所以在每

一轮景气周期中，种苗生产销售企业的业绩和股价弹性明显大于屠宰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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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白羽肉鸡板块长贝塔行情依附于祖代引种周期 图：爆发力最强的行情往往来自“猪鸡共振”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中国种猪信息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种苗企业的业绩弹性明显大于屠宰加工企业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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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主线二：消费具备扩容空间，看好终端品牌业务拓展

➢白鸡消费具备扩容空间：国内人均鸡肉消费水平仍偏低，而长期看白鸡具备成本及营养优势，未来白鸡消费存在扩容空间。

➢看好终端品牌业务拓展：我国白羽肉鸡产业也经历了从养殖规模化到产业链整合的发展过程，目前上游养殖环节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已较为

稳定成熟，屠宰环节随着竞争充分，盈利能力逐渐降至低位。目前拓展盈利能力更强且更稳定的品牌鸡肉产品业务，进而平抑周期风险、

提升盈利能力，正在成为各家头部企业的发展主线，未来产业有望孕育大型品牌鸡肉食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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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内人均鸡肉消费量仍明显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图：肉鸡屠宰企业的鲜品业务毛利率近年处于低位（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世界银行，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肉制品业务毛利率通常更高且更稳定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10)

0

10

20

30

4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圣农发展 仙坛股份 春雪食品

民和股份 禾丰股份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圣农发展 春雪食品

10.64 

51.72 

22.66 21.63 

0

10

20

30

40

50

60

中国 美国 日本 欧盟

中国 美国 日本 欧盟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海外映射：基于高效率养殖的品牌竞争成为美国白鸡产业主线

美国白羽肉鸡产业的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 （1940s-1960s）饲料企业降本扩销动机催生产业一体化雏形：在此期间美国肉鸡的商业化养殖开始兴起，养殖规模化程度提高，专业饲料价值凸显，成为

产业链重要盈利中心。此后饲料企业开始绕过经销商与规模养殖场建立合同养殖关系，成为了产业链中原料、资金和毛鸡的中转枢纽，一体化模式初具雏形。

➢ （1960s-1980s）风险平抑与走量摊费动机推动产业链垂直整合：早期赊销合同开始逐渐转为保价合同，饲料厂为抵御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始向下游屠宰

拓展，屠宰环节逐步成为成为产业链的主导环节，行业垂直一体化整合快速发展。

➢ （1980s-2000s）基于效率的代养合同兴起，竞争由成本转向产品渠道：养殖、饲料和屠宰环节的竞争逐渐充分，保价合同逐步转变为基于养殖效率支付代

养费的委托养殖合同，行业成本端优化空间不断缩小，头部肉鸡养殖屠宰企业开始逐渐在产品和渠道端寻求突破，行业竞争从上游成本转向下游产品渠道。

➢ （2000s-至今）基于高效率养殖的品牌化食品业务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为进一步寻求价值端突破，头部屠宰企业开始向下游食品加工拓展，从原料到

养殖再到食品的垂直一体化模式正式成型，基于高效率养殖的品牌化消费产品竞争成为美国白羽肉鸡产业当前的发展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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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国白鸡产业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图：美国销售端深加工鸡肉占比自1980s开始快速提高

资料来源：许毅、王冲、李晶，新希望六和禽产业研究院，《美国
白羽肉鸡产业发展的历史与借鉴》，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NCC，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预制食品业务是泰森食品的重要利润中心之一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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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映射：美国鸡价波动目前仍在，一体化具备优势

总的来看，美国肉鸡产业链呈现为“从分散到一体化、从成本竞争到产品渠道竞争”的发展路径，期间产业盈利中心按照“饲料→屠宰

→食品”路径逐步下移，最终产业呈现为以下两个特征：

➢鸡价波动仍在：虽然产业技术和管理水平高度成熟，但受疫病、需求等中短期催化因素影响，终端鸡价的周期波动特征并未消失，周期

投资仍是板块重要主线。

➢一体化具备优势：鸡价波动风险虽在，但在头部企业的垂直一体化运作模式下，相关风险逐渐被下游品牌食品溢价平抑，以泰森食品为

代表的头部肉鸡企业基于高效率肉鸡养殖和品牌化食品销售实现了更高且更稳定的利润表现。

9

图：美国肉鸡产业在1980s步入成熟后，鸡价周期仍在且零售端附加值增厚明显 图：周期与成长并进成为美国白羽肉鸡产业后半场的重要投资主线

资料来源：NCC，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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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当期祖代引种会影响1年后肉鸡出栏量并持续约2年

➢ 从祖代白羽肉种鸡引种到第一批商品代白羽肉鸡出栏的时间通常为58周左右。白羽肉鸡从祖代白羽肉种鸡引种到首次产蛋的时间通常

为24周，父母代种蛋经过3周孵化即可育得首批父母代白羽肉雏鸡，经过22周育雏便可产得首批商品代种蛋，此后经过3周孵化和6周养殖

即可实现首批商品代白羽肉鸡出栏，因此从祖代白羽肉种鸡引种到第一批商品代白羽肉鸡出栏的时间通常为58周左右。

➢ 不考虑强制换羽操作，从祖代白羽肉种鸡引种到最后一批商品代白羽肉鸡出栏的时间为147周左右。祖代白羽肉种鸡产蛋期通常为42

周，期间可以扩繁约60套父母代白羽肉种鸡，父母代白羽肉种鸡的产蛋期通常为47周，期间可以繁育约120羽商品代白羽肉鸡，所以每套

祖代白羽肉种鸡可以累计繁育约7200羽商品代白羽肉鸡，即扩繁系数为1:7200。

11

图：白羽肉鸡产能传递图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育种端存在进口依赖，禽流感是重要扰动因子

➢ 国内白羽肉鸡产业目前仍存在海外种源依赖，然而海外引种极易受禽流感等突发事件的影响而出现受阻甚至中断。

➢ 2015年1月份，美国禽流感暴发，中国质检总局与农业部随后禁止直接或间接从美国输入禽类及相关产品，此后法国等地也相继出现

禽流感暴发情况，国内祖代白羽肉种鸡更新严重受阻，2015-2018年国内引种量维持在80万套以下。

➢ 2022年2月9日，美国商业鸡群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此后田纳西州、俄克拉荷马州、阿拉巴马州等祖代白羽鸡重要引种地陆续出

现商业鸡群感染，相关祖代引种进而中断。截至目前，我国仅可从俄克拉荷马州引种，受此影响国内海外祖代引种量自2022年持续位于

低位。

12

图：育种端存在进口依赖，禽流感是重要扰动因子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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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肉消费未超猪肉前，猪价波动会对鸡肉消费量产生重要影响

➢ 鸡肉作为国内第二大消费肉类，具备较强的猪肉消费替代属性，在鸡肉消费真正超过猪肉消费前，大周期往往体现为猪鸡联动。

➢ 2019-2020年，受非洲猪瘟暴发影响，国内生猪供给短期大幅减少，生猪价格高点触及40元/公斤以上。在高蛋白缺口和高猪价驱动下，

替代消费需求转向鸡肉，进而推动白羽肉鸡毛鸡价格在2019年触及13元/公斤以上的历史高点，并在2019-2020年间随猪价维持高位震荡。

此后，在产能充裕情况下，白羽肉鸡价格和生猪价格依然表现出较高的景气关联度。

13

图：鸡肉是国内第二大消费肉类
图：2019-2020年在高蛋白缺口和高猪价驱动下，替代消费需求转
向鸡肉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USDA，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白羽肉鸡价格和生猪价格拥有较高的景气关联度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中国种猪信息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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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周期复盘：禽流感和猪价是核心驱动

➢ （2015年10月-2017年2月）：本轮周期的上行阶段主要由产能调减和猪价反转共同驱动。2014年白羽肉鸡联盟成立，祖代更新量迎来

拐点，此后美国、法国等地相继出现禽流感暴发，国内祖代白羽肉种鸡更新严重受阻，叠加生猪价格反转带来的支撑，白羽肉鸡价格

在2015年10月开启上行走势。

➢ （2017年2月-2021年10月）受非洲猪瘟导致的超级猪周期驱动，本轮白羽肉鸡价格周期强度空前，持续时间也长达月57个月。供给侧

受2015-2018年海外禽流感反复影响，白鸡行业产能始终处于低位，2019年受非洲猪瘟暴发导致的大规模产能去化影响，国内猪价快

速走高，进而为白羽肉鸡价格提供了强支撑，白羽肉鸡价格在2019年1月-2021年2月期间保持高位震荡。

14

图：2015-2017年国内白羽肉鸡及生猪价格复盘 图：2017-2021年国内白羽肉鸡及生猪价格复盘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中国种猪信息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中国种猪信息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周期复盘：禽流感和猪价是核心驱动

综合分析2011年以来的商品代肉鸡和鸡苗价格，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重要规律：

➢ 祖代引种变动主导鸡苗和肉鸡价格长期变动趋势，禽流感是主要出发因子，价格拐点大约出现在引种下滑或扩张的后一年，同时受种

鸡换羽、需求侧变动等因素影响，大周期中通常嵌套多个小周期。

➢ 鸡肉作为国内第二大消费肉类，具备较强的猪肉消费替代属性，在鸡肉消费真正超过猪肉消费前，大周期往往体现为猪鸡联动。

15

表：白羽肉鸡近四轮价格周期概况

时间区间
时间长
度

波峰价格
（元/公斤）

波谷价格
（元/公斤）

核心驱动因素

2012年2月-2013年4月 约15个月 9.91 6.78
（1）上行阶段：西餐快餐发展；
（2）下行阶段：速生鸡事件+H7N9疫情暴发。

2013年4月-2015年10月 约31个月 10.41 5.29
（1）上行阶段：H7N9疫情防控成功；
（2）下行阶段：产能过剩&经济增速放缓。

2015年10月-2017年2月 约17个月 9.74 4.21
（1）上行阶段：白羽肉鸡联盟成立&海外禽流感暴发&猪价反转上行；
（2）下行阶段：大规模强制换羽&猪价持续下行。

2017年2月-2021年10月 约57个月 13.12 6.77
（1）上行阶段：海外禽流感&超级猪周期；
（2）下行阶段：产能恢复&猪价快速下行。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注：波峰、波谷价格为主产区白羽肉鸡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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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肉类消费具备向低成本肉类靠拢倾向

➢ 从生产效率来看，常规白羽肉鸡和小白羽肉鸡的料肉比和出栏天数均要明显低于黄羽鸡、肉猪和肉牛。参考海外经验，随餐饮和食品

加工行业发展，在低成本驱动下，肉类消费具备向低成本肉类靠拢倾向。

➢ 美国鸡肉消费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超过猪肉消费量，并在上世纪90年代进而超过牛肉，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肉类消费品种。

➢ 日本作为东亚传统小农国家，其饮食结构曾和中国具有较大相似性，即肉类消费早期被猪肉主导，但目前鸡肉已经取代猪肉地位，成

为了日本国内第一大肉类消费品种。

17

图：白鸡养殖料肉比明显低于商品猪和肉牛 图：美国鸡肉消费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超过猪肉消费量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经产业研究院，优顶特研究院，国信证券
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USDA，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鸡肉已成为日本国内第一大肉类消费品种

资料来源：USDA，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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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国内白鸡消费有望持续增加

➢ 国内白鸡消费具备扩容空间。目前我国人均肉类消费水平较低，随着经济发展，餐饮业发展，肉类仍存在较大增量空间，然而肉类增

量消费正与饲用粮供应瓶颈形成内在矛盾，肉类消费存在效率诉求，鸡肉消费有望自上而下受益。

➢ 国产小白鸡和预制菜会加快禽低成本的迭代速度。以817肉杂鸡为代表的小白鸡品种近年正在快速发展，其最初凭借体型小、肉质优

在扒鸡等传统中式餐饮中得到广泛应用，但近年在冰鲜化发展趋势下，小白鸡品种正凭借既可活杀又可走白条屠宰的优势替代部分黄

羽快速鸡需求。除传统817肉杂鸡品种外，益生股份自研“益生909”小型白羽肉鸡配套系正凭借产肉率高、肉品好、抗病力强、成活

率高等性能优势快速推向市场，年出苗量规模已接近8000万羽。

18

图：2002-2022年，国内鸡肉总供给的CAGR为1.97% 图：817小白鸡于鸡肉总产量中的近年占比提升明显

资料来源：USDA，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注：总供给=产量+进
口）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025年国内餐饮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万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艾媒数据中心，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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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盈利中心呈下移趋势，看好头部企业品牌拓展

➢ 我国白羽肉鸡产业屠宰环节竞争逐

步充分，盈利能力逐渐降至低位，

头部企业基于高效率养殖的品牌业

务延伸正在加速，未来有望孕育大

型品牌食品企业。

➢ 养殖模式各有千秋，长期来看一体

化更具有优势。国内多数头部白鸡

企业采用合同养殖模式，核心优势

在于可实现较为快速的轻资产扩张，

缺点则在于规模扩大后养殖管理、

质量把控难度加大。相比其他企业，

服务大B端客户起家的圣农发展则基

于高效养殖、稳定供给、质量保证

等动机，以自主运营的方式开展一

体化自养，虽然前期资本开支较大、

对土地和资金要求较高，但具备高

度标准化、高度可控优势，养殖成

本长期来看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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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多数白羽肉鸡上市企业已涉足鸡肉深加工业务

公司名称
曾祖代养

殖
祖代鸡苗

销售
祖代引种 祖代养殖

父母代鸡
苗销售

父母代养
殖

商品代鸡
苗销售

商品代养
殖

肉鸡屠宰
鸡肉深加

工

圣农发展 X X X X X X X X

益生股份 X X X X X

民和股份 X X X X X

仙坛股份 X X X X

春雪食品 X X X

禾丰股份 X X X X

益客食品 X X X X X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圣农发展C端肉制品线上销售额在2021-2022年实现爆发增长

资料来源：魔镜，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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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股思考

1、周期角度：行业景气上行时，种苗端企业的业绩和股价弹性明显大于屠宰加工端企业。

2、成长角度：国内白鸡消费存在扩容空间且产业盈利中心趋势下移，长期看好基于高效率养殖的品牌化经营企业。

21

图：上市白鸡企业主要经营指标一览

细分行业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营业收入（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ROE(%)

2021 2022 2023 2021 2022 2023 2021 2022 2023

种苗 002458.SZ 益生股份 20.90 21.12 32.25 0.28 -3.67 5.41 0.90 -13.39 12.23 

002234.SZ 民和股份 17.75 16.09 20.74 0.48 -4.52 -3.86 1.52 -16.91 -16.89 

屠宰加工 002299.SZ 圣农发展 144.78 168.17 184.87 4.48 4.11 6.64 4.52 4.14 6.44 

603609.SH 禾丰股份 294.69 328.12 359.70 1.19 5.14 -4.57 1.83 7.10 -6.86 

301116.SZ 益客食品 164.14 187.15 218.88 1.17 0.52 -1.71 7.90 2.65 -9.73 

002746.SZ 仙坛股份 33.12 51.02 57.81 0.82 1.28 2.26 1.87 2.89 4.92 

605567.SH 春雪食品 20.33 24.95 27.96 0.57 0.79 -0.35 5.19 6.89 -3.25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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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股份：国内白羽肉鸡种苗龙头

➢公司九成收入来自鸡苗，销量位居国内首位。公司当前核心主业为白羽肉鸡的祖代肉种鸡引进与饲养、父母代肉种鸡饲养、父母代肉种

鸡雏鸡生产与销售、商品代肉鸡雏鸡生产与销售，业务覆盖山东、江苏、黑龙江、河北、安徽等地。2023年公司鸡苗销售收入为29.80

亿元，占总收入的92%，鸡苗总销量为7.22亿羽（其中白羽肉鸡鸡苗销量为6.45亿羽，益生909销量为7682万羽），同比+11%。

➢聚焦高代次畜禽种源，品种优势明显。品种方面，公司主要引进、繁育海外优质畜禽良种，其中白羽肉鸡品种哈伯德旗下的利丰种鸡，

具有抗病力强，产雏数多、单批次供种能力大、后代均匀度好、饲料转化率高等明显竞争优势。规模方面，公司是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

祖代肉种鸡养殖企业，祖代肉种鸡饲养规模连续十多年雄居全国第一，约占国内市场1/3的份额，公司商品代鸡苗的销量在国内也是最

多的，约占国内市场1/10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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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益生股份是国内最大的白鸡商品代鸡苗销量企业 图：益生股份营业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益生股份鸡苗收入及毛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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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农发展：国内一体化白鸡自养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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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圣农发展是目前全球白羽肉鸡行业配套最完整的企业 图：圣农发展营业收入及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圣农发展主营业务构成情况（单位：百万元）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专注白羽肉鸡产业链，深耕行业近40年。圣农发展主营白羽肉鸡饲养及加工业务，生产基地主要分部在福建、江西和甘肃，目前已建立

集饲料加工、种源培育、祖代与父母代种鸡养殖、种蛋孵化、肉鸡饲养、肉鸡屠宰加工、熟食深加工等环节于一体的肉鸡产业链，目前

公司白羽鸡养殖产能超7亿羽，已建及在建食品深加工产能合计超过50万吨，是目前全球白羽肉鸡行业配套最完整的企业，规模名列亚

洲第一、世界第五。

➢向上布局种苗，向下扩张产能，公司一体化经营稳步推进。种苗方面，公司自研品种“圣泽901”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2023年全年销

售父母代种鸡雏901万套客户涵盖国内多家大型养殖企业，父母代种鸡雏在自主国产种源中市场份额持续占据第一；屠宰加工方面，公

司在B端已与百胜中国、麦当劳、德克士、沃尔玛、永辉等国内外知名客户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充分融入全球先进的食品供应

链体系；C端完成了品牌力0-1的打造，聚焦核心单品打造，2023年成功打造了第四支年销售额破亿大单品“霸气手枪腿”，爆品销售收

入同比增速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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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股份：头部鸡苗销售企业，积极推进下游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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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民和股份营业收入及增速情况 图：民和股份主营业务构成情况（单位：百万元）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民和股份主业毛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公司以父母代种鸡养殖、商品鸡屠宰和深加工为主要业务，其中商品代鸡苗是主要利润来源。公司已形成了以父母代肉种鸡饲养和商品

代肉雏鸡生产销售，肉鸡饲养、屠宰加工、鸡肉熟食和调理品生产销售为核心，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开发利用为辅助的经营模式。2023年，

公司鸡苗销售商品代鸡苗2.67亿羽，鸡肉制品销量8.48万吨，实现营业收入20.74亿元，同比增长28.96%。

➢公司正积极推进规模扩张、产业链完善。规模扩张方面，目前公司商品代雏鸡产能超过3亿羽，未来通过非公开募集资金建设项目将新

增1亿羽/年商品代雏鸡的产能。产业链完善方面，公司正致力于补齐产业中下游薄弱环节，其中深加工业务未来将通过非公开募集资金

建设项目新增鸡肉熟食制品合计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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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丰股份：东北饲料龙头，白鸡屠宰规模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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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禾丰股份白羽肉鸡产业链布局 图：禾丰股份营业收入及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禾丰股份主营业务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饲料及饲料原料贸易业务、肉禽业务、生猪业务。饲料业务方面，公司产品包括猪、禽、反刍等动物饲料，产品覆盖

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并在海外建有饲料厂，2023年实现销量430.52万吨，同比+8%，实现收入164.70亿元，占比46%；肉禽业务方面，公

司产能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产业链涵盖肉种鸡养殖、孵化、饲料生产、商品代肉鸡养殖、肉鸡屠宰加工、调

理品与熟食深加工等业务环节，参控股企业年屠宰能力合计超过11亿羽，屠宰量国内领先，2023年实现收入112.12，占比31%。

➢公司白鸡产能具备区位优势。公司白羽肉鸡事业主要布局于东北三省、河南、河北和山东，这些地区饲料原料的粮食及其副产品种类丰

富、性价比高、物流便捷，同时白羽肉鸡生产量约占全国白羽肉鸡总量的75%以上，是中国最主要的几个白羽肉鸡产业发展区域，具有

良好的白羽肉鸡养殖基础和较为成熟的市场销售体系，进而有利于公司形成产业规模优势，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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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坛股份：立足山东的头部白鸡养殖屠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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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仙坛股份营业收入及增速情况 图：仙坛股份收入结构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仙坛股份主业毛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公司主要产品为白鸡的商品代肉鸡及鸡肉产品，其中鸡肉产品主要以分割冻鸡肉产品、冰鲜鸡肉产品和预制菜品的形式销售。养殖模式

方面，商品代肉鸡养殖业务由自有养殖场和合作养殖场两类养殖基地实施，其中合作养殖场贡献主要产量，养殖场出栏商品代肉鸡主要

供应仙坛食品、仙坛仙食品、仙润食品、仙坛清食品，经屠宰加工形成鸡肉产品对外销售。2023年公司鸡肉产品实现收入53.19亿元，

同比+13%；预制菜品实现收入2.63亿元，同比+53%。

➢诸城项目逐步投产，经营规模稳步扩张。公司近年正聚焦打造诸城年产1.2亿羽肉鸡产业生态项目，目前一期工程建设配套的屠宰加工

厂、饲料厂和21个养殖场已经全部投入生产，2023年诸城项目商品代肉鸡的出栏量为4,780.96万羽，后续诸城项目将于2024年全部建成

投产后，届时会实现父母代、商品代的全配套，仙坛股份的肉鸡宰杀量将达到2.5-2.7亿只、肉食加工能力达70万吨，公司产能将翻倍，

有望推动公司经营规模稳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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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客食品：肉鸡、肉鸭双产业链布局，屠宰规模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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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益客食品实现肉鸡、肉鸭双产业链布局 图：益客食品营业收入及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益客食品收入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公司实现肉鸡、肉鸭双产业链布局。公司生产基地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河北，建立了集饲料加工、种鸭原种培育、父母代种鸭/鸡

养殖、商品鸭/鸡苗孵化、肉鸭/鸡屠宰加工、调理品/熟食深加工等业务环节于一体的肉鸭、肉鸡双产业链，目前肉鸭、肉鸡屠宰加工

规模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主要产品涵盖分割品、调理品和深加工熟食。2023年，公司鸡产品实现收入67.12亿元，占比31%，鸭产品实

现收入92亿元，占比42%。

➢致力“冻转鲜”、调熟业务发展。初加工产品方面，公司“冻转鲜”战略模式探索成果初现，通过产业互联网模式服务近万名小B客户；

调熟产品方面，公司组建调熟运营中心，实现“研、供、产、销”的一体化管理，不断强化产品研发，深耕核心市场，与行业部分头部

客户达成了合作，调理品2023年销量增速近30%，另外公司建立爱鸭熟食电商运营中心，以严选产品、新品研发及兴趣电商为切入点，

开启公司在锁鲜、预包装食品线上销售领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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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优质鸡肉生产商，发力鸡肉调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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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春雪食品营业收入及增速情况 图：春雪食品收入结构情况（单位：百万元）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春雪食品主业毛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春雪食品主要从事白羽鸡鸡肉食品的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业务。公司主营的鸡肉产品分为调理品和生鲜品两大部分，二者于公司2020

年营收中的占比分别为43%和37%。是国内少有的主营调理品的大型鸡肉企业。公司的鸡肉调理品为白羽肉鸡的深加工产品，其品种繁多，

包含中式料理包、西式油炸裹粉、火锅制品、鸡肉烤串、健身、儿童等多个系列，可满足市场消费者多种消费需求。生鲜品主要为白羽

肉鸡的初加工产品，即经屠宰、初步分割后生鲜鸡肉产品，主要包括鸡胸、鸡小腿、鸡翅根、鸡翅中、鸡腿排、鸡爪、鸡腿等产品。

➢ B端业务基础扎实，C端品牌业务不断拓展。公司从事肉鸡养殖加工30年，产品畅销国内外，B端拥有伊藤忠商事、德克士快餐、家家悦

超市、全家便利店、嘉吉动物蛋白等知名客户；C端品牌形象不断提升，2023年网络销售产品数量达到537个，总销售量达到487万件，

线上销售额达到1.4亿元，其与京东联合打造的“上鲜”品牌截至2023年底已连续六年在京东禽肉类目排名TOP1，粉丝数超过2772万人，

会员数超过171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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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一、不可控动物疫情引发的潜在风险。目前海外多国暴发大范围高致病性禽流感，如果国内白羽肉鸡养殖企业也暴发禽

流感等禽类疫病，可能导致鸡只大量死亡并影响终端需求，相关企业可能出现收入利润大幅下滑情况。

二、行情不及预期的风险。如果后续出现引种继续增加或下游肉鸡价格维持低位情况，市场信心可能受挫，鸡苗价格可

能大幅回落进而导致相关企业收入利润大幅下滑。

三、食品安全风险。多数白鸡企业主做屠宰加工，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将对公司信誉和品牌形象造成严重影响，进

而使公司销量下降，利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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