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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9—69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开始启

动了 2019 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活动，截至本公告日相关抽测工作已全

部进行完毕。现将抽测情况公告如下： 

一、抽测面积及点位 

本次抽测涉及在养的 2017 年度底播虾夷扇贝面积 26 万亩、2018 年度底播

虾夷扇贝面积 32.35 万亩，共计 58.35 万亩。公司按平均 6000 亩/点位并均匀分

布，共抽测点位 97 个，其中 2017 年底播虾夷扇贝 41 个点位，2018 年底播虾夷

扇贝 56 个点位。 

二、抽测结果  

通过对抽测数据的加总核算，计算出抽取点位的平均亩产、平均重量、平均

壳高等数据如下： 

投苗年度 

养殖 

面积 
抽点位 

抽点 

面积 

产品 

重量 

平均 

壳高 

平均 

重量 

平均 

亩产 

万亩 个 亩 公斤 厘米 克/个 公斤/亩 

合计 58.35 97 761.81 3,535.10   4.64 

2017 年 26.00 41 240.85 1,362.80 8.4 91 5.66 

2018 年 32.35 56 520.96 2,172.30 7.6 53 4.17 

根据各个小区抽测数据看，2017 年底播虾夷扇贝五个区位（不包含 11 月份

正在采捕作业生产的 1 万亩区域）的平均亩产 5.66 公斤，其中最高区域亩产 12.64

公斤，最低区域亩产为 0；2018 年底播虾夷扇贝十个区位的平均亩产 4.17 公斤，

其中最高区域亩产 44.33 公斤，最低区域亩产 0.01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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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各小区抽测数据如下： 

投苗

年度 

区位 

编号 

抽测 

面积 

产品 

重量 

平均 

壳高 

平均 

重量 

平均 

亩产 说明 

亩 公斤 厘米 克/个 公斤/亩 

  合计 761.81 3,535.10   4.64   

2018

年 

小计 520.96 2,172.30 7.6 53 4.17   

1 区 76.68 88.5 7.6 58 1.15 核销成本 

2 区 51.12 0.4 7.7 57 0.01 核销成本 

3 区 25.56 22.5 7.7 55 0.88 核销成本 

4 区 19.76 92 8.0 52 4.66 核销成本 

5 区 19.76 19.5 7.7 51 0.99 核销成本 

6 区 188.86 631.4 7.8 52 3.34 核销成本 

7 区 92.30 208 7.7 56 2.25 核销成本 

8 区 9.88 89 7.4 48 9.01 计提跌价准备 

9 区 8.64 383 7.3 53 44.33 抽测亩产正常 

10 区 28.40 638 7.1 49 22.46 抽测亩产正常 

2017

年 

小计 240.85 1,362.80 8.4 91 5.66   

11 区 88.38 713.6 8.2 86 8.07 计提跌价准备 

12 区 50.46 637.9 9.5 130 12.64 计提跌价准备 

13 区 14.33 - - - - 全部死亡核销成本 

14 区 43.20 11.3 7.4 60 0.26 核销成本 

15 区 44.48 - - - - 全部死亡核销成本 

三、本次抽测结果预计对公司 2019 年业绩的影响 

根据抽测结果，目前在养的全部 58.35 万亩底播虾夷扇贝中，其中亩产过低，

采捕变现价值不足以弥补采捕成本的海域面积 39.07 万亩，需核销成本 19,562.33

万元；亩产较低，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区域的面积 13.9 万亩，预计计提跌价准

备金额 8,205.89 万元；目前抽测亩产正常以及正在采捕作业海域面积 5.4 万亩。 

预计核销存货成本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计金额 27,768.22 万元，约占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上述底播虾夷扇贝账面价值 30,690.86 万元的 90%，对公司 2019

年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1、预计存货成本核销的具体情况： 

存货名称 
面积 账面价值 平均亩产 

核销依据 
万亩 万元 公斤/亩 

合计 39.07 19,562.33 1.68   

2017 年底播虾夷扇

贝 
12.00 7,526.76 0.13 

平均亩产过低，不足以弥补采捕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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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底播虾夷扇

贝 
27.07 12,035.57 2.37 

平均亩产过低，不足以弥补采捕

成本 

2、预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情况： 

存货名称 
面积 账面价值 可变现净值 跌价准备 

跌价准备依据 
万亩 万元 万元 万元 

合计 13.90 8,554.09 348.20 8,205.89   

2017 年底播虾夷

扇贝 
13.00 8,153.99 

343.96 7,810.03 可回收金额低于账

面价值 

2018 年底播虾夷

扇贝 
0.90 400.10 

4.24 395.86 可回收金额低于账

面价值 

本次核销成本与计提跌价准备的依据： 

根据抽测结果，公司对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成本进行核销和计提跌价准备测算。

其中亩产过低区域经测算采捕销售收入不足以弥补采捕费等变动成本，对该部分

海域存货成本进行核销处理；部分区域因亩产下降，对该部分海域存货进行可变

现净值测算，如采捕销售收入低于账面成本和继续养殖费用及销售费用等预计费

用的合计金额，对其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金额计提跌价准备。 

公司本次核销底播虾夷扇贝海域抽测平均亩产分别为 2017 年 0.13 公斤/亩、

2018 年 2.37 公斤/亩，低于上述测算的采捕销售收入与采捕费等变动成本收支平

衡所需亩产水平 5.15 公斤/亩，因此拟对此部分存货成本进行核销处理。 

因目前公司海域底播虾夷扇贝非正常死亡情况可能还将持续，部分海域亩产

水平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核销存货成本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需根据 2020

年 1 月的年终底播虾夷扇贝盘点结果计算确定，最终金额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批准的结果为准。 

四、公司当前应对举措及未来运营计划 

（一）当前应对举措 

1、原因调查。公司已经提取了浮标及海底潜标等相关环境监测数据，水产

专家到现场调取了水样及死亡贝样品，相关分析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公司已协

同有关政府部门组织海洋专家和科研机构，尽快至海洋牧场现场进行勘查并进行

扇贝自然死亡原因分析，并及时公告相关调查分析结果。 

2、信息披露。积极做好信息披露工作，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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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维护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 2019

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的风险提示公告》，于 2019 年 11 月 13日披露了《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具

体内容请详细公司于当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3、过程公开。本次秋季抽测除了公司内部相关部门人员参加外，海洋专家

及相关媒体记者也进行了现场参与，公开、透明的呈现实地抽测情况，部分媒体

基于事实对公司此次抽测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客观新闻报道。 

4、银行融资。公司与主要贷款银行进行了平行沟通，邀请相关银行业务负

责人进岛实地调研。目前，公司信贷稳定，经营稳定。 

（二）未来运营计划 

目前，公司主要业务构成为养殖业务、加工业务、贸易业务。近三年上述业

务的收入及毛利情况如下图所示： 

单位：亿元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底播虾夷扇贝对公司整体收入及盈利能力的支撑

逐渐下降。2018 年底播虾夷扇贝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 6.3%、毛利占鲜活产品毛

利比重为 13.7%；2019 年前三季度，底播虾夷扇贝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比为 6.0%、

毛利占鲜活产品毛利比重为 10.4%。为化解单一品种的盈利能力波动产生的不利

影响，公司不断提升加工类产品、贸易类产品、苗种类产品盈利能力，持续优化

公司整体盈利结构。在养殖板块，除了底播虾夷扇贝还有海螺、海参、鲍鱼、海

胆等多元化的土著养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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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苗种类产品收入 8,490 万元，同比增长 6,629

万元，增幅 356%；活海胆收入 2,695 万元，同比增长 1,740 万元，增幅 182%；

牡蛎收入 2,195 万元，同比增长 1,442 万元，增幅 192%；海螺收入 6,804 万元，

同比下降 1,460 万元，降幅 18%（为海螺采捕作业天数较同期减少所致）；活鲍

鱼收入 11,704 万元，较同期基本持平。休闲即食类产品收入 7,052 万元，同比增

长 1,537 万元，增幅 28%；海参加工品收入 13,378 万元，同比增长 810 万元，增

幅 6%。 

基于上述运营情况分析，公司未来运营计划如下： 

1、进一步关闭海上敞口风险。 

规划自 2019 年度至 2020 年 6 月底之前，完成放弃海况相对复杂的海域或暂

停部分适用海域约 150 万亩，根据海域使用相关规定，每年可节约用海成本约

7000 万元。自 2020 年始，底播虾夷扇贝由规模发展阶段向中试探索阶段调整，

以优化适合本地生态系统条件的虾夷扇贝新技术、新良种、新模式，每年中试虾

夷扇贝约 10 万亩，基本关闭底播虾夷扇贝增养殖风险。同时，探索海参等增殖

品种以资源养护为主的模式，提升海参的资源可持续能力和品牌运营能力。 

2、加强土著品种养护的标准建设。 

参照 MSC 标准，建立海上藻场和海底森林等生态系统，实施配额管理的资

源养护模式，巩固加强海参、海螺、海胆、鲍鱼等土著品种的资源培育，提高可

持续盈利能力。在保持 2019 年正常的养殖业务收入和利润水平基础上，力争实

现更高增长。 

3、扩大种与苗产业规模。 

提高三倍体种与苗产出能力，将在三倍体牡蛎种与苗已在长江口以北沿海海

域形成产业领导力的优势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提升在长江口以南沿海海域的产业

贡献率，逐步建立三倍体牡蛎养殖示范区、育肥示范区，提高珍蚝品牌市场运营

能力。同时加快扇贝、鲍鱼等三倍体技术研究，为未来发展持续储备能量。 

4、深度运营阿穆尔鲟鱼产业。 

公司从 2011 年开始进入鲟鱼产业，目前公司参股的云南阿穆尔鲟鱼集团已

掌握了全产业链的育养技术，完成了资源培育、加工技术能力、国外市场资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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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建设，所拥有蓄养存栏的多种鲟鱼产品，成为全球资源量第一的基地。目前，

阿穆尔品牌鱼子酱已出口欧洲、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的

苗种占有较大市场份额。鲟鱼产业资源与市场的运营，将成为公司 2020 年之后

的重要产业。 

5、加快落地“瘦身计划”。 

一是聚焦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核心项目，加快处置与主业关联度低的、资金占

用大的资产，回拢资金，偿还贷款，降低资产负债率；二是以回收投入和激活机

制为目标，出让核心产业项目部分股权，提高公司综合投资回报率；三是优化组

织架构，招录优秀人才，完善绩效机制，减少管理费支出 20%以上。 

6、扩大海洋食品业务。 

一是进一步聚焦“獐子岛海参”食品。加强品牌运营，整合国内外优势海参

资源，推进线上与线下市场网络融合服务，建立城市或地区总代理机制，与经销

商共享增长，保持海参业务逐年连续增长态势。 

二是放量运营“獐子岛休闲食品”。释放獐子岛联合品牌能力，合作好国内

零食连锁巨头运营平台；借力商超、便利、电商等渠道，做大 KOKO 市场份额，

加速市场放量增长。 

三是加快“獐子岛味道”系列海洋食品市场建设。释放獐子岛国际合作伙伴

多和海外优质资源基地的能力，建立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协同机制，做好“买”与

“卖”；同时，以用户为中心，加强公司食品研发能力建设。 

7、降低财务费用。 

主动透明与银行业协会、债委会、各银行合作，争取灾后重建资金支持政策

和优惠利率支持，降低财务费用。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