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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8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三次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13]110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

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相关规定，为保障中小投

资者利益，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上述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制定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投资者不应据此进

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主要假设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证券市场情况、行业及公司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 

2、假设公司于 2020 年 6 月末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该完成时间仅为公司估

计，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3、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347,888,429 股，不考虑其他可能导致公

司总股本变化的因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159,628,098 股增至

1,507,516,527 股，该发行股数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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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66,560.00 万元，未考虑扣除发行费用的影响，最终以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实际发行完成情况为准； 

4、根据公司 2020 年 1 月 11 日发布的《2019 年度业绩预告》，公司 2019 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 亿元-1.6 亿元；根据公司第三季度报告，2019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损益为 11,645.98 万元。假设 2019 年全年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业绩预告的平均数，即 1.35 亿元；假设 2019 年全年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损益为 2019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损益

的 4/3，即 15,527.98 万元；故公司 2019 年全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为-2027.98 万元。 

公司 2020 年全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假设以下两种情况：（1）2020 年与 2019 年持平；（2）2020 年与

2017 年持平。 

5、以下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6、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

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7、公司计划 2018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假设 2019 年度、2020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该假设的利润分配方案仅用于本文

计算本次发行对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不代表公司未来利润分配计划，实际分红

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准； 

8、在测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期末总股本时，仅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对总股

本的影响，不考虑其他可能产生的股权变动事宜； 

9、上述假设仅用于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指标的影响，

不代表公司对 2019 年、2020 年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的判断，亦不构成公司的盈

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的测

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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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预测） 

2020 年度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115,962.81 115,962.81 150,751.65 

本期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万元） 
- - 266,560.00 

本期现金分红（万元） - - -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万元） 
238,051.89 251,551.89 251,551.89 

假设一：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 2019 年持平；未考虑 2019 年、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万元） 
13,500.00 13,500.00 13,50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万元） 

-2,027.98 -2,027.98 -2,027.98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万元） 
251,551.89 265,051.89 531,611.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6 0.116 0.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6 0.116 0.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51 5.23 3.45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元

/股） 

-0.017 -0.017 -0.015 

稀释每股收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元

/股） 

-0.017 -0.017 -0.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0.83 -0.79 -0.52 

假设二：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 2017 年持平；未考虑 2019 年、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万元） 
13,500.00 26,214.10 26,214.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万元） 

-2,027.98 23,485.11 23,485.11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万元） 
251,551.89 277,765.99 544,325.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6 0.226 0.1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6 0.226 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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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51 9.90 6.59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元

/股） 

-0.017 0.203 0.176 

稀释每股收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元

/股） 

-0.017 0.203 0.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0.83 8.87 5.90 

注：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系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计

算。 

根据上表所得结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

2020 年末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有一定幅度的提高，预计 2020 年度的基本每股收

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有所摊薄。 

二、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有所增加。由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建设期间股东回

报主要仍通过现有业务实现。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若公司业

务规模和净利润未能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

指标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摊薄即期

回报的风险。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说明 

（一）猪肉消费需求稳步增长，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国和消费国，猪肉消费需求稳步增长。随

着经济发展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费者对猪肉及猪肉产品品牌与质量要求

有所提高，优质的猪肉品牌产品将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及广阔的市场容量。 

因此，安全优质的猪肉制品的生产、加工必然得到快速发展，并向规模化、

品牌化方向发展。这为国内肉类工业扩大生产能力、调整生产结构都提供了良好

的机遇，也使我国生猪养殖业有了较快发展，猪肉制品需求有了较大增长。本项

目的建设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安全猪肉食品，满足人们消费质量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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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项目的市场前景广阔。 

（二）把握商品猪市场价格周期性上市趋势加速生猪产业发展 

我国商品猪市场价格呈明显周期性波动，往往 3-5 年为一个波动周期，业界

称之为“猪周期”。自 2000 年以来，生猪养殖业大致经历了至少 5 轮大周期。本

轮猪周期经历了 2015-2016 年上涨期后，2017 年猪价整体回落，2018 年上半年

持续下跌，8 月发生非洲猪瘟后，全国生猪跨省调运基本暂停，产区销区供需严

重不平衡，各地猪价混乱。2019 年 3 月后，猪价开始持续上行。 

从生猪供需关系的角度看，能繁母猪是生猪供给的源头，能繁母猪存栏量对

未来的猪价走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截至 2019 年 9 月，我国生猪存栏量、能繁

母猪存栏量处于历史低点，猪肉产能迅速下降。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2019

年 9 月生猪存栏量 19,190 万头，同比 2018 年 9 月下降 41.1%；能繁母猪存栏量

为 1,913 万头，同比下降 38.90%，降幅达到了近 10 年来的最大值。业界普遍预

测 2020 年猪价将由于缺猪维持在较高水平，形成超级猪周期。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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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公司将生猪养殖作为未来几年的发展重心。随着商品猪市场价格上升以及生

猪产业景气度上行，公司需要把握生猪产业发展的黄金周期，快速提高市场份额。

本次募投项目涉及多个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

目。项目建设后将大大增加公司的存栏能繁母猪数量以及商品猪的生产能力，有

助于公司抓住本轮猪价上升的良好行业趋势，扩大销售、提高市场份额。 

（三）本次筹建的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是公司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

突破口 

近年来，国内生猪养殖巨头均持续进行扩产能、降成本、增效率、信息化、

强整合。为了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牧原股份、正邦科技、天康生物、金新农

等同行业上市公司积极进行投资扩产，通过非公开发行、可转债、公司债等多种

融资工具募集资金投入生猪养殖项目。 

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需要把握提升生猪养殖规模化水

平的黄金周期，及时布局、加大投资、提升生猪养殖效率。公司本次筹建的现代

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建成后，公司年生猪出栏量将大幅增加，达产后年收入和

净利润也相应得到提升，有利于公司提升整体盈利水平、缩小与国内生猪养殖巨

头的规模差距、快速提高生猪养殖市场份额。 

（四）在提升公司经济效益的同时，有利于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 

养猪业是农村较受欢迎的产业之一，具有养殖成本低、比较效益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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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产业之一。本次项目投产后，一方面，可以吸

纳农村当地劳动力、拓宽农民就业渠道、辐射带动农户、促进农民增收。本项目

通过为项目地提供优质仔猪，能有效适度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并采用先进的饲养

技术和粪污处理技术，有助于改变当地落后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提高养殖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本次项目的建设将带动当地

电力、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从而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

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

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多个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生猪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饲料厂等。 

现阶段公司旗下有饲料、生物制品、生猪养殖、生鲜食品、工程建设 5 个业

务板块，其中生猪养殖板块作为发展重点，其它板块围绕生猪养殖板块协同发展，

互为补充和促进。公司一直将生猪养殖业务作为公司重点发展的核心业务，多年

来持续加大对生猪养殖业务的投入力度。本次募集资金建设多个现代生猪养殖产

业化项目将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已有优势，进一步提高规模效应，增强公司的盈

利能力，并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公司把食品加工业务作为未来产业

链延伸及新的利润增长点培育，本次募集资金建设多个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

目，有助于公司加速产业链进一步向下延伸的布局，通过外部交易内部化，减少

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获得增值利润，并有效平抑猪周期的波动、提高公司抗风

险能力、盈利能力。 

（二）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1、公司生猪养殖项目建设经验丰富、人才储备充足 

2013 年以来，公司通过投资建设和运营一系列现代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建设经验。同时，基于公司良好的用人机制，公司根据业务发

展需要和规划不断优化人才结构，从内部培养出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并从外部

吸引了大量的各类骨干员工。目前，公司已形成了一支专业配置完备、行业经验



 1-4-2-8 

丰富的优秀生猪养殖团队，母猪场人均管理母猪 200 头，家庭农场服务部人均服

务头数 5,000 头。 

2、公司掌握有国际领先的育种技术，为募投项目提供了种源保障 

公司于 2014 年战略投资了全球领先的猪育种公司 CG 进入猪育种领域并打

造了国际一流的猪育种能力。CG 隶属于世界第二大多物种动物遗传公司克里莫

集团，掌握提升饲料转换率、CT 技术、提高疾病耐受力、提高母猪的生产效率

和生产寿命、全基因组选育技术等多项尖端育种技术，在全球超过 25 个国家推

广种猪产品。经过并购后的协同整合，公司掌握了国际领先的育种技术，并建立

了一体化的选育体系，有利于提升本次项目建设实施的种猪培育效果。 

2017 年下半年，公司与重点高校、知名机构达成协议，参与全国种猪基因

组选择平台搭建工作，利用基因组选择的优势，对难以直接选择及遗传力低的性

状进行精准选育和早期选择，节约选种成本。同时，开展冷冻精液的研发与应用

研究，利用冻精技术，充分发挥特级公猪的价值。在测定技术方面，公司引进

CT 扫描技术，使活体测定猪的胴体组成成为现实，有望在胴体品质及瘦肉率的

选择方面获得较大的突破。公司通过先进的测定及选择技术提高选种准确性，加

快遗传进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本次项目建设未来的经济效益。 

3、中国是猪肉消费大国，市场广阔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猪肉消费国家，居民的消费中仍然以猪肉为主。根据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 年中国猪肉产量 5,340 万吨，占全球猪肉总产量的

48.10%。2017 年中国猪肉消费量为 5,487 万吨，占全球猪肉总消费的 49.62%。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猪肉的消费量将持续保

持稳定增长，国内猪肉消费有着巨大市场空间。 

综上，公司在人员、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丰富储备，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五、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本次发行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即期回报有所下降，考虑上述情况，公司根据自

身特点，实施如下措施填补即期回报：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完善员工激励机

制；加快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

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完善现金分红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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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完善员工激励机制 

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对业务环节的信息化管理，提高公司营运

资金周转效率。另外，公司将完善薪酬和激励机制，建立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体

系，引进市场优秀人才，并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积极性，挖掘公司员工的创造力

和潜在动力，以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2、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争取尽快

投产并实现预期效益。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

规范、安全、高效，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等管理制度。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

金进行专项存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于募投项目、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

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

用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严格科学的论证，并获得公司董事会批准，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业务规

模，优化产品结构，提高持续盈利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将加快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争取早日实现预期效益，尽量降低本次发行

对股东即期回报摊薄的风险。 

3、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

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

职权，做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

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4、完善现金分红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修订了《公司章程》，并制定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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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年）股东回报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

具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

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强化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上述填补回报措施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增加未来收益水平，填补股东回报。但是，由于公司经营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客观

存在，上述措施的实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一）为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如下：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得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对自身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未来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

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就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作出

另行规定或提出其他要求的，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

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二）为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张邦辉承诺如下： 

“1、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就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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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规定或提出其他要求的，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

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七、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对融资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分析、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承诺

主体的承诺等事项已经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次股东大会授

权了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事宜。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已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三次修订稿）已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完成情况及相关承诺主

体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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