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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6                                    证券简称：新 希 望 

债券代码：127015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5 

投资者

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新闻发布会          

□现场参观             √其他   股东大会现场交流      

参与单

位名称

及人员

姓名 

序号 单位名称 人员姓名 

1 申万宏源 盛  瀚 

2 瑞银证券 江  娜 

3 海雅金控 廖子铠 

4 涌津投资 李洁琼 

5 橡谷资产 唐  璞 

6 静一资产 李振峰 

7 之柱资产 易睿敏 

8 鑫博润资产 张军力 

9 自然人股东 赖大建 

10 自然人股东 徐大然 

11 自然人股东 涂  松 

12 自然人股东 胡培根 

以及其他股东、投资者、分析师、媒体记者等合计共 42人 
 

时间 2021年 5 月 28日 

地点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南路 339号成都科华明宇豪雅饭店四楼明宇厅 

上市公

司接待

人员姓

名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畅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兼总裁              张明贵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蔡曼莉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陈兴垚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首席战略投资官    兰  佳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朱利强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总监                  王普松 

及列席公司股东大会的其他监事和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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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关系活

动记录

（含行

程及沟

通 内

容） 

一、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 2021 年 5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14:00

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华南路 339 号明宇豪雅饭店四楼明宇厅召开，会议对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等 13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在股东投票和计票间歇，

部分与会股东与部分投资者、分析师、媒体记者等和公司管理层进行了交流。 

二、执行董事长兼总裁张明贵介绍公司近期经营情况 

新希望六和主要分四大核心产业，最大的是饲料，其次是猪、禽和食品，另

外还有一个独立区域就是海外，另外还有以民生银行为主的股权投资。从大致分

布来看的话，营业收入上，去年年报和今年整体分布变化不大，饲料产业整体收

入占比超过 50%，猪产业接近 30%，禽产业接近 20%，食品接近 10%。每个产业整

体导向都是农业与食品，但相互之间行业的周期和波动具有一定的平抑性和对冲

性。今天我们看到外部环境在发生变化，猪价在剧烈波动，行业整体受到巨大压

力，我们也感受到同样的压力，但饲料一直是一个非常稳健，现金流极好的产业，

我们比较好的财务架构源于好的产业架构，让我们今天尽管面临一些猪价周期波

动，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以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去做短期和长期的安排。 

第二，今年饲料整体的表现比较抢眼，今年前 5 月，饲料的量和利都保持了

20%以上的增长，这也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们在料种的结构调整上

的效果比较喜人，禽料的绝对量还是最大的，但是占比在降低；猪料是未来几年

持续发力的核心，今年前 5月，猪料的同比增长预计在 100%以上；包括这几年持

续发力的水产料和反刍料，都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盈利能力上，猪料、反

刍料、水产料尤其是特水料，盈利能力比较突出。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贡献

了饲料的一部分但是相对独立的海外产业，尽管我们海外所在的国家还在面临新

冠疫情的煎熬，但有新希望体系的强大支撑和相关保障，今年前 5 月，海外饲料

的同比增长接近 30%，利润同比增长接近 50%。整体来讲，公司饲料今年虽然面临

各种压力，但是还是保持了不错的状态。 

第三，关于饲料战略安排和布局，目前我们饲料产能优化和产能布局的技改，

今年就按照未来三年的既定战略有序推进，尤其是在某些优势区域或是过去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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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略显空白的区域，我们都做了相应的布局，整体符合我们的战略安排。 

第四，是我们认为对未来几年高速成长比较重要的组织保障、体系保障、能

力保障，目前把我们整个全国的饲料通过中台架构的设计，新增了每个料种的中

台，例如专门有猪料中台，禽料中台，水产中台，既强化区域的市场开拓，更强

化关于料种的全国一盘棋、政策的一盘棋和产能规划的一盘棋，整体饲料发展进

入比较良性健康的状态。尽管我们的规模在国内第一的位置，今年还仍然保持了

远超行业的增长速度，对公司整体的经营现金流和安全边际提供了非常好的屏障。

有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还是过去四十年基础能力和产业沉淀，这几年下游养殖

行业的变化，外部环境，包括全球形势的变化，让规模企业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

的体现和彰显，让过去组织的体系优势，在下游养殖工业化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

得到逐步的释放和体现。 

接下来是禽产业，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年，这几年我们没有对规模进行更大的

扩张，而是对经营本身、产业链内部的结构和质量进行优化，完全以市场和客户

牵引我们上游的布局和变化，过去 5 个月我们在重客开发和优势渠道建立方面是

不错的，尤其是鸭屠宰在整体行业里保持了领先的盈利能力和行业地位。 

第三块产业是食品，这几年我们在火锅食品和团膳发力，目前整体增长和渠

道开拓非常符合战略预期。 

整体上，这三个产业和海外都符合战略安排和公司经营预算，整体表现不错。 

最后我也把猪产业的情况做一个整体介绍，近期猪产业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

化，我们对外部经营管理做了复盘，内外结合地做了调整和安排，我从以下六个

方面进行介绍： 

第一，把过去抓住行业契机以发展为中心，全面变成以生产和经营为中心，

全面调整发展节奏、模式和思路，目前已基本到位； 

第二，对经营导向进行调整，更加强调经营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注重有价值，

高质量的出栏，对于外购母猪和仔猪，已经全面停止了，以自身体系的猪去发展； 

第三，对生产导向和生产管理进行了调整，过去是“养而优则仕”，猪养的好

的领导干部都从农村走向了城市，现在我们明确强调，养猪企业的主战场在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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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保证员工有健康的身心，可持续地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力持续投入到养猪一线，

对一线员工健康福利的关怀更加到位；要求养猪精英，包括领导干部回归猪场，

公司核心高管每年都必须拿出固定时间回归猪场做饲养员，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

年要在猪舍做饲养员的时间不低于一周。因为猪这是我们经营的核心对象。 

第四，强化全体系的组织建设，能力建设，以中台为核心抓手，确保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全国一盘棋，做到专项和综合的调度，整体到今天大致运转机制

建设已经基本形成并积极发挥作用，这也是持续的长期的过程。 

第五，围绕一线生产体系和猪群体系的管理，采取系列管理措施，核心是要

解决一线员工的能力问题，激活一线团队，保持一线干部队伍和饲养员的稳定，

我们在做相关的试点，整体效果很好。 

以上我讲的都是我们已经做了的，或是正在做的，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调整，

看到了明显的效果：第一，生产指标，尤其是未来核心的成本竞争的指标近期是

在逐步向好，符合我们的预期；第二，疫情防控整体可控，今年南方行业疫情防

控整体不错，公司也是不错的，南方区域都是阴性的状态；第三，公司整体运转

良性，问题能够上得来，指令能够下得去。 

三、交流问答环节 

Q1：公司是否有做生猪期货套期保值？ 

A：我们还在观察生猪期货的成交量和成交价格，目前有交易但不多，主要是

观察学习，锻炼队伍。 

Q2：董事长也需要去猪场做饲养员吗？ 

A：是的，董事长去一线也比较多。 

Q3：公司种猪的规划如何？ 

A：我们有专门的育种事业部去统筹规划种猪体系建设，我们很早就和海波尔

和 PIC 有合作的原种猪场，目前 GP/GGP 还是 20 万头左右的规模，其中大部分祖

代和曾祖代的协同是由育种事业部来管理，包括种猪的改良，还有一些是在聚落

里，在整个聚落里面都有金字塔式的繁育体系，每个典型的 13500 头母猪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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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包括祖代，父母代。 

Q4：当前疫情防控的措施主要有哪些？ 

A：我们在全国布局实验室检测，组建专门队伍，在每个场建设之初，硬件设

施就规划好。但硬件只是一部分，从去年开始，尤其是新一轮疫情在北方爆发之

后，我们对疫情的防控更多关注到软件上，关注到人上，很多新的场投产，有很

多新的人进来，虽然有好的硬件，但是对硬件、人流、物流的把握存在些问题，

从去年底公司要求管理经营下一线开始，我们重点对员工进行一线培训和规范，

建立了健康管理中台，有专门的管理线路去推动这些事情。 

Q5：公司与同行比较的优缺点有哪些？ 

A：我们虽然养猪规划开始比较早，但是大规模发展是在 2017 年之后，我们

的工厂建设非常标准，生产计划、工艺、生产模式非常固定，便于掌控全国的生

产节奏，非标准猪场，包括租赁的，非常少；第二，猪舍的硬件都是现代化的、

智能化的，比如种猪场都是有空气过滤装置等；第三，新进员工里也有很多大学

生。当然一开始不太成熟，这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不足。关于缺点，首先是在种

猪的布局上，2017 年刚开始大发展时，只有十万左右的种猪，种猪资源相对不足；

其次是技术储备上，软件资源等和优秀同行还有区别，这也是公司要求能人回归

一线的原因。 

很多同行养猪年头长，经验丰富，业绩优秀，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们

在穿越周期上也有很多优点，我们的产业多元化可以给公司足够的支撑，公司资

金也非常充沛，近期可续期公司债刚刚完成了簿记，是 2020 年以来首单民营企业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发行难度很大，利率在 5.5%左右，体现了公司的信用状况和

资金状况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后面正式发行了还会发布相关公告。 

Q6：公司种猪能否达到市场最优并完全自供？还要多久能解决这个问题？ 

A：现阶段基本能够保障生产母猪自供，已经停止了父母代生产母猪的外购，

未来自有种猪供应还会更丰富。 

Q7：公司近年来投资很大，财务负担不断加重，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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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今年以来我们调整了投资节奏，减少了资本支出，这些在很早都做了安排。 

Q8：公司今年自有仔猪自育肥出栏计划？ 

A：我们已经停止了外购仔猪，未来以自繁仔猪出栏为主。养殖模式上，会把

自育肥和“公司+农户”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选择。 

Q9：猪价持续下行，管理层有何打算？ 

A：市场永远都在变化过程中，不管是养猪还是其他产业，第一要养好猪，把

综合成本控制好；第二，我们的产业多元化，饲料行业的稳健，现金流的充沛，

我们的产业架构和财务架构使我们长远来看是有优势的。 

Q10：可转债什么时候发行？ 

A：会根据公司的资金情况来考虑，目前已取得证监会的批文，不会盲目扩张

规模，根据企业发展的速度和节奏考虑发行，批文有效期是 12个月，我们会在有

效期内选择合适时机发行。 

Q11：公司养猪智能化、数字化的推动情况？ 

A：公司组织领导亲自下一线，主要是三个任务：一是对现有的生物安全和生

产管理流程进行再梳理，二是对数字化转型的优化，三是猪场进一步机械化、智

能化的推进。目前正在推动生猪计划、运营和管控体系的建设，在猪场一线全面

推动每一个业务员，每个工段，每个组，每条生产线的、具体环节的、日常经营

管理的梳理，也在推动形成细分的、小的生产核算单元，形成生猪计划、管理、

运营的体系，包括管控体系，目前看来效果不错。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养猪研究院下门面有专门的研究室在进行研究，如何更好地测温，打针等，

还有生产过程中在线设备的应用等。 

资料清

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1年 5 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