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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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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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

位名称
及人员

姓名 

序号 单位名称 人员姓名 

1 招商证券 熊承慧 

2 招商证券 李秋燕 

3 交通银行 王剑涛 

4 玄卜投资 董慧敏 

5 庐雍资产 徐小敏 

6 民生银行 李  力 

7 金库资本 李秋锐 

8 高盛高华 范倬然 

9 高盛高华 邓榴诚 

10 大家资产 胡  筱 

11 万家基金 邱庚韬 

12 光大证券 董  源 

13 天弘基金 袁  东 

14 瑞天投资 潘  俊 

15 星展银行 胡  婷 

16 博时基金 梅思哲 

17 永安财险 李  阳 

18 华安证券 王  莺 

19 中信证券 彭家乐 

20 开源证券 陈雪丽 

21 海通证券 孟亚琦 

22 个人投资者 疯狂弹簧人 

23 个人投资者 胡培根 

24 个人投资者 赖大建 

25 个人投资者 徐大然 

26 个人投资者 胡  明 

27 个人投资者 刘素英 

以及其他股东、投资者、分析师等共 1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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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 年 8 月 31日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

司接待

人员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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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

关系活

动记录

（含行

程及沟

通 内

容） 

一、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陈兴垚介绍上半年经营概况 

21H1 销售收入 615 亿，同比增长 37.6%；总资产 1323 亿，同比增长接近 21%；

净利润亏损 34.1 亿，比去年同期下降 208%。主要由于疫情、以及猪价下跌导致的

亏损。新希望六和有饲料产业、禽产业、猪产业和食品产业—— 

1、饲料产业：今年上半年业绩非常亮眼，销量和利润都同比增长——销量增

长 29%，归母净利润大概 8.2 亿，增长接近 20%，上半年主要由四个方面推动。 

（1）在经营上，我们着重抓两端，即市场端和供应端。在市场端我们大力地

抓大型客户。整个饲料上半年销量 1353 万吨，同比增长了 301 万吨，其中外销量

首次在半年就突破千万吨，达到了 1011 万吨，同比增长 27%。分饲料外销吨毛利

和净利都有一定的同比增加，在外销料中，猪料 265 万吨，同比增长 98%（全国增

长 71%）；禽料 654 万吨，增长 10%（全国的禽料是负增长 6%）；水产料 64 万吨，

同比增长 29%（全国水产料同比增长 9%）；反刍料 21 万吨，同比增长 42%（全国增

长 8%）。所以从总体结构来件，我们今年在市场端是做得不错的。在供应端，公司

成立了大的供应链部门，全面管理整个公司、各个产业，尤其以饲料产业为主的

供应链管理。上半年后端集中采购率达到了 72%，比去年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关

键品种的集采率达到了 95%（如豆粕等大的原料）。 

（2）在管理上，我们强调协同管理，成立了饲料管理委员会。通过管理委员

会协同，我们在各个产业单元中的供应链、产品开发、市场拓展等通过饲料管理

委员会的形式来加强协同，这种协同促进了内部合作，也提高了效率。 

（3）在技术上，我们持续加强配方和产品的优化，做到技术领先。反刍料水

产料的大幅提高，以及今年一些配方的优化、小麦配方等等，都是在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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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重要突破。 

（4）在发展上，我们一方面是补充空白市场，进一步加大空白市场占有率；

另一方面是在一些短板品类上实现突破，比如特种水产料同比增幅 105%、功能水

产料增幅 115%等。整体来讲，饲料板块今年上半年走在大盘之上，从饲料销量、

利润到产品结构，都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2、禽产业：归母利润 6000 万，虽然由于受到猪价下行带动屠宰端的禽肉需

求有所下降，但是种禽有所增长，部分子公司盈利水平在全行业也具有竞争力，

大单品打造也颇有成效。 

（1）产销量同去年基本持平，相对市场、整个行业而言，我们总体经营比较

稳健。尤其是鸭产品，不论是种禽、屠宰还是熟食都具备一定的优势。 

（2）受到猪价下行以及行情需求下滑的影响，尤其从 5 月份开始，需求端价

格下降，体现在鸡产品价格；但是毛鸡成本相对刚性。6 月开始，整个鸡产业链比

较有压力。全年下来单只鸡利润亏损 0.15 元左右，但是青岛田润屠宰鸡单只鸡盈

利 1.15 元左右。鸭线表现相对不错，尽管同样面临市场价格和需求下行的态势，

21H1 每只鸭大概盈利 0.55 元左右，在全行业也非常具有竞争力。 

（3）禽产业今年也在打造大单品上有一定的成效。比如公司的黄金鸭掌这个

单品，1-6 月实现了 7000 万销售额，截至 8 月 30 号销售收入突破了 1 亿；鸭血这

类副产品现在也成为了海底捞等客户的主要采购来源。 

（4）从种禽来看，尽管利润不高，但是因为去年整体上半年价格比较低，所

以相比去年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产销量是基本持平的，经营相对稳健。但是受

到市场需求的下降以及猪价下跌影响，尤其是 5、6 月份确实对我们也带来了很大

的压力，导致利润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3、猪产业：亏损 46 多亿（含计提的 10 个亿的存货跌价损失准备）。猪产业

巨大亏损的核心原因在于生猪价格的巨幅变动和疫情的影响。首先是冬季疫情加

重，猪价从年初的 36 元左右降到 6 月份的 12 元左右，降幅巨大，出现整个行业

大面积亏损；第二，冬季疫情加重也使得我们的生产节律受到影响。上半年整体

出栏 446 万头猪，肥猪大概 390 万头，其中自有猪苗育肥 213 万头、外购育肥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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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头，其他是种猪和仔猪销售。虽然上半年我们受到生猪巨幅波动和疫情的影响，

但我们仍然积极应对： 

（1）我们从二季度全面停止了外购仔猪苗和种猪，现存商品猪中外购仔猪已

经不多了，剩下的这小部分外购仔猪育肥会在三四季度陆续出完。 

（2）从 2018 年开始，公司全面加大猪产业投资，前期筹建相关费用比一些

相对成熟的公司偏高，但是总体来讲，公司也在控制相应的节奏，在整个上半年，

公司筹建的相关费用带来了大约 8.8 个亿的开支，Q1 大概 5.3 亿、Q2 大概 3.5 亿，

Q2 环比下降 34%，我们目前正在积极调整，Q3、Q4 预计都会比 Q2 大幅减少。 

（3）公司回归建立自繁生产体系，现在从纯种到父母代基本能满足自身生产

需要。 

（4）坚定战略的同时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发展节奏和固定资产的开支，今年上

半年比去年下半年环比总资本开支下降了 46%左右，Q2 比 Q1 下降 45%左右。 

（5）全面强化组织能力。从纵队层、基层能力，包括内部机制建设、激励机

制、考核机制建设上都做了全面的调整，这些调整会带来生产指标的优化，对我

们年底乃至明年会有成本上的很大帮助。比如窝活我们到了 10.6 头，窝均断奶在

9.4 头左右；断奶成本也大幅下降，7 月份断奶成本基本到了 470 元左右，很多优

秀的战区到了 350 元左右。 

以上这些对我们 6 个月之后的育肥苗种成本有积极改善作用。同时我们也在

持续加大低效能母猪的淘汰。从整个猪产业来讲，我们出现了巨大的亏损，但是

公司也在积极地去做相应的动作和调整，从生产指标上也能看到有陆陆续续的改

变。目前我们母猪存栏大概 110 万头到 120 万头之间，和年初存栏基本持平。目

前还在加大低效母猪的优化淘汰，坚决做好能繁母猪的效能提升，使得未来各项

生产指标如 PSY 等，都有全面的提升。 

4、食品产业：归母利润 7000 万，同比增长一倍以上，主要在于屠宰和熟食

业务的增长，也有不少亮点。 

（1）食品板块尽管体量偏小，但是收入、利润同比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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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爆品突出——小酥肉去年全年销售收入 5.6 亿，21H1 单品销售收入 4.4

亿，同比增长 180%，预计全年 9 亿左右的销售收入；肉滑、牛肉片系列 21H1 销售

收入 7000 万，全年预计也可以超 1 亿。 

（3）火锅赛道，从去年、今年提出食品产业的火锅赛道，现在全国火锅 100

强中，90%的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 

（4）团餐业务今年有近 280%的业务量增长，收入有 2 个多亿，目前看来趋势

非常好；从 to C 产品渠道来讲，我们成立了 KA 战队去做相应的推动。今年在渠

道、新赛道上，有明显的增长；在利润、收入上也大幅增长，食品产业上半年总

体不错。 

二、执行董事长兼总裁张明贵介绍近期猪产业调整改善及后续展望 

非瘟和行情变化带来了我们猪产业的巨额亏损。疫情带来了一定的直接损失，

但更主要地是间接影响了整个猪群的健康的节律生产。周期的快速变化的力度也

确实让行业始料未及，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加之养猪产业规模化、工业化尽管

一直都有，但是快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和规模化对整个行业来讲，还没有特别

成熟的模式可行，同行都是在一边摸索一边寻求最优的实践和方法。管理上也有

很多可以完善的空间，也有很多要提升的。这些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是我们这

次的亏损，也包括整个行业面临这种挑战主要的原因。 

（一）基于猪产业面临的挑战，我们所做的探索、实践和考虑 

第一方面，内部形成了统一的认知和思想，这对我们团队作战来讲是非常重

要的。经过大家都充分酝酿和探索，最终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共识，这种共

识应该对我们二季度、三季度，包括未来，能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和变化。第一，

要敬畏养殖行业的基本规律。因为养殖是两种生物之间的对话，和简单的制造业

有很大的差别，尊重养猪的基本规律、敬畏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是我们所有工

作思考、谋划的起点。第二，养殖行业非常需要精细化的管理和落地能力。因此

我们要求所有的各级干部脑门上都刻了一个“养猪人”，不管是总裁还是列兵，都

需要大家脚踏实地。第三，养猪是一个全年无休的连续性生产，要求大家要全力

以赴。最终对我们所有人来讲，寒冬和春天就差一个黑暗的黎明，所以我们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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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信心。今天整个团队很好地统一了认知和思想，也保持了一个不错的状态。 

第二方面，我们主动调整了发展的节奏。具体表现一是在我们把过去以规模

扩张为中心全面转向了以生产为中心，把过去以工地为主战场转向了把猪场、养

殖场作为主战场，就是把整个发展的重心和方向做了一个完全的调整。也因此我

们的能人全面回归了猪场、回归了养殖。这也是我刚才讲要敬畏规律、要脚踏实

地的一个具体落地。第二是我们放缓了所有种猪场的新投资和开发，根据市场情

况安排投资节奏。第三是关于育肥厂的配套，我们也是根据区域整体的配套能力

和符合情况，灵活来进行把握。有些区域相对充足的，要求放缓，如果区域相对

来讲需求比较高的，会对成本带来直接影响的，会要求继续进行建设。 

第三方面，我们主动调整了整个经营的导向，具体表现：第一，把以出栏规

模为核心导向来牵引，全面转向了有效经营和有质量出栏为核心导向。也因此我

们暂停了所有的外购种猪、仔猪的行为，并且加速对我们的低效种猪的淘汰。就

是过去我们可能更加追求出栏的规模、总量，但今天我们全面转向追求有质量的、

有效经营的出栏。因此，会根据猪价变化的情况，选择低效种猪、弱苗的淘汰力

度。第二，不以短期财务波动影响到我们既定的核心战略，坚持我们一直所提倡

的长期主义，坚持可持续发展。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会影响到未来可持续竞争能

力的育种体系的建设、金字塔体系建群的良性循环，我们在这个方面仍然持续加

大资源和投入，因为我认为这一块的核心投入能保持我们对未来周期的弹性和灵

活应对。第三，我们今天更加充分的认识到养殖效率与成本的巨大关联。育肥周

期最短也得 6 个月，加上妊娠期 10 个月，再往前推，可能进后备也得 7 个月上下，

下来之后就 1 年半的时间。这种满负荷生产效率对成本的影响确实是长期和持续

的。因此我们已经开启了为期近三个月的“三优合一”行动，要求做到连续 52 周

科学、匀速的满负荷生产。就是我们要求优质的厂、优质的猪、优质的团队要在

一起实现三优合一，确保我们正常生产的场做到三优、52 周连续的满负荷。过去，

因为考虑到规模的扩张性，有相当一部分猪舍都是虚位以待，没有做到完全的满

负荷，加上也受到疫情的影响，因此有部分的场负荷明显不足。但是今天面对周

期的变化和内部经营思路的调整，我们做到有效出栏、有效经营。因此三优合一

连续 52 周的满负荷安排上面，应该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目前整体推进是非常

有序的，我相信会对未来整个管理格局的改变和生产指标的大幅优化，都会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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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长远的、持续的影响。第四，日常经营行为做得更加精细和落地。比如我们

会结合产业链的优势，尽可能地去探索行情，把我们对行情的一些内部判断，包

括我们均重、成本的趋势变化来对我们出栏的规模、对我们出栏的均重等等一些

相关的、联动的模型、指标，都做了很多测算安排，以指导我们一线的生产、经

营和销售。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体经营上的一些实践作为和调整。 

第四方面，进一步夯实我们的养猪中台，抓深、抓细我们的生产和经营。我

要求我们在管理上无死角，要全面覆盖整个生猪养殖，要求做到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最早我们在养殖中台这个领域，投入是不大的。今天整个养殖中台，专业

干部的人数已经达到了 200 人。这 200 人基本上把采购、育种到后面的产、供、

销，一个完整的闭环，应该基本能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覆盖，就是真正地

拿中台去支持、管理、运营整个养猪体系，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维度：第一，解

决我们的能力问题。因为整个行业快速的工业化、规模化，整体行业的人才相对

是短缺的，做人才的培养，核心只能靠自己。因此我们如何解决能力问题就是主

要的一个大考。首先对一线员工和基础管理层，我们要求所有上岗人员全部上岗

认证，而且是所有的干部员工全面要求。现场上岗认证基本上是向下降两级、向

上升两级来进行考核，做到所有人上岗认证。目前我们基本分为三大类，15 个证，

某一个证不考过就意味着你不能够从事相应的岗位，也没有机会做相应的升迁。

通过上岗认证，实实在在的解决我们一线员工的操作技能问题，也解决了一线主

管和厂长的基本管理和认知问题。针对管理层，我们梳理了有改进空间、有提升

空间的接近 70 项专题，完全坚持问题导向，就如何教会我们这些年轻的综合型干

部来当好一个总经理、来当好一个家、管好家里的油盐酱醋茶，应该是全维度的，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发现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如何去迭代这种管理的提升。

通过这一系列行为和持续的跟进，我们一线和管理体系能力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改

进。第二，由于我们的生产规律是全年无休，每天都有相应的操作，生产是非常

有节律，才能做到真正的养殖成绩提升和最终养殖成本的降低。因此需要做到整

个过程的可控，一有问题就能够马上进行纠偏。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运营

体系。计划运营体系对整个生猪养殖生命的全覆盖、对整个种猪生产的全命周期

和整个育肥的生命周期，分成了很多个节点，每一个节点都有相应的标准、都有

相应的管理动作，确保整个过程是可控的，整个生产的过程是处在运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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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我们定的目标能够在一线落得了地，也确保我们所提倡的问题能够第一时间

上的来，我们的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下得去。目前已经开始在试运行，从实践来看，

效果是不错的。而这个过程中也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数字化体系能力，很好的帮助

这么一个大规模体系快速的落地。第三，我们解决了考核和机制问题。我们要求

做到人人头上有指标，而且要做到每项指标都有岗位、有人去背，而且我们针对

不同的工段、不同的管理成绩和操作成绩，都针对给出了比较强的考核机制，这

些考核机制都是和我刚才提到的计划运营管理体系和我们认证体系相连接的，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第四，我们尽管今天经营上遇到了困难，出现了业绩的亏

损，但是通过这种调整和安排，我们的干部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团结、更加体现

出了旺盛的战斗力，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整个文化的氛围，给我的感觉是非常

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管理中台的建设，既在管经营，也在管业务，也在

管过程，最终落地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上和做事的氛围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状态。 

第五方面，对防治非洲猪瘟理念和办法的不断迭代升级。在防护的方法上面，

我今天不去赘述，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做法，我们的方法也在不断的迭代、也在

不断的升级。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有几个核心的变化。第一个，是在

防非瘟的理念和认知上，大家有一个巨大的跃升。核心是第二个，我们一边抓防

控、一边兼顾生产效率，不要为了抓防控而忽略了生产，这是第二个认知上的跃

升。第三个就是防控与生产成本的平衡和把握。就一边要防治非洲猪瘟，一边还

要让成本可控。过去大家为了防止非瘟，层层加码，重复投入成本很高，但有时

候反而应有的防护能力被稀释、管理被稀释了。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对整个防护

作用的认识上面有了一个巨大的跃升的体现。第三点是基于非洲猪瘟防控的常态

性和特殊性，以及对管理落地的严格要求，我们在机构改革上也做了一个很大的

调整，除了我们过去的健康线路、技术线路，我们也专门成立了非洲猪瘟防控督

查办公室，下面还设立一系列的围绕核心场、核心段的巡视组，确保我们科学的

方法、管理的动作能够持续在猪场能够百分之百的实施和落地，而且还要保证生

产效率和成本的可控。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了今年非洲猪瘟的冬季行动，我相信今

年和去年比，我们在非洲猪瘟的防控水平、防控能力、防控效果上会上一个很大

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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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从五个方面讲到了导致行业亏损、行业面临困难的几个核心因素和要素，

以及我们所采取的一些考虑、行动和作为。通过这些作为，确实也看到了非常积

极的成效和效果，但养殖周期的特殊性和生产周期的特殊性，这些效果可能在当

期很难体现。体现我们种猪生产指标上，可能就会体现在明年的上半年和今年年

底，尤其体现在明年上面，那可能会更多一点。 

（二）尽管我们养猪今天面临困难，但是我们信心还是很足，因为我们还是

能看到新希望六和和新希望集团确实还是有着一些相对独特的竞争优势。 

第一，我们的主营业务里饲料收入占了接近六成，连续 4 年多保持了不错的

增长，而今年的增长也达到了历史的峰值。今年整个饲料内外销一进一出的看，

整个供应链体系的流量估计能达到 5000-6000 万吨，围绕供应链还可以做很多事

情，可以让我们的竞争能力有一个巨大的跃升，从盈利到增长都保持了一个非常

不错的水平。 

第二，尽管遇到了亏损，但是整个新希望六和和新希望集团仍然保持了非常

健康的流动性。新希望集团和新希望六和都是属于 3A 级的信用水平，金融机构、

合作伙伴也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就拿新希望六和来讲，我们目前没有使

用的授信都超过了 400 亿，在困难时期也保持了比较好的流动性。未来流动性测

算下来之后，也是比较健康，这也能够让我们比较从容的去做经营的调整、管理

的调整，能够坚定我们的战略去进行落实。 

第三，集团和新希望六和这种产业布局的特性，也能够让我们平抑很多行业

的周期。尤其像我们典型的猪周期。猪周期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其他产业能保持

一个不错的盈利水平。正常的猪周期与我们饲料可以来进行对冲的。今年的确遇

到了巨大的亏损，正常年份的话这些产业格局是能够平抑业绩的波峰和波谷，能

够很好的对冲风险。像这些都是我们已有这些优势，也实实在在做到了。为此，

今年除了猪产业的调整，我们为了把整个产业结合的周期性和协同能力发挥的更

强，我们也在整个新希望六和的总部定位上做了重新的调整，核心强调了我们的

产业型总部、经营型总部、运行总部，把我们一些核心产业的联动、能力、规模

效应发挥的更加极致。因此我们做了组织上很大的调整，比如说成立了饲料产业

管理委员会，把国内外、多区域、多产业统筹管理起来，我们也成立了整个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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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科技管理委员会和科技中台，把整个新希望六和的营养科技、生物科技、

数字科技、养殖科技统筹到一个大平台来，共同去服务养殖和经营。同时我们也

成立了供应链管理委员会，就把整个新希望六和的所有产业核心供应链都集中到

大平台上来。我们花了接近半年时间，目前第一个试点就是饲料和物流的集中和

统筹，都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积极的效果。我们有这么多产业，有这么多的沉淀和

优势，如何做到一盘棋，如何做到这个产业彼此之间的这种帮扶，我认为是非常

重要的。 

（三）我们在猪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格局和优势，在未来调整的过程之

中，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 

一是我们今天已经形成的优势区产能布局。从目前来看的话，应该百分之七

八十都布局在相对高猪价的优势区，高猪价和低猪价有时能差到 4 块钱到 5 块钱，

有时差 2 块钱到 3 块钱，从成本和售价比的角度仍然是有一定优势。因此我们的

产能布局整体来讲，是一个既定的优势，未来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 

二是我们的养殖，坚持一体化，包括大龙的、小龙的聚落式养殖模式。而且

我们要做到从 GGP、GP 到我们的生产种猪、育肥猪，坚持金字塔的布局，这种模

式在养殖效率、生物安全、管控效率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但今天确实由于过

去种种原因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下一步随着管理的推进和成熟，这个价值以

后要进一步释放。 

三是从种猪选育到存量，整个种猪繁育体系，目前基本形成以我们自己独立

的育种基地为核心，加上目前在全国近 100 个金字塔式的核心组群，既形成了一

个比较庞大的种猪群体，同时也基本具备了全国联合育种的前期准备。这个种猪

体系的逐渐成熟和形成会对未来我们面对猪周期时的规模弹性和成本控制起到非

常积极和核心的作用。尤其我们目前已经攻克了一些种猪繁育里面的核心技术、

卡脖子工程。 

四是我们的饲料能力和饲料成本，今年我们公司的内外销饲料，估计会在 2700

万吨左右这个水平，一来一回的供应链规模能做到 5000-6000 万吨的水平。我们

在供应链上的优势在下一步会有更大的发挥，形成成本优势。第二个，在营养研

发这块的投入也非常之大，我们针对外销饲料和内销供应，在技术研发方面都做



 11 / 15  

 

了非常充分的实验。从目前营养体系来讲，也会对下一步的养殖成本和养殖效率

有很大的提升和改善。为此，我们在养猪中台里边也专门做了组织架构的调整，

把过去的饲料部门变成了两个部门，一个叫营养研发，就是围绕猪群的营养；另

一个是饲料管理，就围绕供应链生产和品控，两个相互平行再相互有机结合的体

系，这是第二个优势。第三个优势是目前我们的核心猪场基本都实现了近配，要

么是新建专门的饲料厂给种猪场进行饲料配套，要么是用原有的饲料厂或猪场进

行配套，基本绝大部分核心猪场都实现了近距离的饲料供应，加之我们在组织和

团队上的调整，应该让我们下一步在饲料能力、饲料成本这一块会有更大的提升

和跃进。 

以上是三个方面，第一是猪产业围绕当前的困局做了内部调整；第二是结合

我们自身产业的布局，如何去做好周期性对冲和安全屏障；第三是如何只把我们

猪产业已经形成的既定优势，发挥更大价值，给大家做了这个相关的汇报。 

对新希望六和来讲，我们会继续坚定养猪战略，同时我们管理团队也非常有

信心能够在年底往后做到一个不错的养殖水平和成本水平，尤其我们的核心干部

对公司情况更加熟悉和掌握，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二季度我们的高管团队也充

分表达了信心，从二级市场增持 2.5 个亿，目前整个进展非常积极。今天来看，

我们团队士气、状态整体是非常足的。尽管经营带给我们的压力确实也够大，但

是我们这么多的基础和优势，也带给我们更强的动力和信心，也再次感谢我们投

资人对我们一路以来的陪伴支持和信任。 

三、交流问答环节 

Q1：有无关于出栏量和成本目标的比较量化的指引？ 

A：今年上半年完成了 446 万头，下半年加起来可能在 900 到 1000 万之间。

年初沟通的出栏量还包括外购苗、仔猪销售等，这些一是行情因素，一个也是我

们战略和经营的需要，在这两方面都大幅度下降。所以整个来说在 900 到 1000 万

头的出栏量。从目前存栏母猪情况来看，我们明年是有能力把产能和出栏量翻番

的，但是会根据市场和经营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第二，从成本指标来讲，最近也

做了很多组织能力、产能的相应调整，我们也是期待到 12 月底，自繁仔猪的成本

能够做到 18 元每公斤，明年年中自繁自育肥猪出栏成本能够接近每公斤 16 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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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不包含开办费用，但后续这一块也会很少了）。 

Q2：公司新一轮可转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发行？ 

今年 4月 23号获得了证监会的批文，但是因为上半年股价一直不是特别稳定，

所以暂时没有启动发行工作。下半年会看市场情况，也根据公司后续的需要来决

定是否来启动发行、什么时间启动发行。 

再补充说一下增持的情况。核心高管和核心骨干的增持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了，

已经通过第三方管理机构逐步增持了 1.6 亿元。后续整个高管和核心骨干对公司

长期发展的信心坚持不变，我们也会通过第三方机构来选择适当的时机按期把我

们整个增持的资金增持完毕。 

Q3：公司目前的育肥完成成本是什么水平？  

A：育肥成本一季度在 19 块多，接近 20；二季度出栏的猪，因为有非瘟、高

苗价的影响，二季度成本基本和一季度持平。所以整个上半年成本在 20 左右。 

Q4：公司未来两年的资本支出计划和经营目标？ 

上半年固定资产开支在 94.5 亿元，下半年预计可能还有 60 个亿左右的固定

资产开支。主要是因为上半年，包括去年四季度开工猪场非常非常多，所以很多

的猪场开工到今年要去做继续的一个完善和开工。这个比起我们年初的 320 亿规

划有大幅度下降，预计明年固定资产相应的开支在 90 亿左右。 

Q5：能否评估下行期低价母猪淘汰的机会和损失？ 

在高价的时候淘汰母猪肯定是贵的，现在猪价才 15 块钱左右，淘汰肯定是更

不划算的。但是如果低效母猪都不淘汰，带来的就是每天对现金流的损耗，以及

对我们生产节律的打乱。所以我们会根据经营、管理、生产的情况，实事求是去

做淘汰，尽可能的实现优质能繁母猪有节律生产。 

Q6：7 月份和 8 月份的完成成本有没有降低，大概是多少钱每公斤？ 

A：7、8 月份目前来看没有明显的下降，因为 7、8 月份出的猪里面有一部分

是正好是 2、3 月份外购的高价的苗。另外自产的苗在一季度疫情里也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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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较高，刨掉这个苗价、苗种成本，在增重成本上面是有改善的。 

Q7：今年出栏大概多少是外购的，自繁自养的成本到多少呢？ 

A：今年出栏预计在 900 到 1000 万头，上半年外购口径下的出栏是 176 万头，

预计还有 40-50 万头。目前我们的自繁自养和自繁放养的成本有差异，但不是太

明显，因为公司大规模的自育肥也刚刚启动。 

Q8：成本从 20 到年底 18 明年 16 的降低是阶段性实现还是均衡水平，成本下

降主要由哪几个方面改善带来？  

A：成本下降通过内部调整会持续的有改善，从四季度开始，逐步地受到生产

指标改善带来这种好转，是一个持续改善的过程。主要的改善项目大概在几个方

面：第一，苗种成本的改善，我们的断奶成本在 7 月份到了 470，在很多的战区到

了 350 左右。第二，在推动满负荷优化生产过程中，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费用

会有一定的改善。第三，现阶段我们在各个区域的饲料成本目前还是比较高的，

有的区域平均下来是 8 块多一些，但是有的区域到了 9 块多，由于节律生产和计

划运营体系，饲料成本目前来看是大概 5、6 毛钱的改善空间。第四，在死淘方面，

也会有一个改善。 

Q9：目前能够确定性的在年底形成的能繁母猪产能以及自繁自养肉猪产能是

多少？ 

我们的产能规模相对来讲还是够的，年底能繁母猪产能规模应该能够有 180

到 200 万头左右。育肥场存栏规模也接近 600 万头，也就是说年出栏如果是完全

满负荷用起来的话，可以达到千万头规模的，但现在随着我们对生物安全防控的

强化还会对一些项目做一些适当的改造和强化。因为我们下半年资本支出有相当

一部分是在为我们的育肥厂做准备的，也就意味着明年自育肥能力还可以再上一

个台阶。 

Q10：公司从二季度开始就停止外购仔猪跟母猪，但现在外购仔猪和母猪价格

已经低于自繁仔猪的成本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考虑开始外购仔猪和母猪？ 

A：关于再次外购仔猪，我们内部其实也有过很多类似的讨论，仔猪现在 200

多都能买得到，从算账逻辑上来讲，应该是会比所有的养猪企业的断奶成本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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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养猪最终看的是出栏成本，其实它还是一个比较系统、比较连续的事情。

所以说外购有可能相对看起来有它现在的成本优势。但是我们内部各方面综合来

讲，这个问题还要再进一步思考。 

Q11：今年出栏 1000 万头的公司+农户模式和一体化模式的占比情况？ 

全年拉通自育肥相比放养育肥大概是 1:4 左右。从长远来看，我们也会考虑

两种模式（自养和放养）相结合。我们未来在养殖模式上还是会采取自养模式为

主、放养为辅相结合，这应该是我们未来整个在育肥模式上的一个基本设计。 

Q12：公司近 3 年负债率上升比较快，想问一下公司未来对债务的安排，以及

公司未来融资环境如何？ 

A：首先，从公司的业绩、业务结构来看，今年上半年 1000 多万吨的外销饲

料对应的销售收入是近 330 个亿，占到了整个销售的 53%；再加上禽产业、食品产

业。实际上我们整个猪产业占销售收入的仅占到 17%。饲料行业是一个高流动性的、

现金流非常好的一个行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身我们产生现金流的能力是

比较强的，今年上半年账面上现金流是负的，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存货的增加

以及适当的放开应收和预付账款，尤其是大宗原料的采购，跟国有企业去采购原

料都要用预付账款的方式，这里面增加是比较多的。存货的增加和应收预付账款

的增加带来的现金流实际上是 75 个亿左右，如果刨掉这个的话，现金流还是不错

的。第二，总体来说，公司还是一直比较保持比较好的、健康的资产结构。第三，

从有息负债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负债里 60%-70%，是中长期的负债结构，包括 5

年期到 12 年期以上的负债，也占到了 30%-40%。所以总体来说，资金结构是比较

稳健的。另外在大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上，总体来说，国家给的政策也是积极的、

健康的。 

其次，我们公司的采购性能让我们的财务弹性比较强。上半年正常去做考量

的话，是可以实现正现金流的，考虑到供应链的价值，我们做了几十个亿的战略

采购，确实对整个饲料产业和相关产业价值意义是比较大的。 

再次，融资环境确实对我们来讲是比较良性，也还是比较积极、健康的，尽

管面临经营压力。第一，国家对农业、对粮食安全的保护非常的支持，我们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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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上市公司最大的主业就是做农业，而且坚持了近 40 年，应该来讲做得也非

常好，确实行业是整体是国家非常支持的。第二，我们企业的资信非常好，尽管

新希望六和上半年有亏损，但整个集团的经营还是比较健康的，应该集团上半年

的整体盈利也还是不错的，涵盖 0876 亏损之后，我估计还有相当的盈利。我们整

个控股集团的资信和我们新希望六和的资信一直以来都非常不错，也跟金融机构

合作的非常良好。因此我们不仅能够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而且融资成本相较行

业来讲还是具有相当的优势，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健康和良性的。 

资料清

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1年 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