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7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投资者电话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浙商证券、中信证券、太平基金、华西证券、兴业证券、华鑫证券、

鹏华基金、天风证券、摩根华鑫、太平洋证券、长江资管、华泰证

券、国联证券、方正证券、禹田资本、瓦洛兰投资、相生资产、谢诺

辰阳、涌津投资、翊安投资、尚雅投资、融创智富、逸杉资产、磐耀

资产、金泊投资、华安基金、海通资管、国寿安保、光大保德信、敦

和资管等 49 位投资者 

时间 2022 年 08 月 30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副总经理、董秘张瑞； 

财务总监张凌； 

IR 总监、证券事务代表方芳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就 2022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进行介绍。 

受疫情叠加猪价下跌影响，2022 年上半年营收 68.1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5.71%，归母净

利润为 3,618.07 万元。 

从收入端看，主要是目前屠宰板块鲜品占比较高，受猪价下降的影响，销价降低，收入下降；

另一方主要是公司确定食品主体战略后，也在做一些收入结构的调整，逐步缩减贸易板块的规模。 

从利润端看，主要是上半年养殖板块影响整体利润。上半年猪价低迷，出栏价格较上年同期下

降 38%，加之调整种猪结构，对部分种猪进行处理。 

公司自 21 年提出以预制菜为核心的食品主体战略以来，逐步调整收入结构，重点向下游食品

进行延伸。22 年上半年食品收入 6.79 亿，主营业务占比 9.96%，其中预制菜收入 5.08 亿，主营业

务占比 7.45%。此外，公司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经营性现金流稳步提升。 

二、问答环节 

1、目前预制菜已沉淀出哪些大单品或后续希望将哪类做成大单品？如何去实现？ 

答：确立食品战略后，公司资源向食品板块倾斜，在往年已培育出的大单品如黄喉、酥肉、培

根系列产品以外，预制五花类、肥肠类、预制梅肉类等产品已具备成为上亿大单品潜力，部分新品

增速较快，也具备成为五千万潜质的单品。公司不仅通过大 B 端，也大力开拓经销商，通过中小

B 端进行放量。 

2、预制菜大 B 端定制化服务优势？ 

答：公司具备优质稳定的产品供应能力和完善的服务体系，具备严苛的生产管理与品控体系。

长期与国内大型餐饮连锁客户合作，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经验，能够满足各种定制化的需求，也为

预制菜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预制菜净利率和后续利润率维持水平？ 

答：公司当前处于预制菜开拓期，为了快速能够奠定行业的主导地位，毛利率相对较低，但随

着规模的提升、市场份额以及品牌溢价能力的增加，后期盈利能力将得到持续提升。 

4、未来预制菜的增速？ 

答：上半年受疫情影响，餐饮端不景气，期间公司不断建立健全产品体系和经销商体系，随着

疫情的好转，预计全年销量能保持 20%的提升。 

5、未来三年预制菜的规划及驱动力在哪里？ 

答：未来三到五年为预制菜发展的一个窗口期，预制菜市场具备万亿规模的潜力，其中 80%

的发展在 B 端。公司坚持在预制菜板块 B 端为主、C 端为辅的策略，且公司在 B 端具备完善的全



 

国布局、上下游供应、长期积累的餐饮端客户资源及研发、服务支撑体系，能够高效拓展预制菜 B

端市场。另外，C 端特别是在新零售板块，增速迅速，能做有效的辅助支撑。 

6、目前预制菜有多少经销商？ 

答：预制菜多为冻品，故原有大概 25%-30%的经销商可以承接预制菜业务。现通过不断磨合

调整，已能高效承接，不断提升。另组建了专业的预制菜团队进行市场开发，上半年已开发 500 家

以上的预制菜经销商。 

7、公司预制菜既会直接向 B 端和 C 端出售，也会进行代工，代工的产品和自己生产的产品

有哪些方面的差异？ 

答：代工主要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做定制化产品，包装规格等不同，也会根据其需求进行研发。 

8、公司大 B 小 B 和 C 端的占比，未来的规划？ 

答：21 年底大 B 客户占比大概在 60%以上，中小 B 占比大概在 30%左右，C 端占比 10%左

右；22 年上半年通过调整结构，逐步降低大 B 占比至 50%左右，中小 B 占比提升至 40%左右，C

端维持 10%左右。公司未来看好预制菜 B 端市场，增强大 B 粘性，主动研发、拓展品类；大力加

强中小 B 端经销商开发，提升占比及规模；C 端采取审慎有序推进。 

9、公司屠宰板块的产能规划、产能利用率及布局？ 

答：屠宰总体的设计产能在 1500 万头左右，上半年公司屠宰的产能利用率受疫情影响有所下

降，总体在 60%左右。屠宰板块是为食品加工提供稳定的原料供给，未来会根据食品板块的发展

进行相应的布局。 

10、如何激励预制菜团队？ 

答：公司持续完善薪酬激励政策，后续也将采取多种激励措施充分调动团队积极性，促进业绩

提升。 

11、对于养殖板块的考量，如何控制周期的影响？ 

答：公司对于养殖的定义是作为大客户的溯源要求以及在窗口期贡献利润，总体规模控制在

屠宰量的 10%以下。公司一直严控养殖成本，使之在周期过程中，在养殖行业内具备一定优势。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0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