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215                               股票简称：诺普信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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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演调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

称 

诺安基金，华西证券，博时基金，华西基金，民生证券，交银，冲击资产，

嘉实资产，浦银安盛，珠海明富，东北证券，德邦证券，海通证券，申万

宏源，上海新传奇，精至资产，中財招商，涵松基金，赛硕基金，小忠资

本，融脉资产，健华医药，上海证券报。 

时间 

2023年 2 月 7日：15:30-17:00 

2023年 2 月 8日：20:00-21:00 

2023年 2 月 9日：10:00-12:00 

地点 公司七楼会议室、线上会议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秘、董办主任：莫谋钧先生 

光筑农业总裁：李海姣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何彤彤女士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诺普信概括介绍 

  制剂业务：发挥技术产品和渠道品牌优势，继续保持农药制剂业务

的行业领先地位，保持稳中增长。 

  单一特色作物产业链：创国内一流特色作物产业链运营商，战略布

局基质蓝莓、火龙果、燕窝果等，今年蓝莓首年投产、火龙果进入稳产年

度。 

二、光筑农业简介 

光筑农业是诺普信全资子公司，承载单一特色作物产业链的运营平台，

构建已有 5 年时间。未来的产业机会，极具核心影响力和想象空间的应该

在农业板块。农业产业板块它所蕴含的巨大机会，有几个前提条件： 

首先，中国城镇化处于一定阶段，乡村振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乡

村振兴最核心的就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国家在这方面每年的投入



是相当大的，乡村振兴的产业政策位于第一。 

第二，从国际农业发展趋势来讲，未来中国农业既要有欧美规模化的

模式，又要有日本精细化的管理。过去我们比较粗放，各家各户自我种植，

存在很多缺陷，生产效率也低。第一，没有科研力量；第二，没有核心的

销售力量；第三，没办法大面积的产业规模化。如果中国农业有一个点能

够跟国际农业接轨，甚至在某一领域领先世界水平，单一作物产业化是个

大机会。正如把基质蓝莓当成一个产业来经营。 

关于蓝莓，目前从经济价值以及它的稀缺都具有独特性。其次，从蓝

莓产季来讲，布局蓝莓的位置放在云南，可实现反季节上市的优势。第三，

云南蓝莓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随着这几年国家对整个土地政策的收

紧，找地比较困难。过去三年时间，在当地政府的协同下，我们加大投资

力度、拿到好些地块资源，形成卡位优势。  

当前光筑农业经营特色作物的三个核心点：第一个最核心的是科研力

量，过去的农业科研，很少看到有中国自己孵化的农业品种和技术力量，

本质上还是我们农业科研结构单一。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引进国外的专

利种苗，跟院士在做种苗科研孵化，构建农业作物科学研园，与高校深度

合作共同开发科研专题等。未来可能形成的产业效率是几何式的增长。科

研能力以及种苗的品种孵化能力，这是最核心的能力。 

第二个农业本质上比较缺乏人才，很多农业大学生毕业了之后，可能

70%是选择不做农业的，农业人才基本上是比较耗散性的，比较难培养。公

司从海南以及云南，每年坚持招收大概几百名大学生，从基础的岗位训练，

慢慢成长为队长/场长/管理岗位/专业岗位，所以有很多技术型人才才跟得

上。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也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打造这样一个团队。 

第三个是在大农业方面，本质是管理的成功，是人的成功。我们构建

了光筑农业的循序渐进的事业合伙机制。光筑事业，不仅是诺普信的事业，

更是各个经营主体责任人、相关合作伙伴的共同事业。采取公司+农户+伙

伴的合伙体系，各个主体与基地经营产出息息相关，深度调动各层级的积

极性，多劳多得。 

三、投资者探讨交流与分享 

1、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确保蓝莓抢占市场优势？ 

农业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时间性和稀缺性。这是过去两年我们狠抓的

核心突破点，如果通过科研技术的力量，蓝莓 11月份上量上市，就算产季



尾部月份价格降低，对我们来说都是较高回报。 

农业价值是有巨大空间，它可以把利润做到 5%，也可以把利润做到

50%、80%及更高，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能力。核心的两个点，第一个是

科研力量，公司每个农场都建立了科研实验站，核心的科研有促早和水肥

等，争取在年末 12 月 11 月试投产，行业里面最早的一批蓝莓。如果今年

我们再把科研的力量推广好，到 2024年的产季，我们投产时间又往前一步，

早产产量更提一步。 

第二个是品种，优秀的品种在品质、产量以及上市时长都有明显优势，

在同样的生产成本、管理效率下，价格差异是很大的。现在我们已经种植

多个品种，包括专利品种。这也形成了我们比较独特的能力，所以从整体

来讲，产业的效率通过这三年的发展应该相对提高很多，产量也有很大的

突破，第一年 1 吨的亩产量左右，第二年可以 1.5 吨、2 吨或以上，这个

与水肥管控水平等有很大关系。 

2、营业收入在 2023 年、2024 年大概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2021 年公司报表 40 多个亿的规模，几乎都是农药模块，农药里面又

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的自营农资产品，一部分是田田圈流通渠道的

合并报表带来的收入。概括来讲，农药模块相对稳定的每年增长。 

产业链的营收规模 2022 年主要来自于火龙果，2023 年火龙果进入稳

定投产状态，亩产量预计增长 20%。2023年蓝莓投产面积由 2022年六七百

亩到六七千亩。 

3、火龙果的全年采收是平均的吗？采果集中在哪个季度？ 

火龙果主要在海南三亚的乐东和陵水，温区最合适生长，每年 11月到

次年 6 月作为主要投产周期，也就是反季节供应优势。内地火龙果主要分

布在广西等地上市时间在 7 月份到年底左右，与我们是一个错开的周期。

第二，如果让火龙果自然生长，理论上它一年到头都开花结果。我们通过

技术管理，可以实现分批上市，从开花时间到投产时间，最快可以掌控到

准确天数的开花、结果、采摘。每年 7-10 月份，我们会作为生长期，11

月份开始投产，每年基本都保持着这样的节奏。 

4、蓝莓成本模型是什么？ 

蓝莓成本模型大致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地园区的建设成本，

比如大棚等一次性固定投入，按照生物性资产和固定资产摊销，平均每亩

每年 1万左右的摊销成本；第二个是生长期的生长成本，包含水肥、用药、



人工等，约为不到 1万元每亩一年，我们 30多个园区标准化，同一个体系

统一管控，基本保持着同种水平；第三个成本是产后成本，包括采摘成本

和加工成本、销售费用等，估计每吨 2 万左右。现在首年，随着产量的释

放，整体单位成本将逐步下降。 

5、研产销一体化，公司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第一，品类的选择，我们不会去选择传统的作物。我们会站在未来几

年的需求端，选择有足够的门槛、具有市场稀缺性、高附加值的作物。当

然还加上其他技术参数，比如地理地域的优势，地标性作物，上市时间错

配等等。 

第二个，回归到运营，最核心是技术之下果品品质如何把控。植物是

一个生命体，有周期性，种植过程中的技术管控是最核心，从而解决提供

最优质产品的问题。 

6、蓝莓应该是不易保存的，对于采摘的期限你们是怎么去把控的？是

不是挑选分级后再分流到不同的商超和渠道？ 

我们运营四大体系最后一项是国际一流的产后体系，它很大程度影响

我们的盈利水平。现在的做法是从前端的预测着手管控，这确实很有技术

性，首先，每个基地有月度预测、周度预测，每三天滚动预测。第二，要

场长，技术骨干和采摘负责人，每天巡园，评估果子状态、预测产量。采

摘过程进行第一轮的分拣分级。每一个基地周边都有匹配的加工中心，采

摘完之后，最短时间内从基地进入加工中心冷库。在冷库实现二次分拣，

同时按品种、规格、品牌进行包装。物流调度也同步匹配，当天摘的果当

天包装成成品果，次日全部冷链物流出货。 

7、公司种植这块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推进的怎么样？对公司的经营效益

都有哪些影响？ 

关于信息化，公司在构建一种标准种植运营管理体系，目标是希望可

以应用到每一个最小经营单位的经营状态。包括投入产出、技术沉淀、市

场状况、乃至园区自然气候等形成一个综合的数据库管理体系。 

首先在园区建设和生长园管理，公司上线了具有农业种植特色的供应

链管理系统，包括气象信息管理、生产环境数据可视化系统、智能滴灌系

统等；第二个，也上线了基于生产技术方案的种植预算管理，以此匹配种

植的工作场景；第三个，智能采收管理系统持续上线，从采收到入库，冷

链加工，再到后面的销售系统，公司正在分模块推进。 



归根到底就是在信息化经营上围绕着切分经营、独立核算，真真正正

的应用阿米巴经营来管控种植及产业效率。 

8、公司有没有使用一些有机认证类的肥料？ 

因为是无土基质种植，整个蓝莓的水肥管理由滴灌系统管理，我们充

分发挥了自身的农资和技术优势，自配肥、自配基质，结合基地气象站检

测到的温度、湿度等进行科学配比。 

9、在我们整体的规划过程中，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金，让公司在中国

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去完成我们上市公司的梦想？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

需求去寻找这种产业级别的投资人，跟我们共同成长？ 

在战略规划的时候，充分研究资本资金配套情况。首先它是一个逐步

的过程，投资总额在公司可承载范围内。第二，整个过程滚动分批实施，

2021 年投第一批，2022 年投第二批，2023 年建园投第三批和第四批。第

三，产出快，现金回流非常快。 

公司参与了两期的产业基金，长期的资本资金，整个的资金平衡是都

在掌控之内。这几年我们也在物色有缘投资人，包括相应的产业基金，发

挥其本身在农业的一些优势。我们不仅是资本合作，更是对农业产业有理

解的资源匹配。 

9、蓝莓的整个行业的情况，价值空间有多大？增长性如何？  

蓝莓单品市场，应该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市场容量。这个市场需求

的培育才刚刚开始，这个增量的市场空间供给跟需求端的差异很大，冬春

蓝莓的供应更是少，所以未来 3-5年，市场预计会供不应求。 

我们未来的增长有四个点：一是来自投产面积的增长，亩产量增长。

第二，随着科研技术落地，特别在促早等方面，抢占早熟市场的价格优势。

第三，品种迭代也能更新的做好衔接。第四，我们也做了一些产业链的延

展，即使未来 5-10年这个产品的价格趋势是会下来，我们的成本等已提前

做好布局，利润增长有足够空间。 

利润率会受品种影响，弹性较大。 

10、蓝莓销售如何管理？出货是否有统一的出货价，营销人员是否有

调节出货价的权限？ 

目前全国统一销售价，先款后货。大致把客户分成两大类：一类主要

是发往集散地，一些主流的渠道商。客户来基地考察后下单预付款，我们

发运到指定的位置交割。第二类是具备线下门店体系的商超，直接预定，



发货到指定的接收地。后期随着产量的增加，整个流通体系也会不断优化。 

营销人员可以在全国统一售价基础上具备一定的市场调价权限，更符

合市场弹性变动。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3年 2 月 7日---2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