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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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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中报业绩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具体详见附件《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明细清单》 

时间 2024 年 8 月 29 日 20:00-21:30 

地点 线上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王世佳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王世佳先生根据 2024 年半

年度报告对公司经营情况进行了简要概述，随后由各投资者提问，主

要交流内容如下： 

一、2024年半年度报告业绩情况简介 

202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 17.81 亿元，同比增长 8.9%，

其中，单二季度收入 8.65 亿元，同比增长 2.7%。半年度实现利润 1.35

亿元，同比增长 25%，其中单二季度实现利润 0.58 亿元，较上年同期

基本持平。 

半年度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1.77 亿元，创历史新高，在居民消

费能力、消费意愿走弱，行业增长面临一定压力的背景下，仍保持了

较好的经营造血能力。上半年公司分红、回购合计消耗资金约 1.4 亿

元，占上半年实现利润的约 100%。 

分产品收入结构来看，冷冻烘焙食品收入占比约 60%，同比基本



 

 

持平；烘焙食品原料（奶油、酱料、水果制品及其他烘焙食品原料）

收入占比约 40%，同比增长约 25%，主要增量为公司以稀奶油为代表

的奶油新品保持良好增速，受益于高自动化产线、高订单量带来的规

模效益，上半年稀奶油实现销售收入超 2 亿元，奶油类产品营收同比

增长超 80%。 

按最终销售客户类别分渠道看，流通渠道收入占比接近 55%，同

比增长近 15%，主要是公司稀奶油产品在该渠道的销售表现稳健增长。

商超渠道收入占比接近 30%，同比下滑约 5%，主要是公司在核心商

超渠道部分产品上架安排进行周期性调整所致；餐饮、茶饮及新零售

等创新渠道收入占比约 16%，合计同比增速接近 25%，主要得益于公

司把握烘焙消费渠道多元化的趋势，投入更多资源，积极开拓新渠道

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全球烘焙集成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在产

品、渠道、供应链等方面优势持续巩固，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推进技术升级及智能化产线打造，保持领先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对生产工艺升级并对产品进行了革新，公司

4.0 葡式蛋挞皮以仿手工智能化产线模拟人工生产，实现了公司重要单

品技术升级。此外，公司积极推进智能自动化产线建设，位于广州市

增城区总部基地的自动化油脂精炼工厂已接近完工，该厂区拥有自动

化立体库及全自动化熟化库，在满足内部高效供应的同时扩充了公司

产品品类；位于佛山市三水生产基地第二条 UHT 奶油产线目前也已基

本建成，该产线引进了国际先进设备及工艺，多项创新设计在保持较

高工艺水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系列的兼容性，将巩固了公司

在奶油业务的综合优势。 

2、围绕“大单品、大客户、大经销商”的发展策略，提升规模效

益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大单品、大客户、大经销商”策略，聚焦

核心品类，集中资源打造王牌产品，公司在售产品 SKU 较去年年末缩

减超 20%，以逐步降低供应链管理复杂度，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和规模

效应；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数量有所精减，经销商体系管理体系向

质量与数量并重方向转变，渠道资源优先向腰部及以上、多产线代理

的经销商倾斜。 

3、成立采购委员会，优化采购管理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日益扩大，采购作为公司现金流支出第一大项，

对采购管理工作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期内，公司于集团

层面成立采购委员会，对主要通用物料合并全集团需求，进行集中谈

判、议价和份额分配工作，并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事前审核和事后复核。

报告期内，按照可比口径计算的平均入库均价下降约 2%。 

4、提高多元化渠道开拓力度，驱动业绩增长 

针对大型连锁型客户对供应商研发服务效率和需求响应速度要求

较高的现状，公司主营业务覆盖冷冻烘焙食品及烘焙食品原料的研发、

生产、销售，能够满足下游不同类型客户多产品、多规格的一站式采

购消费需求和服务响应的及时性要求。公司除冷冻烘焙食品外，烘焙

食品原料也已在餐饮、茶饮店等新兴渠道销售，是公司产品在多元化

渠道应用的重要转变，公司丰富的产品矩阵能够为线下商超便利店、

餐饮渠道、茶饮咖啡店、酒店自助餐和线上 O2O 等新兴渠道提供适用

于不同场景的产品解决方案。 

展望未来，面对居民消费力新变化和新渠道多元化的趋势，公司

认为消费者感官上对于更好产品的本质需求没有改变，冷冻烘焙在效

率方面逐步替代手工的本质逻辑亦不会改变。公司将继续以大单品、

大客户、大经销商为抓手，坚定推进多渠道、多品类发展策略，致力

于提高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通过生产自动化和产品多样化、渠

道多元化的有效平衡带来的规模效应，提升生产经营效率。 

 

二、问答环节 

问题 1：一季报看毛利率有改善，但是二季度毛利率环比继续提

升有压力，具体原因是什么？ 

答：主要是受产品结构的影响，公司稀奶油同比增长较快，并且

稀奶油相关产品使用了较多进口乳品原料，这几年相关原料价格都延

续了上涨的趋势，具体可以参见恒天然的拍卖价格。 

 

问题 2：请谈谈主要大宗原材料未来的趋势。 

答：目前部分进口的原料，例如无水黄油，价格已经创历史新高，

下半年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问题 3：下半年奶油业务的规划目标？储备新品情况如何？ 



 

 

答：公司以稀奶油为代表的一系列冷藏奶油相关产品今年上半年

实现超过 2 亿元的收入，烘焙行业从生产端来看，正常下半年会是旺

季，一般较上半年会有增长，稀奶油的增长趋势符合公司预期。在产

能准备上，去年底公司基于稀奶油的销售趋势和对未来奶油发展趋势

的判断，决定尽快投产第二条稀奶油生产线，，产线已经于今年 6 月

底建成，7、8 月份完成了无菌认证以及试产，因相关产品还需要严格

的检验和相关性能测试，基于审慎因素，还没有正式发货。 

后续公司将继续沿着稀奶油主销的大单品，推出风味更浓厚的产

品，做更多性价比较好的产品。挖掘新生产线的潜力，开发淡奶油等

稀奶油衍生的产品。 

 

问题 4：公司在餐饮渠道的客户积累和增长规划是什么？ 

答：公司在餐饮渠道与大型连锁餐饮客户的合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虽然建立深度供应关系需要时间，但公司对大型连锁餐饮客户抱有较

高期待，会积极配合打样和做新品方面的研发试产工作。合作关系的

建立通常需要经过验证和稳定阶段，双方会逐步确认供应能力和稳定

性，以拓宽业务范围。 

 

问题 5：根据半年报对比发现，公司 SKU进行了精简，具体精简

了哪些品类？未来新品研发是否有优化空间？ 

答：公司对产品 SKU 的精简不会侧重某一个品类，主要根据产品

的财务指标，比如某一产品连续一定期间的销售额低于一定水平线就

会考虑相应 SKU 进行退市，相关财务同事会核算产品的利润是否盈

利，并模拟现金流量的方式测算是否亏现金，综合评估产品的情况进

行精简。 

未来研发方面，公司认为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新品上市会经历

严格的两阶段评审：立项评审和上市评审。立项评审通过才会开始研

发，上市评审通过后才会试销，试销通过才会进行全国性的销售，进

一步投入资源进行针对性的销售。公司希望通过制度保证和决策流程

优化，保障新产品上市的质量。 

 

问题 6：看半年报，公司商超渠道毛利率提升的原因是什么？ 

答：主要就是产品结构变化导致的，比如毛利率偏低的产品下架，



 

 

新上市的产品毛利率较高。 

 

问题 7：公司在选择生鲜乳供应商时有哪些标准和流程？ 

答：公司在选择新的生鲜乳供应商时，首先在实验室阶段进行验

证测试，然后在生产线进行小试，并经过一定时间的存放，确认产品

的理化性质符合公司标准后才会替换。因此，即使市场上有低价牛奶，

公司也不会采购，以确保食品安全和生产稳定。 

 

问题 8：奶油增长的增量来源于行业趋势还是国产替代？如何看

待进口替代的渗透率？ 

答：奶油的增长来源于行业趋势和国产替代的共同作用，但行业

趋势是主要原因。进口鲜奶油价格持续上涨，供应紧张，导致很多经

销商断货。如果大量国产替代发生，进口和国产奶油的价格差距应缩

小，但事实并非如此。消费者对进口稀奶油的需求未减，但更多客户

从混合植脂奶油升级到稀奶油。国产奶油凭借良好的口感、操作性能

和性价比，获得客户青睐，我们看好乳品行业特别是国产奶油的高端

化升级。 

 

问题 9：如何做到公司销售增长和控费方面的平衡？ 

答：公司层面要真正把费用投入到刀刃上，从上半年可以看到差

旅费、业务招待费等一定程度可控的费用有所收缩，但业务推广和运

输费支出有所增长，公司希望在行业需求不是很景气的情况下，通过

已经建立了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产品为抓手，尽可能提高产品在核

心大客户的渗透率，此外在营销政策方面，除了加强业务推广，公司

将灵活结合账期相关政策，或者通过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方面的支持，

以增强其资金周转能力和综合实力。 

 

问题 10：流通渠道冷冻烘焙的毛利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答：流通渠道冷冻烘焙毛利率下降主要与产品结构和原材料有关。

面粉价格微调影响不大，但进口乳制品价格上涨对毛利率有较大负面

影响。此外，烘焙油脂的价格波动较小，尽管豆油价格下降，但深加

工油脂价格未显著下调。 

 



 

 

问题 11：未来提升净利率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答：提升净利率的最佳方式是提高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各条产线的

产能利用率。对于具有制造业属性的消费品企业来说，降低费用率和

提高盈利能力的主要方式是增加收入规模。 

 

问题 12：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利润率的影响如何？ 

答：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对公司的净利率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公

司会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品，并根据最新的原材料价格进行定价。虽

然老产品的盈利能力可能受到影响，但新品的定价会更高。当原材料

价格下降时，公司可能会释放一定的盈利空间。 

 

问题 13：商超渠道的新品上下架情况如何？ 

答：上半年，商超渠道的收入增速有所放缓，一方面会有一些基

数原因或者春节影响，另一方面公司从二季度开始陆续会对一些产品

进行阶段性的下架和重新优化上市，以满足核心商超客户更高的产品

要求。公司长期销量比较好的单品，虽然在生命周期还处于高位比较

良好的阶段，但是商超客户从自身对烘焙新品管理的角度看，继续给

我们提出了产品优化的方向，所以部分相关的产品会阶段性下架，通

过对产品核心原料或者工艺优化进行升级，更好地满足商超客户自身

进一步穿透下去的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 

附件清单（如有）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明细清单》 

日期 2024 年 8 月 29 日 

 



 

 

附件：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明细清单（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公司 姓名 

1 中信建投 安雅泽、陈语匆、赵哲锐 

2 锦绣中和（北京）资本 方家逸 

3 阳光资产管理 杨恒宜 

4 嘉实基金 朱子君 

5 鹏华基金 钱倩云 

6 浙江龙航资产 颜孝坤 

7 北京诚盛投资 吴畏、魏琦 

8 大家资产管理 钱怡 

9 上海睿亿投资 王慧林、孙世钰 

10 西部利得基金 靳晓婷 

11 晋江和铭资产 胡慧娟 

12 深圳市中欧瑞博投资 余贤淼 

13 
North Rock Capital Management (HK) 

Limited 
Howard Yang 

14 惠升基金管理 游懿轩 

15 中国国际金融 袁咪、王凯 

16 深圳多鑫投资 邱晓刚 

17 上海合远私募基金 刘颜 

18 上海趣时资产 刘烨 

19 上海世诚投资 夏曼 

20 甬兴证券资管 秦庆 

21 毅恒资本 闫萌 

22 华鑫证券 张倩 

23 国金证券 张子阳 

24 东北证券 王铄 

25 高盛 穆笛、Valerie Zhou 

26 国海证券 景皓 

27 华金证券 李鑫鑫 

28 上海证券 袁家岗 

29 中信证券 王加熊、江皓云 

30 长城证券 罗丽文 

31 海富通基金 胡嘉祥 

32 财通证券 毕晓静 

33 平安理财 芶思雨 

34 Willing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朱宏达 

35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 杨兆鑫 

36 Brilliance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唐毅 

37 国泰基金 施钰、胡运昶 

38 华富基金 王叶 

39 广发证券 吴思颖、高峰 



 

 

40 博道基金 刘俊 

41 中信建投经管委财富管理部客户 杨如丰、何英 

42 中邮证券 蔡雪昱、杨逸文 

43 Fidelity Funds Eric ZHU 

44 中泰证券 晏诗雨、熊欣慰 

45 海通国际 宋琦 

46 鑫元基金 姚启璠 

47 博时基金 钟天皓 

48 光大证券 叶倩瑜、杨哲、李嘉祺 

49 万家基金 陈佳昀、王丁 

50 华创证券 欧阳予、彭俊霖 

51 磐行资本 董阳 

52 新华基金 夏旭 

53 东方财富证券 刘清羽 

54 华夏基金 李柄桦 

55 中加基金 冯汉杰 

56 中金公司 沈旸、武雨欣、孙瑜璠 

57 招商信诺资产 钱旖昕 

58 国泰君安证券 徐洋 

59 进门财经 温远清 

60 财通证券 李茵琦 

61 上海递归私募基金 陈曦 

62 国信证券 柴苏苏、王新雨 

63 中信证券 李有为 

64 国君自营 谢伟 

65 东吴证券 罗頔影 

66 太平洋证券 郭梦婕 

67 银华基金 李爽 

68 中欧基金 冯允鹏 

69 长江证券 范晨昊 

70 中国银河证券 刘来珍 

71 招商基金 总机 

72 申万宏源 熊智超 

73 中信建投机构业务部客户 陈太中 

74 华西证券 卢周伟 

75 华福证券 童杰 

76 东兴证券 孟斯硕 

77 上海万纳私募基金 杨君弈 

78 上海同犇投资 刘慧萍 

79 天风证券 胡世炜 

80 中泰自营 唐朝 

81 民生证券 张玲玉、范锡蒙 

82 招商证券 胡思蓓 



 

 

83 个人投资者 邢子昂 

84 德邦证券 黄欣培 

85 方正证券 梁甜 

86 花旗 冯丹丹 

87 国华兴益保险资产 韩冬伟 

88 海通证券 程碧升 

89 开源证券 方勇 

90 兴业证券 王嘉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