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14 

重要提示：参会人员名单由组织机构提供，由于调研对象数量较多，公司无法

保证参会单位、人员的完整性、准确性，提示投资者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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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三季报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中信证券彭家乐、长江证券余昌、天风证券黄建霖、国

联人寿王承、中银理财王宜轩、贝莱德基金贺维艺、广

银理财郑少轩、中国人寿资管刘卓炜、银华基金华强

强、国投瑞银基金冯新月、交银施罗德基金韩威俊等

405 位投资者 

时间 2023 年 10 月 27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首席财务官                             高  曈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                   曹治年 

董事会秘书                             秦  军 

首席法务官                             袁合宾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介绍 

2023 年 1-9 月，公司出栏生猪 4,700.9 万头，实现营业收入 829.69 亿元，同比

增长 2.72%。净利润亏损 16.79 亿元，其中养殖业务板块亏损 11 亿元左右，屠宰肉

食板块亏损 6 亿元左右。公司 1-9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6.88 亿元，



 

第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流入在 77 亿元左右，主要原因是随着第三季度猪价回升，

养猪业务盈利。2023 年第三季度，公司出栏生猪 1,674.5 万头，实现营业收入 311

亿元，净利润 11.1 亿元，其中养殖板块盈利 14 亿元左右，屠宰肉食板块亏损 2.5

亿元左右。 

在生猪养殖业务方面，9 月份公司生猪养殖完全成本约为 14.7 元/kg，前三季

度生猪养殖平均成本为 15.0 元/kg，去年年底为 15.5 元/kg。今年三季度，随着生猪

市场价格的回升以及养殖成本的下降，公司养殖业务实现了季度盈利。 

在屠宰肉食业务方面，今年 1-9 月，公司屠宰生猪 913.09 万头，实现营业收入

152.20 亿元，亏损 6 亿元左右，头均屠宰亏损较去年有了明显改善。三季度公司月

度屠宰量在 110 万头左右，产能利用率接近 50%的水平。 

近期，市场出现一些捏造事实、主观臆断、歪曲解读等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干扰市场秩序的虚假不实信息。公司对此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项舆情监测分析团队

和法务专项团队，首批锁定 10 个账号，目前进展情况如下： 

1、截至今天，公司已对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 9 个账号向法院提起

侵权诉讼，追究侵权人的侵权责任，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2、对涉嫌犯罪的抖音账号依法向公安机关提起刑事控告，公安机关已立案侦

查。 

3、下一步，舆情监测分析团队同法务专项团队将持续对网上造谣不实信息进

行监测分析、取证公证，依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法律措施，坚决维护公司及广大股

东的合法权益。 

一、公司今年成本下降的原因？ 

2022 年，公司生猪养殖平均成本为 15.7 元/kg。2023 年 1-9 月，公司生猪养殖

平均成本为 15.0 元/kg，其中，一季度平均成本为 15.7 元/kg，二季度为 15.0 元/kg，

三季度为 14.5 元/kg，呈逐步下降趋势，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工作： 

1、疾病净化，过去一年，公司蓝耳病净化成果显著，猪群生产指标明显提升，

全年平均日增重高于 800g，全程成活率为 86%，料比为 2.86； 



 

2、低成本原粮替代工作成效显著，中原区域夏收芽麦采购对成本降低贡献大； 

3、养猪生产标准化流程升级，降低对人员的依赖，提高人工效率，使得产能

充分释放，成本进一步降低。 

随着公司在生产管理方面逐步发力，公司有信心实现养殖成本进一步下降，争

取明年降至 14 元/kg 以下。公司将继续围绕猪群健康管理，做好疾病净化工作，持

续提升各场线满产率，同时不断提升智能化运营水平。 

二、公司楼房养猪项目的整体情况？ 

目前公司已在 24 个县区投产 68 栋楼房猪舍，共计 625 万头生猪产能，在建规

模 25 万头左右。 

内乡综合体是内部楼房养殖项目的优秀代表，建成楼房猪舍 21 栋，年出栏生

猪可达 210 万头。该项目于 2020 年 2 月开工建设，同年 9 月第一栋楼投产使用。

目前 21 栋楼房猪舍已全部投产。当前内乡综合体存栏约 91 万头，今年 1-9 月已出

栏 93 万头，预计今年出栏生猪可达 128 万头。 

内乡综合体 2022 年生猪养殖平均成本为 16.47 元/kg，今年 1-9 月份平均成本

为 14.41 元/kg，随着产能逐步满产，成本持续下降，9 月份完全成本为 13.90 元/kg。

当前内乡综合体成本处于公司领先梯队。 

在生产运营过程中，楼房养殖的优势也进一步体现。一是生物安全防控水平更

好，内部采用了无人转运设备，避免猪群间的交叉，减少疾病的传播；二是智能设

备应用比例高，主要是智能饲喂及智能环控等设备，使得料肉比等生产指标达到公

司领先水平；三是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提升了管理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四是

产业链集中优势，降低了原粮、生猪的运费及损耗，物料周转率高。下一步公司将

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楼房猪舍整体养殖成绩。 

三、公司未来的财务政策和分红政策？ 

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率已降至 60%以下，主要还是得益于三季度的盈利和现

金流情况的明显改善。公司由追求快速提升出栏量转变为更加关注生猪头均成本的

降低。经过 2020 年、2021 年大规模发展后，公司逐步降低资本开支，追求现金流



 

的净增长。2022 年资本开支在 150 亿元左右，今、明两年资本开支预计也将保持

在较低水平。预计未来公司现金流会保持相对宽裕的水平，公司会不断优化自身的

债务结构以及财务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水平。 

未来公司资本开支减少，公司现金流将愈发充沛，公司将依据实际情况对分红

计划进行调整，积极回报股东。 

四、公司屠宰经营情况及下一步规划？ 

2023 年 1-9 月，公司屠宰生猪 913 万头，同比上升 80%。2023 年 1-9 月头均

亏损在 60 元左右，去年头均亏损超 100 元，头均亏损显著降低。公司三季度屠宰

生猪 361 万头，产能利用率将近 50%。 

截至目前，公司在中原、东北等区域共投产 10 家屠宰厂，屠宰产能 2,900 万

头/年。亏损的主要原因为东北厂区投产时间短，产能利用率较低，头均固定成本较

高。下一步，公司将继续提升已投产屠宰厂的运营效率，提高产能利用率。从市场

开拓、渠道建设、客户需求开发等方面发力，进一步增强屠宰肉食业务综合运营能

力和盈利能力。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中，公司认为养猪和屠宰端的联动管理是一个亮点。过去公

司没有屠宰厂，在销售端得到市场、消费者的反馈比较滞后。通过屠宰端对生猪长

期、全面、多批次的品质数据跟踪和反馈，推动养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

育种、生产管理工作，提升猪肉品质。公司认为当下所做的生猪品质提升工作可以

为明年生猪养殖利润提升、屠宰利润增长布局，这也是公司全产业链的一大优势。 

五、公司终止 GDR发行的原因？ 

鉴于内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发生变化，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经过深入探讨和谨

慎分析后，决定终止本次发行 GDR 事项。终止后，公司将合理进行资金规划，保

证正常生产运营。 

六、公司当前成本分布情况？ 

2023 年 1-9 月，公司生猪养殖平均成本为 15.0 元/kg，在平均成本上下波动 1-

2 元的场线占比为 60%左右，在平均成本上下波动 2 元的场线占比为 85%左右。今



 

年公司提出对高成本场线的管理目标，并取得明显成效，不同区域、场线的成本方

差逐渐缩小。截至 9 月份，公司成本领先的区域为南阳区域，年生猪出栏超 400 万，

平均成本为 13.94 元/kg。未来公司会继续推动优秀成绩的复制、推广，以改善落后

区域的生产业绩，降低公司内部养殖成绩离散度，实现整体养殖成本的下降。 

七、冬季疾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已对主要疾病实现常态化防控管理，同时针对即将到来的疾病高发季节，

公司已从人员、物资、管理等方面制定措施，冬季疾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

大影响。 

在疾病防控方面，公司秉持“养重于防、防重于治、综合防治”的管理理念，

制定了全面的生猪健康管理措施。在管理方面，实现严格的场区隔离，在设备方面，

公司装备空气过滤及独立通风设备，为生猪养殖制定全方位的疾病预防、健康检测

与管理体系，有效保证了生猪养殖过程中的健康环境，提升公司整体生猪养殖效率。 

八、公司实施共创制的情况？ 

共创制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创新，不改变原有养殖模式，不改变与员工原有

劳动关系。公司以内部管理机制的创新来调动员工积极性，从已结算批次来看，员

工所饲养批次的生产成绩及收入均有一定提升。 

目前共创制仍在试点阶段，已推行共创制的养殖单元在 1,500 个左右，占所有

养殖单元的比例在 1%左右，整体占比较小。共创制的具体实行方式后续会根据试

行效果进行调整。 

 

本次活动不涉及应披露的重大信息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3 年 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