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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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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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开放日）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工银理财石桓、中欧基金胡万程、嘉实基金李珍、摩根

士坦利周子涵、兴华基金崔涛、安信基金黄燕、李晓东、

于博文、盖子生、黄翔鹏、徐长宁、王军、董文萃等 232

位投资者 

时间 2023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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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宰事业部总裁                         秦牧原 

首席人力资源官                         王春艳 

养猪生产首席运营官                     李彦朋  

董事会秘书                             秦  军 

首席法务官                             袁合宾 

首席智能官                             张玉良  

公司经营情况介绍 

公司始创于 1992 年，30 多年来专注养猪事业。目前公司养殖场超过 1,100 个，

存栏生猪超过 4,200 万头。上市以来，公司生猪出栏量从百万头增长到千万头。生



 

猪养殖业务布局 24 省 103 市 217 县，河南大区产能布局超过三分之一，东北大区

产能布局超过五分之一。生猪屠宰业务布局 11 省 22 市 26 县，屠宰产能 2,900 万

头/年。 

公司认为中国养猪行业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本驱动，以数量增

长为主，集约化程度快速提升；第二阶段，质量提升，2021 年之后，行业内企业从

追求规模增长转变为提升发展质量，通过装备升级实现降本增效；第三阶段，微利

期，产业链发展逐渐完善，行业逐步趋向成熟。从行业发展三阶段审视公司发展，

在未来的微利期，行业内创新者的利润会超过平均利润，公司一直在追求成为这样

的创新者。 

在生猪养殖业务方面，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生猪养殖平均成本在 14.5 元/kg，

优秀区域平均成本在 14 元/kg 以下。公司基于生猪的生长潜能，从饲料、育种、健

康管理、养殖、屠宰五个环节进行测算，每头猪都有 600 元的成本挖潜空间。在研

发创新和经营管理方面，公司从技术元点发力，实现业务底层突破，做好营养研发、

疾病净化、智能化创新等工作，以实现成本进一步下降。 

在智能化方面，公司从 2018 年底加大对智能化的投入，目的是通过智能化技

术提高生产效率。公司的智能化设备是立足业务本身，围绕业务需求进行设计。例

如空气过滤猪舍最核心的是建立养猪生产的环控业务逻辑，从猪的生长需求出发，

保持最适宜的温度；智能饲喂可以实现一日一配方，通过精准饲喂，对猪群采食量

进行计量和监控，采食量的背后是猪群的健康水平，通过分析采食量可以对猪群健

康状况进行预警；无针注射器将无针免疫、防疫监控、数据收集集合在一起，使得

管理更精准，操作更快捷方便，未来将会逐步完成对各类疫苗的覆盖。 

在信息化方面，公司通过信息化系统收集生猪养殖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对数据

进行分析，实现最小颗粒度的管理，可以管理到每一间猪舍、每一名员工、每一台

设备、每一头猪，以提升养殖生产中的猪效、人效、物效。 

在屠宰肉食方面，中国猪肉流通市场存在生产端产能分散、集中度低、销售渠

道以农贸批发为主、消费端以鲜品消费为主的特点。基于以上特点，公司希望通过

生产更高性价比、更能满足终端客户实际需求的产品，顺应市场对猪肉类产品需求

的演变，为下游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原材料供应，帮助下游客户实现效率提升、产品



 

升级，与下游客户共同推动中国屠宰行业现代化。在上述愿景实现的过程中，需要

屠宰智能化与数字化工作的持续推进，未来希望可以通过实现布局精益化、生产自

动化、融合数字化，从而支撑高品质、高性价比产品的生产与屠宰肉食业务的盈利。 

一、公司的人才管理机制是什么？ 

公司以牧原文化为基础，建立了干部选拔、人才培养、岗位赋能的选人用人机

制。公司对员工的激励，不是基于岗位或者资历，而是看重价值创造。对公司管理

人员的评价标准除了价值创造外，还包括对人才的培养，对隐性绩效的考核权重大

于显性绩效，要求每个岗位都要有接班人。在干部任职标准上，公司划分了不同的

层级，建立了统一的管理体系，激励干部朝着更高层级提升工作标准，达成更高的

成果。 

二、未来公司人均养殖效率的提升空间？ 

当前公司智能装备的应用最重要的是为了提升疾病防控效率，未来随着猪群健

康水平的提升和智能化装备对人工的替代，人均养殖效率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

时，公司已打通非瘟防控路径，此前由于防控非瘟所增加的一些非必要的岗位正在

逐步取消。 

三、公司在人才方面的优势？ 

近期公司的二级市场股价出现了较大波动，公司也在 10 月下旬公布了不超过

22 亿元的增持计划。除了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增持不超过 10 亿元外，公司部分董

监高在内的核心人员也选择增持不超过 12 亿元，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公司的信心和

支持。高管及核心人员增持计划是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也是公司组织精神与组织力的体现。公司人员自发产生的组织力与凝聚力，是公司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四、公司未来生猪出栏增长空间？ 

以公司当前规模来看，未来生猪出栏增长空间要从行业稳产保供角度去考虑，

公司会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充分释放公司产能。 

另外，由于非洲猪瘟的影响，公司部分母猪舍出现空栏，场区没有满负荷运转。



 

如果每个场能满负荷生产，未来产能增长弹性大。另外，当前生猪生长潜能还未完

全释放，随着公司生猪生产指标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公司未来生猪出栏有望进一步

增长。 

五、屠宰肉食业务的经营成果及下一步展望？ 

当前屠宰肉食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主要原因是东北厂区投产时间短，产能利

用率较低，头均固定成本较高。但 2023 年以来，屠宰肉食业务相关经营情况有了

明显提升，产能利用率从去年同期的不到 30%提升到今年 9 月份的 50%以上；今

年 1-9 月份屠宰头均生产费用下降超过 20%，头均亏损下降近 50%。经营成绩的提

升，证明了屠宰肉食板块在经历 2019 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后，当前整体运营已步入

正轨。下一步，屠宰肉食业务将通过加强销售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产能利用率、

分割品占比，以提升公司屠宰肉食业务的整体盈利能力。 

六、公司如何克服养猪行业规模不经济的问题？ 

不能以旧眼光、旧标准来评判一家创新型公司未来的发展。公司把难以标准化

的养猪业务做到标准化，已经用创新打破传统认知，这是公司发展至今的基础。 

2020 年-2021 年有很多质疑公司的声音，就是因为公司打破了行业的传统认

知。站在现在的时点看，公司的业绩是最好的验证。公司从逻辑出发，以生猪生长

潜能测算，未来成本仍有下降空间。公司将持续通过管理打破规模不经济的传统行

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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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