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2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本着对公司股东负责的态度，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忠实履行职责，维

护公司利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公司运作。现将 2022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情况

汇报如下：  

    一、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673,160.7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50%；

营业利润 27,661.0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4.84%；利润总额 23,584.15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35.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154.87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142.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1,393.4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6.71%。 

二、公司董事会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

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体系中的引领作用，组织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和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等会议，及时研究和决策公司重大事项，确保董事会的规范运作和务实

高效。  

（一）董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12次会议。其中，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2次，

以通讯及现场+通讯方式召开 10 次；共审议议案 42 项。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决策过程科学、民主，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均及时登载在公司规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积极开展工作，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详细了解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

况，主要为对公司定期报告、 内部控制及公司内部审计部内审工作报告计划等

事项进行审查；监督内部审计部门及其工作，监督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及公司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充分发挥了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 2022 年度的各项经营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的发放情况进行核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制

度的相关规定展开工作，客观、公正，有效规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提高

公司经营管理效率。  

4、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积极开展工作，认真履行

职责。委员会委员对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深入讨论分析，为公司的经营发展

战略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三、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 2021年度股东大会和 4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中国

证监会的最新规定，股东大会均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在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平等对待所有股东，确保股东充分

行使权利保障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话语权。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认真执行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贯彻先

审议后实施的决策原则，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及授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通

过的各项决议，不存在重大事项未经股东大会审批的情形，也不存在先实施后审

议的情形。  

会议届次 会议类型 
投资者参与比

例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会议决议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

会 
27.7% 

2022 年 02 月 11

日 

2022 年 02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天

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2022-011） 

202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

会 
33.05% 

2022 年 04 月 12

日 

2022 年 04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天

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2022-021）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 

年度股东大

会 
32.72% 

2022 年 05 月 17

日 

2022 年 05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天

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2-037） 

202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

会 
33.41% 

2022 年 06 月 17

日 

2022 年 06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天

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2022-045） 

2022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

会 
32.26% 2022 年 8 月 5 日 2022 年 8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天

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2022-059） 

 

四、未来发展展望 

（一）行业发展趋势 

1、饲料行业 

根据《2022年全国饲料工业发展概况》显示，2022年，全国工业饲料产值、

产量双增长，产品结构调整加快，规模企业经营形势总体平稳，饲料行业创新发

展步伐加快。 

全国饲料工业总产值 13,168.5亿元，比上年增长 7.6%；总营业收入 12,617.3

亿元，增长 8.0%。其中，饲料产品产值 11,816.6 亿元、营业收入 11,363.8 亿

元，分别增长 7.8%、8.2%；饲料添加剂产品产值 1,267.7亿元、营业收入 1,167.9

亿元，分别增长 9.8%、5.2%。 

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 30,223.4万吨，比上年增长 3.0%。其中，配合饲料产

量 28,021.2 万吨，增长 3.7%；浓缩饲料产量 1,426.2万吨，下降 8.1%；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产量 652.2 万吨，下降 1.6%。分品种看，猪饲料产量 13,597.5 万吨，

增长 4.0%；蛋禽饲料产量 3,210.9 万吨，下降 0.6%；肉禽饲料产量 8,925.4 万



吨，增长 0.2%；反刍动物饲料产量 1,616.8 万吨，增长 9.2%；水产饲料产量

2,525.7万吨，增长 10.2%；其他饲料产量 223.3 万吨，下降 7.2%。从销售方式

看，散装饲料总量10,703.1万吨，比上年增长 18.5%，占配合饲料总产量的 38.2%，

提高 4.8 个百分点。 

全国年产百万吨以上规模饲料企业集团 36 家，比上年减少 3 家，合计饲料

产量占全国饲料总产量的 57.5%，比上年减少 2.2个百分点。有 6家企业集团年

产量超过 1,000 万吨。全国年产 10 万吨以上规模饲料生产厂 947 家，比上年减

少 10 家，合计饲料产量 17,381 万吨，比上年下降 1.8%，在全国饲料总产量中

的占比为 57.5%，比上年下降 2.8 个百分点。全国有 13 家生产厂年产量超过 50

万吨，比上年减少 1家，单厂最大产量 127.6 万吨。 

2、生猪养殖行业 

受国家政策及市场需求的影响，我国生猪养殖方式开始逐步向规模化发展，

生猪养殖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逐渐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2 年，我国生猪

存栏量为 45,256 万头，较上一年度增加 334 万头，同比增长 0.74%；生猪出栏

量为 69,995 万头，较上一年度增 2,867 万头，同比增长 4.27%。2022 年，我国

能繁殖母猪存栏量为 4,390万头，较上一年度增加 61万头，同比增长 1.41%。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猪肉产量 5,541万吨，增长 4.6%。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年 12

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 3,090.1 万头，环比增长 821.47 万

头，上涨 36.2%，同比增长 6.7%，2022年 1-12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

企业屠宰量 28,537.8 万头，同比增长 7.8%。 

3、动物疫苗行业 

畜禽病害是我国由畜禽养殖业大国走向畜禽养殖业强国的重要制约因素，而

兽用生物制品行业已成为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之一的生物医药行业的重点支持子行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不断健

全完善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行业研发创新与规

模化生产应用。 

2020 年 4 月 21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定(2020 年修

订)》，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要求所有兽药生产企业均应在 2022 年 6 月



1日前达到新版兽药 GMP要求。未达到新版兽药 GMP要求的兽药生产企业（生产

车间），其兽药生产许可证和兽药 GMP 证书有效期最长不超过 2022 年 5 月 31

日。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有兽药生产企业 1579 家。2022 年实施新版

兽药 GMP，已通过验收的企业 1096 家。新版兽药 GMP 的实施，我国兽药行业有

望迎来洗牌，将使兽药行业的生产经营更加规范，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行业集

中度不断提高，使中小型企业、软硬件设施弱的企业和创新能力差的企业将面临

较大压力，有望出清离场或被收购。头部兽药企业提早布局新版兽药 GMP证书和

产能，产能释放和生产持续顺畅；新版兽药 GMP 施行，产线改造/扩建需求显著

提高投入成本，资金充足的规模化、头部企业成长性更强，市占率有望进一步提

升。 

2022年 1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指导意见(2022—2025

年)》提出，强制免疫动物疫病的群体免疫密度应常年保持在 90%以上,应免畜禽

免疫密度应达到 100%,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合格率常

年保持在 70%以上。 

农业农村部提出 2022年全国规模养殖场实行“先打后补”，到 2025年逐步

全面取消政府招采苗，树立“生产者防疫，受益者付费”理念，动保销售越来越

“以产品品质说话”，产品质量领先企业有望脱颖而出。 

2022 年初，兽药行业下游养殖行业持续低迷，养殖行业受资金及成本控制

等因素影响，在养殖规模及兽药使用量等方面有所缩减。由于营业收入减少，上

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且成本压力无法向下游传导等因素的影响，2022 年上半年

兽药行业公司盈利规模明显缩减。2022 年二季度开始养殖行业营收和利润均呈

现持续修复趋势，对应动保行业 2022年三季度营收的同比转正和利润降幅收窄，

叠加第三季度我国兽用生物疫苗批签发数量环比增加 3.5%，几大主要兽用疫苗

如口蹄疫疫苗、圆环疫苗、伪狂犬疫苗均呈现环比上行趋势，动保行业逐渐开启

上行趋势。 

（二）公司的发展战略 

 公司将坚定地依据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紧紧围绕养殖业的关

键环节，包括饲料饲养、良种繁育、动保以及养殖服务体系和金融服务体系支持，

为养殖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提升养殖效益，实现公司和客户的共赢发展，努力



把公司打造成中国一流的“健康养殖服务商”和“安全食品供应商”。 

(三)公司 2023 年经营计划和主要目标： 

1、2023年公司的经营计划和主要经营目标： 

饲料产销量 275 万吨，动物疫苗 20亿毫升(头份)、生猪出栏 280-300万头、

植物蛋白原料加工生产量 40 万吨、玉米收储量 150 万吨；实现营业总收入 210

亿元。 

2023 年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重点确定为： 

（1）坚持长期主义，构建核心竞争力； 

（2）死磕成本，提高效率，保持成长； 

（3）优化流程，强化标准，全力推进信息化、数字化管理； 

（4）聚焦关键任务，落实重点工作。 

公司将紧紧围绕上述重点工作开展各项工作，确保预算目标的实现。 

2、2023年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 

为保证公司 2023 年度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根据公司 2023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及饲料、制药、植物蛋白、食品养殖、玉米收储各业务的发展需要，有效降低公

司经营过程中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保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增加制药业务的全国市场占有率，扩大养殖业务规模，充分发挥植物蛋白业务的

产能，进一步扩增玉米收储的范围及能力，为饲料及养殖企业提供优质蛋白原料，

以提高各板块的盈利能力，2023年度公司将申请总额不超过 1,130,000 万元（包

括借新还旧）的银行融资额度。银行融资额度的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

汇票、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并购贷款等，具体金额及业务品种以公司实际

发生的融资情况为准。该额度内项目贷款、并购贷款等为长期授信额度，其他额

度视情形可延续至下年审议本事项的股东大会之日止。 

（四）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和对策 

1、畜禽病害风险 

公司生猪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成为公司重要的业务板块，同时饲料

业务对畜禽养殖业的依赖度较大，未来如果出现大规模不可控的畜禽病害，将在

短期内引起公司经营业绩的波动。自 2018 年 8 月我国确定第一例“非洲猪瘟”

后，截至目前非洲猪瘟形势仍十分严峻，在研制出有效疫苗之前，非洲猪瘟风险



将可能一直存在。 

对策：生猪养殖业务经过近几年的摸索建设，已建立良好的非瘟防疫体系；

通过对人员、车辆、物资及工程项目改扩建、生物安全硬件升级等多方面的管理，

严格落实“七进五出三控制”的防非要求，加强公司各生猪养殖基地的生物安全

管理，降低、减少病害的发生及损失。公司将不断加强生猪养殖过程中的病害防

治，减少病害的发生，同时公司主营业务已经形成了动物疫苗和饲料、生猪养殖

并重的格局，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动物疫苗业务和生猪养殖、

饲料业务的互补性，将有利于化解畜禽病害带来的经营风险。 

2、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玉米、豆粕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将对公司饲

料业务的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对策：公司在大宗原料主产区设立了专业的收储公司，在原材料价格相对低

位时收储部分原材料，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同时公司将积极开辟新的原

料供应渠道，努力降低原料成本。 

3、畜禽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近年来国内畜禽产品价格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养殖效益的下滑将对公司生猪

养殖和饲料业务的业绩产生不利的影响。  

对策：公司生猪养殖业务将通过提高管理和饲喂技术水平，努力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应对生猪价格波动的风险。同时公司近几年来积极推进向服

务营销模式的转型，从单纯的产品竞争转为价值链的竞争，为养殖户提供优良品

种、养殖技术、防疫体系、融资担保等全方位的服务，帮助养殖户提高养殖水平，

降低养殖成本，增强养殖户抵御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降低畜禽产品价格波动对

公司经营的影响。 

4、食品安全的风险 

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将对公司的品牌和业绩产生不利的影

响。      

对策:公司将通过严格的饲养管理确保生猪安全，同时在公司内部推行了国

际通用的 HACCP管理模式，产品达到了 HACCP 出品的标准，并且建立了肉产品质



量追溯系统，实施全过程质量管理，确保肉食品安全、放心。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