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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禾丰牧业 60360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馨 杨国来 

电话 024-88082015 024-88081409 

办公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大街169

号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大街169

号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hfmy@wellhope.co hfmy@wellhope.co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6,509,739,774.43 5,985,861,995.54 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63,935,401.08 3,390,304,242.88 2.1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0,259,024.18 106,421,971.82 172.74 

营业收入 6,850,215,702.49 6,000,482,588.70 1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359,110.71 108,100,180.76 5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546,972.69 96,851,269.40 62.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7 3.53 增加1.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3 5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3 53.8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34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金卫东 境内自然人 17.62 146,487,381 0 质押 44,060,000 

丁云峰 境内自然人 9.67 80,398,500 0 质押 8,930,000 

De Heus 

Mauritius GBL 
境外法人 9.63 80,007,352 0 无 0 

邵彩梅 境内自然人 6.56 54,559,878 0 质押 14,240,000 

王凤久 境内自然人 6.03 50,084,602 0 质押 10,695,000 

张铁生 境内自然人 5.82 48,360,000 0 质押 6,970,000 

沈阳禾丰合力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2 48,360,000 0 无 0 

王仲涛 境内自然人 5.67 47,151,000 0 质押 8,220,000 

高俊松 境内自然人 1.90 15,777,689 0 质押 8,570,000 

王振勇 境内自然人 1.18 9,800,000 0 质押 1,4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金卫东、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为一致

行动人；2.金卫东为沈阳禾丰合力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3.未发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国家持续推进去杆杠政策，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力持续深入，主要原材料价格

波动加剧，生猪价格低迷不振，公司克服了诸多不利因素，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主要经营指标

同比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公司继 2016年后再次当选“2017年度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综合排

名第 29位，并荣膺中国轻工食品行业 50强，排名第 9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8.50 亿元，同比增长 14.16%；实现利润总额 2.26 亿元，

同比增长 75.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亿元，同比增长 52.04%；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8亿元，同比增长 62.67%。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白羽肉鸡市场行情较好，公

司肉禽养殖业务业绩显著提升，肉禽产业化布局、结构更为合理，运营能力和综合盈利能力进一

步增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投资收益 9,274.02万元，同比增长 178.88%，收益主要来源于肉禽产

业化参股公司。2、公司加快饲料业务转型与升级，饲料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10%，饲料销量

同比增长 6.51%，猪饲料销量同比增长 4.27%，反刍饲料销量同比增长 27.71%（其中肉牛料销量

同比增长 50.02%），反刍饲料销量占比由上年的 14.70%增长为本年的 17.62%。3、公司继续深化

精兵简政、降本提效等管理措施以降低各项成本及费用，期间费用率由上年同期的 6.48%下降为

本年的 5.51%。 

饲料业务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化内部改革，持续推进饲料企业组织架构优化、前后方分离、精

细化管理等工作，期间费用率与单吨制造费用均同比下降；在运营方面变革与调整同时，公司积

极开展饲料产品升级和研发工作，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并不断加强客户服务与系统解决方案的

提供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及参股企业合计生产饲料 194 万吨，同比增长 8.64%。合并范围

内企业饲料销量为 105.90万吨，同比增长 6.51%；其中，猪饲料销量 40.40万吨，同比增长 4.27%；

禽饲料销量 41.29万吨，同比下降 0.99%；反刍饲料销量 18.66万吨，同比增长 27.71%；水产饲

料销量 4.97 万吨，同比增长 25.65%。报告期内，公司饲料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32.64 亿元，同比

增长 9.10%。母公司的智能化预混料工厂将在下半年投产，生产工艺及自动化程度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 

肉禽产业化情况： 

凭借多年的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积淀，公司肉禽产业化业务厚积薄发，实现了从 2008

年只有一家屠宰工厂到 2018 年拥有 30余家控股及参股公司的跨越式发展，覆盖了种鸡饲养、孵

化、饲料、养殖、动保、屠宰、肉品加工、熟食出口等业务领域，主要分布于辽宁、河北、河南、

吉林、山东等省，在规模上跻身白羽肉鸡行业第一梯队，成为国内主要的白羽肉鸡产品供应商之

一，同时公司努力拓展熟食出口业务，熟食产品已进入日本、韩国市场。 

公司肉禽养殖主要采取“公司+大农场”的经营模式，严格执行科学饲养标准，实现了生物安

全风险可控下的养殖规模快速扩张，同时在公司与合作场之间形成共赢的信赖机制，并带动合作

养殖户致富。公司致力于建立现代化的笼养养殖小区，从过去的散养模式过度到现代化、集约化

养殖小区模式，具有节省土地、劳动力，减少能源供应，生产效率高等优点，能更好地控制养殖

环境，全程严格执行科学饲养标准，确保养殖安全。与市场上的普通平养鸡舍相比，公司的笼养

小区在饲养环境、养殖成绩、客户利润等方面均占有较大优势。公司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带

动辽宁和全国白羽肉鸡产业向绿色制造、安全健康的方向发展，提高食品工业质量安全水平、保

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及参股企业合计肉鸡屠宰量 1.93亿羽，同比增长 16%；肉鸡养殖量 1.51

亿羽，同比增长 49%；生产肉品 48万吨，同比增长 18%；出口生食肉品 8,485 吨,同比增长 72%。

各项生产技术指标居于国内前列。公司肉鸡养殖量逐渐接近屠宰量，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提升，

协同效应增强。 

原料贸易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贸易系统在市场与内部管理等方面做了诸多改变与提升。市场应对方面：

通过集团采购与原料贸易业务相结合，以及与上游供应商紧密联系形成战略合作等方式，显著增

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内部管理方面：通过内外部培训、大数据分析，显著提高原料贸易业

务团队的核心能力与管理决策水平。公司洞察经济走向，顺应市场发展，积极开发中国南方市场，

以港口为基地大力开展进口产品的贸易，并抓住了上半年原料价格上涨的行情机会。报告期内，

公司原料贸易实现销售收入 13.71亿元，同比增长 9.36%。 

生猪养殖业务情况： 

公司目前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河北地区布局了生猪养殖业务，均为农业部制定的

《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 年）》重点发展区域或潜力增长区域。报告期内，公司部



分养殖企业陆续开始投产，公司控股及参股企业合计生猪出栏量 8.51万头，同比增长 77%；母猪

存栏量 1.07 万头，同比增长 160%。2018 年上半年，生猪养殖行业不景气，生猪价格持续低迷，

行业出现全面亏损。公司生猪养殖业务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对公司整体业绩有影响但相对较小。 

技术研发创新情况： 

公司上半年主导和参与了国家和省市级 15 个项目和《标准》制定，其中，“猪低氮排放系列

饲料研制与推广关键技术攻关”获得 2018 年度辽宁省畜牧业科技贡献奖一等奖；“猪精准高效生

物饲料的研制关键技术集成与推广”正在申请 2018年度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已通过网评；“无

抗、高效仔猪饲料系列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已列入辽宁省重点研发计划；作为饲料行业企业单位

代表参与了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组织的两个团体标准“产蛋后备鸡、产蛋鸡、肉用仔鸡配合饲料标

准”和“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初稿的完成，并已递交国家标准局审批；启动并开始了部

分“丹系猪营养联合研究项目”；2018 年 6 月底通过了禾丰立项申请的辽宁省地方标准“蛋鸡无

抗饲料营养标准及加工工艺规范”；参与的饲料行业“无抗饲料团体标准”正在编制中。公司上半

年有 3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8项发明专利提交并被正式受理。 

2018年上半年，应对毛猪市场价格低迷、毛鸡市场价格高企，以及反刍和水产市场的变化和

竞争需求，公司积极进行产品升级与技术研发工作： 

1、生猪饲料产品：公司在低蛋白-低豆粕配方-发酵饲料产品方向分配了更多精力，继 2017

年爱丰 8成功开发后，报告期内公司开发了低蛋白“爱丰”系列产品，升级了教槽料“金粉佳粒”

产品，30%的浓缩料产品效果获得突破性进展，农业部 2625号公告替代 1224号公告后公司的饲料

产品平稳过渡被市场认可，丹系母猪料产品的效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并继续开展更精细化的试

验， 巩固了高产母猪料的市场地位。 

2、肉禽饲料产品： 

（1）白羽肉鸡精准营养和新饲喂模式的研究和落地：在新的笼养模式下，根据肉禽生理特点

所设计的饲料产品并给出相应的饲喂方案，对接的 370万只肉鸡的群体数据，体重能达到 3千克、

料肉比 1.60:1，为养殖户和公司创造了较高的利润。 

（2）无抗饲料配方技术日趋成熟：公司对饲料中的药品使用管理已严于国家标准，饲料配方

技术、饲料加工工艺技术、养殖模式的升级、饲喂模式的调整以及动保人员对肉禽肠道健康的提

前监控和预警技术共同结合，让无抗饲料和现场减抗的技术成为现实。 

3、蛋禽饲料产品：针对低豆粕配方和生物发酵饲料应用以及未来预混料产品的推广等方向开

展了一系列研发工作，通过功能型产品的应用，改善蛋鸡肠道健康和免疫功能；生物发酵饲料对



蛋鸡产蛋高峰期的维持看到正向效果。 

4、反刍饲料产品：公司根据生产性能精准定制日粮、标准化牧场饲养管理方案，借助技术研

发与供应商服务资源等推动产品和服务升级，推出的瘤胃康产品有效提升了粗料效果，减轻了奶

牛场对美国进口苜蓿草的依赖。在技术研发工作的助力下，公司的反刍系列产品获得了较强的市

场竞争力，销量增幅较大。 

5、水产饲料产品：公司以“资源性、高价格原料替代，水产动物低氮低磷排泄，以及养殖动

物健康与水产品安全”为目标，利用自主研发、产学研结合等方式开展了多项研发项目，公司利

用研发基地不断筛选和开发水产专用功能性产品，加强对核心关键原料的供应商筛选及其生产过

程质量控制的干预和评估等，降低配方成本，稳定提升产品质量。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