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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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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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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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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以2021年12

月31日股本总数506,093,44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0.52元（含税）,以此计

算合计分配现金26,316,859.04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10.16%。如在实施权益分派

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并将另

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此分配方案尚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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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农牧 603477 振静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密 袁泉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C5幢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

号C5幢 

电话 028-62050265 028-62050265 

电子信箱 zhoumi@zhenjinggufen.com yuanquan@zhenjinggufe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养殖及饲料业务行业情况 

1、养殖业务行业情况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猪肉生产和消费国家，国家出台了大量生猪养殖扶持政策，近年来，我国

生猪生产总体保持稳定，期间略有波动，但总体仍保持增长趋势。由于我国饮食习惯的特点，猪

肉一直是居民肉类消费的主体，占肉类消费的比例最高，近年来我国猪肉消费量一直维持在 60%



以上。 

由于我国生猪养殖长期以散养为主，规模化程度较低，散养户普遍在猪肉价格高时进入，在

猪肉价格低时退出，从而影响市场供给量的稳定性，导致行业供需匹配呈现出较大的周期性波动。

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低，叠加生猪固有生长周期、大规模疫病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生猪养殖行

业呈周期性波动。猪肉价格一般 3-4 年为一个周期，近十年来我国猪肉价格经历了多轮价格周期。

2019、2020 年受动物疫情的影响，全国生猪产能大幅下降，生猪价格持续上升且长时间在高位运

行。2021 年，我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不利影响，农业继续保持高质量

稳步发展。据农业农村部和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 1-12 月，生猪出栏量 67,128 万头，同比增

长 27.4%；2021 年年末生猪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量分别为 44,922 万头和 4,329 万头，比上年末

分别增加 10.5%和 4.0%，生猪产能全面恢复。随着生猪产能的恢复，生猪价格大幅下跌并于低位

震荡运行，2021 年以来国家的生猪养殖相关政策也逐步由“促进行业产能恢复”向“促进生猪产

业平稳有序发展”转变。在《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的指

导下，国家已分四批开展中央储备猪肉收储，对国内生猪价格起到一定的支撑和稳定作用。 

大型养殖企业在土地资源获取、疫病防治和投融资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具备相对完

善的产业链布局，在猪周期进入下行阶段时更具备抗风险的能力。散户养殖由于易受土地和环保

带来的资金压力、生产效率较低、疫情防控难度大等因素的限制，导致其抗风险能力较弱，散户

或退出，或与大型养殖企业合作、成立专业养殖合作社等方式主动寻求转型升级。未来一段时间

内，行业集中度和养殖规模化的快速提升将成为行业发展趋势，规模化养猪企业基于生猪成活率

较高、先进设备下的防疫优势、规模化后的成本优势和面对下游客户的议价能力等要素，拥有广

阔的成长空间。 

2、饲料业务行业情况 

饲料行业是现代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是连接着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中间

行业，是农业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着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

国饲料行业经过 40 多年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之一，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第一

饲料生产大国。 

由于猪肉、鸡鸭等禽类与蛋类产品为我国居民主要蛋白摄入来源，畜禽饲料亦成为主要市场

需求品种。其中，我国居民多年以来形成的肉食消费习惯以及中国养殖业规模化发展，使得猪饲

料与禽饲料成为饲料产品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饲料行业受行业竞争加剧、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中小型饲料企业的盈利和生

存空间日益缩小，饲料企业数量逐年减少，国内饲料行业整合步伐加速，大中型企业拥有较高的

技术研发水平，通过质量和品牌优势逐步占据了其细分产品市场的主要份额，并能够通过收购兼

并继续发展壮大，进而进一步提高行业集中度，使其市场份额逐年提高。饲料行业经历快速增长

时期，已经进入成熟整合阶段，企业转型升级不仅能通过横向并购整合，也可以通过纵向发展成

为大规模全产业链企业，打造养殖一体化企业。 

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日益重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也逐步提升。饲料是动物性食品安全

的源头，饲料中的有害物质可能会通过在动物体内残留对人体造成危害，所以饲料安全与食品安

全紧密相连。目前，我国饲料行业已逐渐转向“安全、高效、环保”的方向进行研发和市场推广，

以建设优质、安全、高效的饲料生产体系，保障饲料安全。 

3、皮革业务行业情况 

制革行业为可再生资源产业，是畜牧业的延伸，是循环经济重要的一环。根据《皮革行业“十

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 “十四五”期间皮革行业设定了八个重点目标，主要涉及生产效

益、科技创新、质量品牌、出口结构、绿色制造、产业集群、数字化运营、人才梯队，发展目标

聚焦科技创新和绿色制造，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 

目前该行业正在由生产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较小、数量较多的状况，向区域化产业集群、



大企业主导、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上下游产业紧密链接的格局发展，已初步形成上中下游产品

相互配套、专业化强、分工明确、特色突出、对拉动当地经济起着重要作用的产业集群地区。 

（一）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为：1、养殖及饲料生产和销售；2、中高档天然皮革的研发、制造与销

售。业务介绍具体如下： 

1、养殖及饲料生产和销售 

公司拥有生猪养殖行业较为完整的一体化产业链，是集种猪、饲料、商品猪生产于一体的农

业产业化经营企业。公司秉承“认真养猪一百年，持续造福三代人”的理念，凭借丰富的养殖管

理经验，同时专注于养殖产业链的建设发展以及饲料行业中的深度布局，具备较强的科技研发力

量和完善的营销网络，使养殖业务与饲料业务的协同效应得以有效发挥。养殖业务与饲料业务的

产品及用途分别如下： 

（1）养殖业务 

养殖业务产品包括生猪和黄羽鸡，生猪以商品猪、仔猪以及种猪为主，公司的商品猪和黄羽

鸡主要销售给个人中间商（生猪经纪人、鸡贩），最终流通向终端消费市场；种猪、仔猪主要销售

给养殖客户。 

（2）饲料业务 

饲料业务产品主要包括猪饲料、禽饲料和水产饲料。公司的饲料产品大部分用于供应公司各

养殖基地，剩余部分以经销和直销相结合的方式对外进行销售。 

2、中高档天然皮革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公司皮革业务拥有汽车革、鞋面革、家私革三大产品线，产品链条完整，柔性化的生产方式

能够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公司皮革业务主要产品为牛皮革，具备厚薄均匀、粒面丰满、皮面光滑、坚韧结实、机械强

度高，耐热耐寒、透气排湿、色泽醇正、美观大气、高档华丽的特性，广泛运用于汽车座椅及内

饰、中高档家私、鞋面、包带、房屋装饰等方面。 

（二）公司主要业务的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1）养殖业务 

公司养殖业务采用紧密型“公司+农户”和一体化自主养殖两种生产模式。 

紧密型“公司+农户”模式：公司负责生猪、肉鸡育种和扩繁，农户负责育肥；农户作为公司

养殖产业链条的一环，通过委托养殖合作协议约定，按分工合作方式进行生产，按内部流程定价

和核算方式计算收益。该模式下，合作农户负责商品猪及肉鸡的养殖环节，其养殖的商品猪及肉

鸡所有权仍归属于公司；公司负责向合作农户提供幼苗，以及饲料、药品、疫苗等物资供应，合

作农户在公司的养殖规程培训、指导下开展育肥饲养工作，并接受公司的监督检查；待产品育肥

达到出栏标准后，由公司负责最终的销售环节，并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法与合作农户结算对应

的报酬。具体流程如下： 



 

一体化自主养殖生产模式：公司从 PIC 公司引进高质量、高健康种猪种群进行祖代和父母代

扩繁，坚持基因育种，坚持选育优秀的品种，种猪选育和扩繁、仔猪生产、商品猪育肥全程由公

司负责。公司目前主要在西南布局种猪育种繁育基地，并根据基地具体情况配套建设育肥场。 

（2）饲料业务 

公司饲料业务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在各厂实行统一的生产相关规范，从生产管理制度、

岗位职责、生产工艺流程、设备维修保养体系等方面对公司各饲料子公司进行统一管理。 

（3）皮革业务 

由于皮革产品的下游行业众多，多余皮革产品的规格、颜色、花纹、手感、表面效果等方面

有各式各样的要求，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主要根据客户的订单来安排生产计划。公司

主要通过境外子公司直接向当地屠宰场、牧场采购原皮，经盐渍初加工后，运销至境内生产加工。 

2、销售模式 

（1）养殖业务 

公司生猪产品主要分为商品猪和种猪、仔猪。商品猪主要销售渠道为生猪经纪人和屠宰加工

企业。生猪经纪人长期活跃于屠宰加工企业和生猪养殖企业之间，具有较丰富的运输经验、市场

供求信息和一定的客户资源，在生猪销售链条的上、下游之间起到纽带的作用。种猪与仔猪主要

销售给养殖客户。公司鸡类产品主要销售给鸡贩，通过这些个人中间商流通至最终消费市场。 

（2）饲料业务  

公司饲料业务采用经销和直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经销模式即公司销售团队在当地开发经销

商客户，将饲料产品买断式销售给经销商，由经销商继续向当地养殖户进行销售的模式；直销模

式即公司销售团队在当地开发养殖户客户，将饲料产品直接对养殖户销售的模式。 

（3）皮革业务 



皮革业务面对的主要下游客户为各个细分市场的知名企业，因此，公司主要采取直销模式，

积极搭建与客户之间一对一的交流平台，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和市场动态，不断提高自身产品品

质及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3、采购模式 

（1）养殖业务 

公司养殖业务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为饲料、疫苗及兽药等。养殖所需的饲料产品集中统一向饲

料子公司进行采购；养殖所需疫苗、兽药等产品由公司养殖事业部统一制定采购计划、采购合同

谈判及合格供应商的选择，养殖业务板块各公司在供应链中心和养殖服务事业部的统一管理下分

别进行采购。 

（2）饲料业务 

公司饲料业务采购的原材料主要有玉米、豆粕、鱼粉、大豆、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其他饲料

添加剂等。公司设立了饲料业务的原材料采购中心，各饲料业务子公司每月初根据原料库存、生

产计划、市场行情制定采购计划。根据采购计划，各子公司从供应商名单选择供应商进行询价，

结合价格和品质，确定供应商。各子公司与供应商达成采购意向，经采购中心审核通过后签订合

同。 

（3）皮革业务 

公司皮革业务主要分类采购牛原皮和化学原料两类物资，建立了完善的采购管理制度、采购

申请与审批制度、授权审批与核准制度、供应商评价制度。一般采购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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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供应部/

进出口部 

采购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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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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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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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地位 

公司是以生猪养殖为主的大型畜禽养殖企业，全资子公司巨星有限经过十余年规模化猪场管

理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管理经验。公司已形成生猪养殖行业较为完整的一体化产业链，是

西南地区集种猪、商品猪、饲料生产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龙头企业之一，先后荣获“中



国畜牧行业百强优秀企业”、“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荣誉。 

公司专注于养殖产业链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在全国布局了“成都基地、广元基地、泸州基地、

宜宾基地、眉山基地、乐山基地、雅安基地、攀西基地、平塘基地、平南基地、廊坊基地”十一

个生猪养殖基地，已建成 19 个标准化种猪场；同时已建成 2 个 20 万套土肉鸡种鸡场。此外，公

司在饲料行业中深度布局，拥有较强的科技研发力量和完善的营销网络，在四川、重庆、云南等

地拥有多个饲料生产基地，现有饲料生产能力超 90 万吨/年，与其畜禽养殖业务的协同效应得以

有效发挥。 

（四）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面对行业成本高企、猪价低迷的局势和动物疫情防控严峻形势的挑战，公司准确

判断形势，精心部署经营计划，全体员工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产销，各项经营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主要业绩驱动原因如下： 

1、一体化经营带来的种猪优势和成本优势 

“一体化经营”使得公司可以建立集饲料加工、生猪育种、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等多个环

节于一体的完整生猪产业链，同时有别于其他公司在市场行情较好的情况下需大量外购仔猪和种

猪的需求，公司自产的仔猪、种猪除完全满足公司业务需要。公司的种猪质量较好，未携带蓝耳、

伪狂犬 GE、PED、非洲猪瘟等常见猪传染病毒；公司生猪养殖过程中也执行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保证对外销售的种猪在交付时蓝耳、伪狂犬 GE、PED、非洲猪瘟抗原抗体检测均为阴性，在后续

养殖过程中患病率较低。种猪后代具有生产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肉质性状好、适应性强和繁

殖性能强的特性，故公司种猪在市场上受欢迎程度较高。 

公司通过一体化经营，基本实现了种猪、仔猪、商品猪繁育以及生猪养殖所需饲料的研发、

生产。自产饲料降低养殖成本、自繁自养降低仔猪成本，这些措施均能够有效降低肥猪养殖成本，

较同行业虽采取一体化经营但为快速扩繁、增加肥猪出栏量而存在对外采购种猪、仔猪的公司，

具有相对较高的毛利率。 

2、销售结构和销售价格的优势 

公司生猪养殖业务包含种猪、仔猪和肥猪销售。虽然报告期内猪价保持下行震荡趋势，但 2021

年上半年平均销售价格仍相对较高，其中种猪、仔猪单位销售价格远高于肥猪。公司果断抓住机

遇调整销售结构，加大对外销售种猪、仔猪的规模，销售毛利率较高，同时也实现了快速回款，

降低了经营风险。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6,015,777,263.47 4,295,314,764.77 40.05 1,423,907,704.7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288,925,918.35 2,659,804,487.23 23.65 852,252,292.84 

营业收入 2,982,922,735.67 1,439,190,604.09 107.26 555,559,032.5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8,981,782.60 127,676,931.93 102.84 39,511,756.4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307,698,107.46 259,170,352.81 18.72 38,625,777.53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5,208,482.89 373,234,074.44 -58.42 54,936,780.2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73 7.91 增加0.82个百分

点 

4.6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3 0.38 39.47 0.1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3 0.38 39.47 0.1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20,223,378.71 734,221,848.00 629,706,026.60 898,771,48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1,104,189.75 57,047,952.29 -85,537,517.31 56,367,15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26,069,622.62 65,671,955.15 -85,813,791.45 101,770,32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3,144,387.68 236,356,688.42 -205,244,238.66 50,951,645.4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1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53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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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0 129,654,123 25.62 24,364,123 

质

押 
76,8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0 123,498,238 24.40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贺正刚 0 21,210,000 4.19 0 
质

押 
19,600,000 

境内

自然

人 

陈强 4,528,245 5,454,545 1.08 5,454,545 无   

境内

自然

人 

新疆宝地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5,454,545 5,454,545 1.08 5,454,545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财通价

值动量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32,200 5,232,200 1.03 0 无   其他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庚价值先

锋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5,051,600 5,051,600 1.00 0 无   其他 

崔宇红 4,173,454 4,546,454 0.90 4,545,454 无   

境内

自然

人 

袁伯银 890,376 4,545,454 0.90 4,545,454 无   

境内

自然

人 

蔡金垵 4,545,454 4,545,454 0.90 4,545,454 无   

境内

自然

人 

王新 4,545,454 4,545,454 0.90 4,545,454 无   

境内

自然

人 

费俊杰 4,545,454 4,545,454 0.90 4,545,454 无   

境内

自然

人 

成都鼎建新材料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545,454 4,545,454 0.90 4,545,454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贺正刚先生持有和邦集团 99.00%的股份，与和邦集团存在关

联关系。和邦集团持有巨星农牧 25.62%的股份，贺正刚持有



巨星农牧 4.19%的股份，和邦集团与贺正刚先生互为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82,922,735.67 元，同比增加 107.26%，营业成本

2,416,438,587.97元，同比增加 142.11%。主要系上期仅将巨星有限公司 7-12月报表纳入合并范

围以及本期生猪养殖规模扩大，生猪出栏量较上期增加，收入及成本相应增加。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