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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相关事项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农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

相关法规规定，担任神农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机构。 

神农集团 2022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亏损，实现净利润-12,276.50万元。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的规定，保荐

机构对神农集团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以下简称“本次现场检查”），现将本次

现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在获悉神农集团 2022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亏损的情况后，保荐机构对公司进

行了现场检查。检查人员现场检查了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查阅收集相关文

件资料，并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对神农集团 2022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亏损

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 

二、神农集团 2022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2022年 1-6月公司经营业绩与 2021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同比变化情况 

营业收入 117,807.04 158,797.90 -25.81% 

营业成本 114,408.47 109,571.30 4.41% 

税金及附加 368.37 412.77 -10.76% 

销售费用 1,673.79 2,062.45 -18.84% 

管理费用 9,727.16 7,119.62 36.62% 

研发费用 1,234.03 1,218.36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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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同比变化情况 

财务费用 -186.43 320.90 -158.10% 

其他收益 273.82 269.33 1.6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715.55 575.76 24.2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80.56 -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73.23 -545.27 49.89%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709.03 -542.48 -399.37%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21 8.09 -139.65% 

营业利润 -11,033.89 37,857.93 -129.15% 

2022年 1-6月，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1,033.89万元，实现净利润-12,276.50

万元，经营业绩亏损。 

三、神农集团 2022 年半年度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 

（一）生猪价格处于低位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出栏生猪数量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增加，公司出

栏生猪 44.31万头，较上年同期增加 38.60%。而公司 2022年 1-6月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减少 25.81%，主要系 2021年上半年生猪价格较高，而此后生猪价格下

滑所致。受生猪价格下滑影响，公司 2022 年 1-6 月综合毛利率水平由上年同期

的 31.00%下降至 2.88%。 

生猪养殖行业具有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猪周期”对生猪养殖行业利润

水平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2018 年 8 月，我国发生首例非洲猪瘟疫情，此后疫

情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对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造成了较大冲击，生猪存栏量和

能繁母猪存栏量呈现下降的趋势。2019 年 7 月起，全国范围均出现较为明显的

生猪供给缺口，各省生猪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至 2019年 10月，全国大部分地区

生猪价格上涨至历史高点；2020年内，我国生猪价格呈高位震荡波动的趋势。在

生猪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养殖企业补栏积极性高涨，2021 年生猪供给量显著增

加。2022 年一季度，生猪市场价格维持低位震荡趋势。2022 年 4 月份开始，生

猪价格有所反弹。 

2018年 1月以来我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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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以来全国 22 个省市生猪平均价格波动情况（元/千克）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22 年 6 月末，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和谨慎性原则，对存栏的消耗

性生物资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2022年 1-6月，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为 2,709.03

万元，而 2021年同期为 542.48万元，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营业利润水

平。 

四、公司经营业绩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情况 

2022年 1-6月，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1 年 1-6 月营业利润 2022 年 1-6 月营业利润 

温氏股份 -226,297.40 -341,785.84 

牧原股份 1,110,192.06 -751,487.67 

天邦食品 -45,566.71 62,601.93 

正邦科技 -87,063.01 -458,976.57 

新希望 -142,233.92 -431,515.42 

神农集团 37,857.93 -11,033.89 

同行业上市公司天邦食品 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利润 62,601.93 万元，主

要贡献来自转让子公司 51%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 14.20亿元，剔除上述因素后经

营业绩为亏损。因此，温氏股份、牧原股份等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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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绩均为亏损，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变动趋势一致。公司的商品猪

销售价格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经营业绩情况相对较好，商品

猪单位成本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具备一定优势。具体原因包括：公司拥

有从原种猪、祖代到父母代的核心育种体系，仔猪主要为自繁自产；公司采用规

模化、现代化、生物安全化的养殖模式，建设的大型生猪养殖场均处在生物安全

条件优秀的山地地区，并严格执行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未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的严

重冲击；公司“饲料-养殖-屠宰”的全产业链布局体现出一定的互补优势，在一

定程度上减弱了市场行情剧烈波动对公司总体净利润的冲击。 

五、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公司应根据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周期合理调整经营策略，进一步加强经

营管理，防范相关经营风险。对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亏损的情况，公

司应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

益。 

六、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第二

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报告需要上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七、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发行人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提供本次现场检查所需文件、

材料及相关信息，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现场检查，并为保荐机构的现场检查提供

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八、相关风险提示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动物

疫情风险、生猪及猪肉价格波动、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存货减值、业绩波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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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等情况进行了风险提示，具体披露情况如下： 

1、动物疫情风险 

“生猪养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疫病包括：猪蓝耳病、猪瘟、猪流行性腹泻、

猪伪狂犬病、猪口蹄疫、非洲猪瘟等。生猪疫情具有种类多、频繁发生、影响范

围广等特点，是生猪养殖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生猪疫情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

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疫病可能导致生猪死亡，动物防疫部门也可能对潜在患病猪只进行扑

杀，直接导致公司生猪出栏数量下降；（2）在疫病高发时期，生猪养殖过程中使

用兽药、疫苗的数量将增加，公司也将投入更多的管理成本，导致生猪养殖环节

的生产成本增加；（3）在面临重大疫情时，中小规模的生猪养殖户为规避损失可

能会将生猪恐慌性出栏，短期内造成生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4）生猪疫情的大

规模发生与流行，可能引发消费者对猪肉食品安全的忧虑，导致猪肉消费的终端

需求下降，对公司的产品销售造成不利影响；（5）在发生重大疫情时，生猪存栏

量的大幅度下降可能导致生猪饲料需求下降，对公司饲料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若未来公司自有养殖场、公司周边地区或全国范围内发生较为严重的动物疫

情，公司将面临疫情扩散所带来的产销量及销售价格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甚至

产生亏损的风险。 

2018 年 8 月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陆续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非洲猪瘟是

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患病猪只致死

率极高，但不会引发人体致病。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目前尚未研制出有效防控或

治疗非洲猪瘟疫情的疫苗或药物，对于染疫猪群仍普遍采用扑杀手段防止疫情扩

散。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数据，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因非洲猪瘟疫情共扑杀生

猪约 122 万头；公司主要养殖场所在地云南省共发生 13 起非洲猪瘟疫情，分别

发生在昭通市、普洱市、昆明市等多个地区。若未来公司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

情，可能导致生猪的死亡率上升，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整个猪舍或猪场的猪群遭

受扑杀，使得公司生物资产遭受较为严重的损失，进而引发公司业绩下降乃至亏

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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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猪及猪肉价格波动风险 

“从历史数据来看，生猪及猪肉价格受猪的生长周期、存栏量、饲料价格、

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呈现出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约 3-4年为一个完整

波动周期。造成生猪及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生猪及猪肉供求关系的

变动：当生猪价格较高时，生猪养殖户/企业为增加盈利，进行母猪或仔猪补栏，

由于生猪具有相对固定的生长周期，市场供应增加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猪

价在一定时期内仍然维持高位；但是随着出栏生猪逐渐增加，市场供应增加最终

将导致供过于求，生猪价格回落；在生猪价格回落至低点时，生猪养殖户/企业

出现亏损或微利状态，则开始逐步减少养殖量并又最终导致供不应求，生猪价格

再次进入上涨周期。上述变化规律最终使得我国生猪及猪肉价格呈现周期性波动。 

生猪及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导致生猪养殖行业利润率水平呈现周期性波动，

行业层面的疫情（例如非洲猪瘟疫情）也可能打断上述周期性波动。若生猪市场

价格因周期性波动出现持续大幅下跌，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盈利能力造成不利

影响。” 

3、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报告期内玉米、豆粕成本占公

司配合饲料成本比例约为 60-70%，占商品猪成本的比例约为 40-50%。玉米、豆

粕作为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较大。若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

发生大幅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营业成本，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若原

料价格大幅上涨，而公司由于市场因素或者其他原因未能及时调整产品销售价格，

则存在对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4、存货减值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71.68%、38.96%和

40.04%，主要系原材料及消耗性生物资产。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是存栏商品

猪，其可变现净值受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生猪市场价格受供需关系、疫病

等因素影响而出现波动。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分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58.14 万

元、31.51万元和 44.79万元。若未来养殖行业发生重大疫病或进入低谷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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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可能导致公司计提较多存货跌价准备，影响经营业绩。” 

5、业绩波动及下滑的风险 

“公司经营过程中会面临本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的各项已识别的风险，部分

风险对公司经营业绩及盈利能力有较大影响，如动物疫病与自然灾害风险、产品

价格波动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等，也会面临其他无法预知或控制的内外部

因素的影响，可能使公司的经营业绩面临波动或下滑的风险。” 

（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2021年 5月 27日，公司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对

生猪及猪肉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进行了提示，具体披露情况如下： 

“生猪及猪肉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

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近期生猪及猪肉市场

价格呈现波动下行趋势，如果未来生猪及猪肉价格持续下跌，将会对公司的业绩

产生较大影响，甚至产生亏损。” 

（三）2021 年年度报告 

2022年 4月 22日，公司公告的《2021 年年度报告》中对动物疫情风险、生

猪及猪肉价格波动、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存货减值等情况进行了风险提示，具

体披露情况如下： 

1、动物疫情风险 

“生猪养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疫病包括：猪蓝耳病、猪瘟、猪流行性腹泻、

猪伪狂犬病、猪口蹄疫、非洲猪瘟等。生猪疫情具有种类多、频繁发生、影响范

围广等特点，是生猪养殖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生猪疫情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

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疫病可能导致生猪死亡，动物防疫部门也可能对潜在患病猪只进行扑

杀，直接导致公司生猪出栏数量下降；（2）在疫病高发时期，生猪养殖过程中使

用兽药、疫苗的数量将增加，公司也将投入更多的管理成本，导致生猪养殖环节

的生产成本增加；（3）在面临重大疫情时，中小规模的生猪养殖户为规避损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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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将生猪恐慌性出栏，短期内造成生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4）生猪疫情的大

规模发生与流行，可能引发消费者对猪肉食品安全的忧虑，导致猪肉消费的终端

需求下降，对公司的产品销售造成不利影响；（5）在发生重大疫情时，生猪存栏

量的大幅度下降可能导致生猪饲料需求下降，对公司饲料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若未来公司自有养殖场、公司周边地区或全国范围内发生较为严重的动物疫

情，公司将面临疫情扩散所带来的产销量及销售价格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甚至

产生亏损的风险。 

2018 年 8 月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陆续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非洲猪瘟是

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患病猪只致死

率极高，但不会引发人体致病。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目前尚未研制出有效防控或

治疗非洲猪瘟疫情的疫苗或药物，对于染疫猪群仍普遍采用扑杀手段防止疫情扩

散。若未来公司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可能导致生猪的死亡率上升，极端情

况下可能导致整个猪舍或猪场的猪群遭受扑杀，使得公司生物资产遭受较为严重

的损失，进而引发公司业绩下降乃至亏损的风险。” 

2、生猪及猪肉价格波动风险 

“从历史数据来看，生猪及猪肉价格受猪的生长周期、存栏量、饲料价格、

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呈现出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约 3-4年为一个完整

波动周期。造成生猪及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生猪及猪肉供求关系的

变动：当生猪价格较高时，生猪养殖户/企业为增加盈利，进行母猪或仔猪补栏，

由于生猪具有相对固定的生长周期，市场供应增加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猪

价在一定时期内仍然维持高位；但是随着出栏生猪逐渐增加，市场供应增加最终

将导致供过于求，生猪价格回落；在生猪价格回落至低点时，生猪养殖户/企业

出现亏损或微利状态，则开始逐步减少养殖量并又最终导致供不应求，生猪价格

再次进入上涨周期。上述变化规律最终使得我国生猪及猪肉价格呈现周期性波动。 

生猪及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导致生猪养殖行业利润率水平呈现周期性波动，

行业层面的疫情（例如非洲猪瘟疫情）也可能打断上述周期性波动。若生猪市场

价格因周期性波动出现持续大幅下跌，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盈利能力造成不利

影响，引发公司业绩下降乃至亏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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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报告期内玉米、豆粕成本占公

司配合饲料、商品猪成本的比例较高。玉米、豆粕作为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受供

求关系影响较大。若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

营业成本，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若原料价格大幅上涨，而公司由于市

场因素或者其他原因未能及时调整产品销售价格，则存在对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的风险。” 

4、存货减值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29.99%，主要系原材料及消耗

性生物资产。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是存栏商品猪，其可变现净值受生猪市场

价格波动的影响，生猪市场价格受供需关系、疫病等因素影响而出现波动。报告

期末，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694.94 万元。若未来养殖行业发生重大疫病或

进入低谷期，生猪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可能导致公司计提较多存货跌价准备，影

响经营业绩。” 

（四）2022 年半年度报告 

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公告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对动物疫病风险、

生猪价格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等情况进行了风险提示，具体披露情况如下： 

1、动物疫病风险 

“生猪养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疫病包括:猪蓝耳病、猪瘟、猪流行性腹泻、

猪伪狂犬病、猪口蹄疫、非洲猪瘟等。生猪疫情具有种类多、频繁发生、影响范

围广等特点，是生猪养殖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生猪疫情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

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疫病可能导致生猪死亡，动物防疫部门也可能对潜在患病猪只进行扑

杀，直接导致公司生猪出栏数量下降；（2）在疫病高发时期，生猪养殖过程中使

用兽药、疫苗的数量将增加，公司也将投入更多的管理成本，导致生猪养殖环节

的生产成本增加；（3）在面临重大疫情时，中小规模的生猪养殖户为规避损失可

能会将生猪恐慌性出栏，短期内造成生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4）生猪疫情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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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发生与流行，可能引发消费者对猪肉食品安全的忧虑，导致猪肉消费的终端

需求下降，对公司的产品销售造成不利影响；（5）在发生重大疫情时，生猪存栏

量的大幅度下降可能导致生猪饲料需求下降，对公司饲料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若未来公司自有养殖场、公司周边地区或全国范围内发生较为严重的动物疫

情，公司将面临疫情扩散所带来的产销量及销售价格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甚至

产生亏损的风险。” 

2、生猪价格波动风险 

“生猪及猪肉价格受猪的生长周期、存栏量、饲料价格、市场供求等多种因

素影响，呈现出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生猪及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导致生猪养

殖行业利润率水平呈现周期性波动，行业层面的疫情(例如非洲猪瘟疫情)也可能

打断上述周期性波动。若生猪市场价格因周期性波动出现持续大幅下跌，将会对

公司经营业绩及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引发公司业绩下降乃至亏损的风险。” 

3、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报告期内玉米、豆粕成本占公

司配合饲料、商品猪成本的比例较高。玉米、豆粕作为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受供

求关系影响较大。若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

营业成本，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若原料价格大幅上涨，而公司由于市

场因素或者其他原因未能及时调整产品销售价格，则存在对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的风险。” 

九、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检查，保荐机构认为：神农集团 2022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亏损，主要原因

包括生猪价格处于低位、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等，为“猪周期”等行业因素导致。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半年度报告》

等披露文件中充分提示相关风险。本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对神农集

团未来业绩情况进行持续关注和督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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