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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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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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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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686,815,275.93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820,481,161.13元。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

的利润分配。因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事项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相关工作尚未结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考

虑到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的安排和推进计划，为确保公司上述事项顺利实施

，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利润分配，待本

次发行工作完成后，择机审议、实施利润分配事项。

本预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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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神农集团 60529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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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蒋宏 李栋兵

联系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23号昆

明恒隆广场办公楼39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

23号昆明恒隆广场办公楼39层
电话 0871-63193176 0871-63193176
传真 0871-63193176 0871-63193176
电子信箱 jh@ynsnjt.com ldb@ynsnj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情况说明

1、饲料行业

2024年，生猪市场供需格局逐步向好，年均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较上年度整体呈下降趋势，

生猪养殖行业呈现产能调整与盈利改善的态势，生猪出栏量同比有所减少，下游养殖对饲料需求

减弱。同时受阶段性供求错位、通胀压力传导、地缘政治等因素扰动，饲料主要原材料价格虽整

体呈下行趋势，但依然震荡不断，给饲料和养殖企业均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统计，2024年，全国饲料工业总产值12,620.80亿元，比上年下降10.0%；

总营业收入 12,000.50亿元，下降 9.8%。其中，饲料产品产值 11,238.20亿元、营业收入 10,673.80
亿元，分别下降 11.7%、11.9%；饲料添加剂产品产值 1,315.80亿元、营业收入 1,262.10亿元，

分别增长 7.5%、13.7%；饲料机械产品产值 66.80亿元、营业收入 64.60亿元，分别下降 9.4%、

10.5%。

工业饲料产量小幅下降，2024年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 31,503.10万吨，比上年下降 2.1%。

其中，配合饲料产量 29,354.00万吨，下降 1.8%；浓缩饲料产量 1,294.20万吨，下降 8.8%；添

加剂预混合饲料产量 695.10万吨，下降 2.0%。分品种看，猪饲料产量 14,391.30万吨，下降 3.9%；

蛋禽饲料产量 3,236.10万吨，下降 1.2%；肉禽饲料产量 9,754.20万吨，增长 2.6%；反刍动物

饲料产量 1,449.40万吨，下降 13.3%；水产饲料产量 2,262.00万吨，下降 3.5%；宠物饲料产量

159.90万吨，增长 9.3%；其他饲料产量 250.10万吨，增长 4.1%。从销售方式看，散装饲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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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3,050.20万吨，比上年增长 10.7%，占配合饲料总产量的 49.2%，提高 5.5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饲料行业已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饲料原料价格走势复杂

多变，对饲料企业的原料采购、成本控制和市场应对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生猪养殖行业

我国生猪养殖业长期以散养为主，行业集中度较低，散养户、中小规模养殖场数量众多。

近几年国内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集中度有所提升，产业正朝高质量发展迈进，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高品质猪肉需求。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持续提升，标准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设

备加快应用，带动了行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在规模企业出栏占比大幅提升的同时，中小猪场出栏

量锐减、散户逐步退出市场。正常经营的养猪企业中，由于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生物安全条件存

在差异，从而导致各猪企养殖成本出现较大分化，在猪价回落至合理价格区间后，生产成本偏高

的企业仍面临生存危机。2024年，生猪养殖行业呈现“产能优化、成本分化、头部集中”特征，

政策调控与技术升级推动行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目前，行业形势表现为：总体产能过剩、

优质产能不足、成本明显分化、平均生产成绩提升、非瘟影响可控。

2024年，全国生猪出栏总量为 70,256万头，较 2023年减少 2,406万头，同比下降 3.3%，

2024年末全国生猪存栏 42,743万头，同比下降 1.6%（较 2023年末减少 679万头），为近 4年

最低水平，2024年末能繁母猪存栏 4,078万头，同比下降 1.6%，连续两年下降且为近 5年最低

水平。

未来，随着环保法规的日趋完善和严格，环保投入增加、养殖用地稀缺、非洲猪瘟等疫病频

发、食品安全加速推进等因素的影响，养殖水平低下、成本管控能力弱，环保设施欠缺的养殖企

业或养殖户将逐步被市场淘汰，这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生猪养殖标准化、规模化的进程。农业农村

部预计 2024年全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率（年出栏 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占比）超过 70%，同比提

高约 2个百分点。据目前已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居前十的上市公司合计出栏约

15,577万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比例约为 22%，较 2023年有所提升。

3、生猪屠宰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国猪肉产量为 5,706万吨，同比下降 1.5%，仍居全球首位，

但占全球比例较 2023年的 50%略有下降，仍是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2024 年居民家庭人均猪

肉消费量 28.10公斤/年，同比下降 7.8%；按 14亿人口估算，总消费量约 5,734万吨，仍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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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消费国。而生猪屠宰行业是生猪养殖和肉品消费之间的关键节点，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关

键环节，也是影响猪肉市场行情的重要节点之一。

近年来，我国大型屠宰加工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日趋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屠宰效率，部

分手工、半机械式的小型屠宰企业逐渐被市场所淘汰，行业集中度得以不断提高。2024年 1月 1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施行，对生猪定点屠宰厂明确具体要求，加快

行业转型升级。在相关政策及行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我国屠宰行业正处于快速整合发展阶段。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规定》于 2024年 12月 13日公布，2025 年 3月 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了农业农村部及各级主管部门在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中的职责分工。申请设立需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地方发展规划，具备特定条件。此规定严格了行业准入门槛，从源头保障肉

品质量。新申请企业需在规划、设施、人员等方面满足高标准，增加前期投入成本。对现有企业

变更、重建等行为规范管理，促使企业稳定、合规运营，利于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农业农村

部数据，我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从2019年的19,116万头增长至2024年的33,773
万头，占比由 2019年的 35.13%提升至 2024年的 48.07%，行业集中度和健康度不断提升。

未来屠宰行业将加速向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转型，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提升市场份额。

冷鲜肉、分割肉等加工产品需求增长，推动冷链物流和肉制品加工技术升级。

4、食品深加工行业基本情况

2024年，全球食品加工市场规模已达 52.13亿元，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生产和消费国，

行业规模增速显著。2019-2023 年间，我国食品加工行业产值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5.8%，中国食

品工业实现了显著的增长，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实现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实际增长 4.1%，

增速较上年加快 2.9个百分点。从供需结构看，消费升级驱动市场需求分化：基础加工食品(如米

面制品)保持稳定增长，而高附加值产品(如功能性食品、预制菜)需求激增。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在关键时期。为加快食品行业发展，推动

食品制造行业转型升级，满足居民安全、多样、健康、营养、方便的食品消费需求，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支持和促进食品制造业健康发展的行业政策与指导意见，对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进

行规范，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此外，面对食品制造业普遍存在的小、散、乱的格局，为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提升食品安全质量水平，国家在近年来陆续出台了国家食品新标准，促进食品制

造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大量不具备生产条件的食品制造企业停产、转产或被市场淘汰，维护了

食品制造行业的市场秩序，为食品制造行业市场规模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

公司是集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加工、食品深加工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也是目前云南省本土规模最大的养猪企业。公司主要业务包括：饲料加工和销售、生猪养殖

和销售、生猪屠宰和生鲜猪肉食品销售、以及食品深加工和销售业务。对外销售的主要产品包括

饲料、生猪（商品猪、仔猪等）、生鲜猪肉（主要为白条猪肉）和猪副产品（猪头、内脏等）、深

加工产品（小酥肉、午餐肉、肉肠等）等，此外还对外提供生猪屠宰服务。公司聚焦生猪全产业

链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集饲料加工和销售、生猪养殖和销售、生猪屠宰、食品加工销售等业务

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1、公司主要的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中心负责公司及子公司的饲料原料、添加剂等的采购工作。2024 年，公司通过先

进的数字化管理工具和平台，进一步提升了供应链的可视化程度，优化了供应链各环节的协调与

协同作业。通过数据实时监控和精准分析，集团能够及时掌握供应链中各项资源的流动和变化，

做到更为精准的库存管理、采购计划与生产调度，从而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响应速度并保障供应

链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对于主要的饲料原料的战略采购，由专业的行情分析团队，对大宗原料（玉米、豆粕）进行

季度或半年度行情研判，结合养殖部出栏计划，提前建仓，降低底料成本，也会结合远期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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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期货盘面进行操作，对冲风险。对于常规的原料采购，以月度为单位，使用需求预测模型与产

能优化分配模型预估一段时间内的成品饲料需求量，将需求量提供给饲料厂，饲料厂根据配方倒

算原料需求，实现精准采购，有效降低存货占用成本。在此基础上，公司不断完善相关的期货套

保制度，以保证原材料供应、规避生产经营中的商品价格风险，同时积极拓展和建立稳定的原料

采购渠道，不断深化与优秀供应商的合作，与多家大型供应商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与多家大型

饲料原料生产企业、贸易商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保障玉米、豆粕等大宗饲料原料稳定供应，降

低价格波动对业务的影响。

养殖所需动保产品由公司养殖事业部根据各个养殖场的免疫程序、实际耗用量并结合实际需

求统一制定采购计划，公司采购中心负责采购合同谈判及合格供应商的管理和物流跟踪，养殖业

务板块各养殖场在采购中心和养殖服务事业部的统一管理下分别进行采购。公司与多个国内头部

动保企业及上市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定期的质量评估和谈判，确保动保物资的稳定供应

和质量。2024年，集团进一步完善了《供应商行为准则》，强化了从选择、评估、合作到风险管

控等各环节的系统化管理，定期评估供应商的合规情况。旨在确保供应商能够持续满足公司的质

量、价格、供货能力等各项要求，从而保证公司生产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集团进一步深化采购流程的标准化与信息化建设，通过严格的供应商筛选、审批与验收机制，

确保每一笔采购活动都符合公司战略目标和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集团还加强了与各部门的协

调合作，确保采购流程的流畅性和透明度。

2、公司主要的销售模式

公司饲料销售分为内部销售和外部销售，其中内部销售主要是销售给公司各养殖场，外部销

售主要是省内经销商及部分散养户。公司的商品猪主要面向自有屠宰加工厂和生猪经纪人（销售

渠道包括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仔猪则主要销售给养殖集团公司。各类猪肉产品主

要是通过各大农贸市场、生鲜超市、批发经销商和线上订购等渠道向终端消费者提供肉类产品。

公司同时提供委托屠宰（代宰）业务，在该模式下，公司与生猪客户签订生猪委托屠宰加工协议，

公司按规范的屠宰生产操作标准及产品质控标准进行屠宰加工，委托屠宰的宰前生猪及宰后猪白

条肉（胴体）产品属于客户所有，公司按合同约定收取加工费，同时按与代宰生猪客户协商确定

的价格分级采购猪副产品，公司统一加工后进行销售。

公司不断发挥产业链优势，打通集团内各板块之间壁垒，从肉制品品质要求，到屠宰猪肉的

屠宰计划；从养殖板块的出栏养殖计划，到饲料基地的生产计划，最后到供应链的采购计划，做

到全产业链采购和库存的最优状态，使原料采购计划和资金计划相结合，提高库存和资金周转利

用率。同时，积极与行业内头部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打通销售渠道，为提

高集团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走好第一步。

报告期内，在饲料加工领域，公司坚持优质优价原则和绿色生产理念，注重饲料配方营养均

衡，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声誉；在生猪养殖领域，公司自建规模化、现代化、生物安全化的猪场，

减少了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构建“外围—厂区—猪群”三位一体的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坚持“以健康为中心、以生物安全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实现了对动物疫病

的有效防控；在生猪屠宰领域，公司从德国、韩国引入国际先进生产设备，严格按照 HACCP和

ISO22000标准进行生产，公司自养生猪部分通过自有屠宰场屠宰并销售，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

时实现了食品安全全流程可追溯；在食品深加工领域，以神农精致全产业链打造的“神农放心肉”

为原料，充分发挥云南的地理和资源优势，生产具有本土特色的安全、放心食品。公司产业链上

各环节及之间的传导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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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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6,655,097,461.07 5,704,701,381.09 16.66 5,469,603,159.5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832,547,371.77 4,195,154,807.57 15.19 4,678,787,729.16

营业收入 5,584,341,587.66 3,891,278,625.20 43.51 3,304,484,376.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86,815,275.93 -401,278,048.77 271.16 255,525,714.1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696,930,765.10 -396,843,945.38 275.62 265,531,2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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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33,730,412.57 19,490,515.57 7,769.11 323,096,112.7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5.08 -9.07

增加24.15个百

分点
5.5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31 -0.77 270.13 0.4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31 -0.77 270.13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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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373,038.18 1,412,035,874.95 1,583,421,912.96 1,506,510,761.5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65,859.52 127,512,996.34 356,310,852.03 206,557,287.0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725,776.63 131,094,469.69 358,099,472.66 202,011,046.1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5,651,837.13 341,913,681.59 548,803,617.73 688,664,9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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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79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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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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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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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祖训 261,016,651 49.7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何乔关 60,234,612 11.4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云南正道投资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2,646,880 10.03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何月斌 40,156,407 7.6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何宝见 40,156,407 7.6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华同力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400,000 2,400,000 0.46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华内需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2,100,000 2,100,000 0.40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华农业产

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1,346,490 2,044,060 0.39 0 无 0 其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赢消

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571,045 1,571,045 0.30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前海开源沪

港深农业主题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1,078,759 1,078,759 0.21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何祖训、何乔关、何宝见、何月斌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与

一致行动人何祖训、何乔关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云南正道投

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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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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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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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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和工作任务

目标，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机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核心的经营策略，不断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 665,509.75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6.66%；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483,254.74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15.19%；共实现营业收入 558,434.16
万元，同比增长 43.51%；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 68,681.53万元，同比增加 271.16%。报

告期内，公司销售生猪（生猪销售量：指对外销售+对集团内部屠宰企业销售）共计 227.15万头，

较去年同期增长 49.40%,其中：对外销售 193.44万头，对集团内部屠宰企业销售 33.71万头；外

销饲料 6.89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36.61%；屠宰生猪（生猪屠宰量：指生猪代宰数量+生猪自

营屠宰数量）171.27万头较去年同期减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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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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